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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一步优化三大先导产业投资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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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200032) 

【摘 要】：充分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扩大集成电路产业基金规模并优化投资结构，引导更多

企业、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以 LP、GP 等开放合作方式，联合建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VC 基金和天使基金，针

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投资。加快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项目投资转化效率，以创新药物上市为政策导向，

尤其应重视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相互分离的 MAH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模式。加快落实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投资项

目，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投产和形成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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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投资规模明显扩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上海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奠定了坚

实基础。但是，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技术与投资发展趋势看，上海在产业链关键环节投资、价值链核心

环节投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若干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并在今后的投资过程中不断完善，以促进先

导产业健康发展。 

一、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投资的基本现状 

(一)投资规模明显扩大 

集成电路方面，2017年上海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进入快速

增长期，投资规模由 2018年的 175.3亿元增加至 2020年的 357.0亿元，增长 103.7%。生物医药方面，自 2019年起，生物医药

投资迎政策窗口期开始步入快车道，投资额达到 69.6亿元，同比大幅上升 78.9%,2020年投资额进一步提高至 88.0亿元，同比

增长 26.4%。人工智能方面，2018年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20年投

资额为 29.0亿元，重点投资于以基础算力平台、软件算法平台和检测服务平台等为主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额为

21.4亿元，占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比重高达 73.8%。 

(二)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集成电路方面，上海芯片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高位，2015—2020 年芯片制造业投资占集成电路产业投资的比重由 82.8%提

高至 94.7%;芯片设计业投资快速增长，2015—2019年芯片设计业投资占集成电路产业投资的比重由 0.8%增加至 3.2%;封装测试

业投资有所下降，2015—2020年封装测试业投资比重由 10.2%降至 4.0%。生物医药方面，新兴基因药物领域投资不断攀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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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基因药物投资占生物医药产业投资的比重由 10.4%升至 48.9%;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投资趋于上升，投资占比由 2014

年的 2.2%提高至 2020年的 6.5%左右；随着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推进，传统化学原料药及制剂行业投资持续下降，占比由 2014

年的 51.6%下降至 2020年的 15.0%左右。人工智能方面，基础层的基础算力平台投资占比较高，2020年投资 17.0亿元，占人工

智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 79.4%;技术层的软件算法平台投资占比相对较少，2020年投资 3.7亿元，占比 17.3%;应用层的检测服

务平台投资力度较小，2020年投资 0.7亿元，占比 3.3%。 

二、先导产业全球头部企业投资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全球集成电路头部企业投资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是集成电路方面，模拟芯片投资不足。模拟芯片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增幅最快的细分领域，但上海仅有韦尔股份等少数企

业从事模拟芯片设计。设备材料投资存在缺口。上海约有超过 4/5的光刻胶、超过 1/2的掩模版等从日本进口，光刻机、刻蚀机

等关键设备材料严重依赖美日等少数供应商。二是生物医药方面，创新药投资有待提高。头部药企数量方面，上海仅君实生物 1

家，而江苏有 3家，北京有 4家；创新药获批方面，2020年北京获批 7款，江苏获批 4 款，上海仅获批 1款。高端医疗器械投

资领域有待拓展。2019年国内医学影像设备行业外资品牌占有 80%的市场份额，而剩余份额主要由国内企业迈瑞、万东和东软占

有，均非上海本地企业。新冠疫苗等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先机领域有待提前投资布局。北京通过加大新冠疫苗研发投资抢占先机，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疫苗及病毒检测试剂生产基地，而上海仅有 1款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三是人工智能方面，基础层投资差距较

为明显。AI 芯片设计、云计算核心技术、高精度传感器等主要被欧美日韩等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寒武纪科技等企业发展仍处于

初期阶段。 

(二)全球生物医药头部企业投资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是创新药成为发展重心。新冠肺炎疫情下强劲的疫苗研发需求带动了全球创新药物研发，如辉瑞、默沙东等头部药企纷纷

剥离仿制药等业务，集中资源投向创新药物研发领域。二是医疗器械尤其是 AI智能医疗器械快速兴起。未来，医疗器械行业中

的医学影像类产品、体外诊断类产品、植入类产品以及家用医疗器械产品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际上对医

疗机器人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减少医护人员与病人接触、缓解医护人员不足等问题，AI 智能医疗器械将快速兴起。三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使得全球对化学原料药的需求大幅增加。2020 年 7 月，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开始大规模战略收储如强力霉素、

万古霉素和肝素等 36种原料药，供日后生产成品药物，以应对国家紧急情况或大流行事件中此类药品的供应链中断。四是基因

疗法成为收购热门。2020 年，拜耳公司斥资 40 亿美元收购拥有基因治疗技术平台的 AskBio,礼来公司以 10.4 亿美元收购基因

疗法公司 Prevail。五是细胞疗法融资增速迅猛。美国再生医学联盟(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1月，针对细胞疗法的融资达到 110亿美元，较同期增长 242%,如安斯泰来宣布将斥资 1.2亿美元开设专注于细胞疗法

的研发中心。六是 CXO(医药外包)快速发展。创新药研发具有技术难、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为控制成本、缩短研发

周期和降低风险，越来越多的国际药企选择将研发与生产环节外包，以提高药物上市效率。七是研究型医院加速建设。美国大型

药企不断加强与约翰·霍普金斯、梅奥诊所等研究型医院的合作力度，研究型医院通过临床医疗、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等模式，

为药企提供高质量临床试验资源，加快创新药研发效率。 

(三)全球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投资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是易落地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受追捧。人工智能投融资数据显示，医疗、教育、无人驾驶、路况预测等落地性强的应用领域

继续受到青睐。二是投资市场开始青睐底层技术公司。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底层技术是智能视觉识别和自然语义分析等人工智

能研发的技术支撑，底层技术的投资热度持续增长。三是资本层面的战略投资逐渐增多。人工智能头部企业选择投资的项目均处

于其未来产业战略布局的上下游。例如，阿里巴巴在 AI芯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各大技术细分领域均有布局，其投资

主要分布在智慧交通、智能生活、企业服务等应用领域，获投的代表性公司包括小鹏汽车、商汤科技和寒武纪科技等；腾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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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资以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机器人为主，自动驾驶获投公司主要有蔚来汽车、特斯拉等，智慧医疗获投公司主要有思派网

络、晶泰科技等，机器人获投公司主要有优必选、工匠社等。 

三、上海先导产业投资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一)关键环节投资力度仍不够强 

1.集成电路方面 

一是模拟芯片投资不足。上海诸多集成电路上市公司中，晶晨半导体、澜起科技、聚辰半导体、晶丰明源、韦尔股份、上海

贝岭等皆为逻辑芯片设计企业，其中仅韦尔股份和晶丰明源等少数企业从事模拟芯片设计，相较全球模拟芯片快速发展态势，上

海模拟芯片投资明显不足。二是设备材料投资存在较大缺口。上海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最集聚、产业链最完整、综合技术水平

最高的地区，但设备材料环节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卡脖子”情况严重，约有超过 1/2的掩模版、超过 4/5的光刻胶、近 1/3

的抛光垫和 2/5 的抛光液从日本进口，且可替代国较少，此外，7 纳米及以下光刻机，以及 14 纳米以下薄膜设备、量测设备和

部分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关键设备材料严重依赖欧美日等少数供应商，使得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面临极高的“断链”风险。 

2.生物医药方面 

一是创新药投资有待提高。伴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全面覆盖，仿制药利润空间被快速压缩，政策驱动药企转向创新药研发。

然而，目前上海生物医药企业仍以仿制药为投资重点，虽然上海拥有 15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但专注创新药研发的头部药企仅

君实生物 1 家，而江苏则拥有正大天晴、恒瑞医药、豪森药业 3 家大型本土创新药企业，北京拥有百济神州、诺诚健华、加科

思、华辉安健 4 家创新药企。此外，与北京、江苏等地相比，上海在新药获批方面也较为落后，2020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

批准 20款新药及生物制剂上市，北京获批 7款、江苏获批 4款、浙江获批 2款，上海仅获批 1款。二是高端医疗器械投资领域

有待拓展。上海主要医疗器械产品集中于体外诊断试剂、无源手术器械、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等中低端医疗器械领域，在影像设

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能诊疗设备方面尚未建立自身优势。当前，医学影像设备行业 80%的市场份额由外资品牌占有，剩余份额

则由迈瑞医疗、万东医疗和东软医疗等本土头部企业占有，但这些企业均未落户上海。在医用机器人领域，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德国、日本紧随其后，国内尚无企业进入。三是新冠疫苗等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先机领域有待提前进行投资布局。近两年，北

京通过加大新冠疫苗研发投资抢占先机，研制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全国率先实现附条件批准上市，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等

产品数量也高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劲增。与之相比，上海受限于创新药物研发能力，仅有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一款产品。 

3.人工智能方面 

基础层投资差距较为明显。基础层的底层基础技术和高端产品市场主要被欧美日韩等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具体而言，在 AI

芯片领域，国际科技巨头芯片基于已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优势，快速构建 AI芯片设计、生产、应用全生态，国内厂商则聚焦于

AI 芯片制造领域，芯片基础设计仍成为最大技术瓶颈，芯片布局难以与巨头抗衡。在云计算领域，服务器虚拟化、SDN 网络技

术、开发语音等核心技术掌握在亚马逊、微软等少数国外科技巨头手中。阿里、华为等科技公司虽开始大力投入研发，但核心技

术积累尚不足以主导产业链发展。在智能传感器领域，BOSCH、ABB、Honeywell等欧美企业全面布局多品种高精度传感器产品类

型，国内也涌现了诸如汇顶科技的指纹传感器等产品。由于智能传感器领域常配有 MPU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及传输，国内厂商

缺少集成电路配套开发优势，难以快速更新最新技术及产品体系，整体产业布局单薄。上海寒武纪、平头哥、地平线等基础类人

工智能企业仍处发展初期阶段，开发模式依赖购买国际大厂 IP二次开发，主要研发领域集中在图像智能识别，应用生态及规模

与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国际主流企业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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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基金作用发挥不够足 

1.从集成电路产业看，政府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2020年韩国三星电子在半导体项目的投资额近 281.1亿美元，英特尔研发投入达到 136亿美元。截至 2021年 6月，2014年

我国启动的大基金一期和二期累计实际投资额仅为 1716 亿元。从上海看，2011—2020 年集成电路产业年均新增投资不足 20 亿

美元，尽管 2017年达到最高点，增至 68.22亿美元，但也只是韩国三星公司年投资额的 1/4。2014年以来，国家集成电路“大

基金”共向上海集成电路企业投放资金 487.2亿元，平均每年 60亿元左右，不到国外大厂商一年研发投入的 60%。 

2.从生物医药产业看，产业基金对医药项目投资的引导和支持有待进一步强化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总目标规模为 500亿元，首期基金规模 100亿元。截至 2021年底，该基金共投资 8个医药

项目，投资总额约 7798 万元，规模不大。其中跟随上药集团投资占比达 88.76%,但上药集团以药物生产、医药零售见长，投资

方向以拓展现有业务链条为主，创新药研发投资相对有限。 

3.从人工智能产业看，基金投资规模不大，基础层投资仍待加强 

在投资规模上，2019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成立，首期目标规模为 100 亿元，至 2021 年底基金投资额近 10 亿元，

投资规模仍然偏小；在投资结构上，排除间接股权投资后，AI直投项目 10个，其中涉及数字营销、软件服务等应用层项目 5个，

技术层项目 3个，基础层项目 2个，呈现倒金字塔投资结构，基础层投资不足。 

(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够高 

1.集成电路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设计业和制造业，封装测试业特别是设备材料业研发投入偏低。对上海主要集成电路企业的统计

分析发现，2020 年上海集成电路行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为 7.27%,其中，芯片制造业研发投入占比为 16.70%,设计业研发

投入占比为 6.23%,封装测试业和设备材料业则分别为 2.64%和 0.85%(表 1)。二是与全球头部企业相比，设计和制造环节研发投

入差距较大。如 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研发投入共计 59.41亿元，同年高通、博通和英伟达的研发投入分别为 407亿

元、334 亿元、254 亿元。2020 年国内最大集成电路行业上市企业中芯国际，研发投入仅为 46.7 亿元，同期台积电研发投入达

到 239.8亿元。 

表 1 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节科技开发投入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行业 科技开发投入/亿元 企业销售收入/亿元 科技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 

设计业 59.41 954.15 6.23 

芯片制造业 78.03 467.18 16.70 

封装测试业 11.36 430.90 2.64 

设备材料业 1.86 219.10 0.85 

全行业 150.66 2071.33 7.27 



 

 5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研发投入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集成电路制造是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投入大、技

术门槛高、投资周期长、失败风险高，一般企业难以承担。例如，14纳米工艺研发投入超 30亿元，而 5纳米工艺研发投入超百

亿元。即使大规模资本投入依然无法确保研发成功，如格罗方德、联电在投入 200 亿美元后相继放弃下一代技术研发，止步于

14 纳米技术节点。另一方面，企业专利维护负担过重，企业间专利技术共享率偏低，不利于创新投入。据中芯国际反映，其专

利维护费用一年就高达 1亿元，超过企业盈利的 1/10,而发达国家通常对集成电路企业专利使用费给予补贴。微技术工研院等研

发机构反映，由于缺乏专利共享机制，导致企业大量重复研发和专利使用率不高的矛盾同时存在。 

2.从生物医药产业看，与全球头部药企相比，上海本地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 

上海本地上市药企中，君实生物研发投入占比最高，2018—2021 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5.38 亿元、9.46 亿元、17.98 亿元、

20.69 亿元，由于君实生物多款新药处于临床或临床前期阶段，研发投入巨大，已上市新药尚未全面进入终端，营业收入偏低，

主要靠市场融资进行研发，尚未形成产生利润—投入研发—产生利润的正反馈。此外，尽管君实生物研发投入占比较高，但研发

投入与国际领先药企差距较大，2018—2020年罗氏研发投入稳居全球首位，分别为 108亿美元、123.1亿美元和 138.5亿美元。

除君实生物外，心脉医疗和复旦张江研发投入占比在行业内也较高，如医疗器械行业的心脉医疗近 3 年研发投入占比分别为

20.71%、18.19%、17.72%,复旦张江为 21.99%、14.65%、12.68%。其余药企研发投入占比则相对较低，如 2019 年凯赛生物、美

迪西和上海医药分别为 4.71%、5.62%、6.42%。 

究其原因，一是新药研发成本不断攀升，但成功率和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过去 40年，医药研发总成本增加了 14倍，但新

药临床第一阶段到批准上市的成功率从约 23%大幅下降到 12%左右。在研发成本不断上升、成功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上海医药

企业特别是规模偏小的药企大多不愿在新药研发方面冒太多风险，主动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不强。二是原有医药制度下仿制药

有较高利润空间，创新药研发缺乏吸引力。在实行“4+7”带量采购之前，国内很多仿制药企业的利润率可达 20%～40%,较高的

利润和较低的风险和投入使得上海药企更倾向在仿制药上加大研发投入。三是行业整体营收少、规模小，无力增加研发投入。与

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相比，国内药企在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方面处在不同量级。例如，2020 年美国制药公司营收最高的

诺和诺德营业收入为 194.11 亿美元，而上海复星医药营业收入为 303.07 亿元，仅相当于诺和诺德的 1/4,营业收入有限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研发投入增长。 

四、上海进一步优化先导产业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重点和薄弱环节投资力度 

1.加大对模拟芯片与设备材料业的投资力度 

一是进一步推进模拟芯片投资。根据模拟芯片市场规模增长及技术发展趋势，吸引晶晨半导体以及圣邦股份等来沪投厂设

线，注重与上海电动汽车产业衔接，培育车载模拟芯片产业，不断提高上海模拟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二是加快促进设备材料业投

资。借鉴日本通过高额补贴引进台积电全球领先晶圆厂的做法，探索财政专项+低息补贴+减免税费的支持方式，加大对全球设备

材料业龙头企业与上海本地代表性企业的引培力度，通过优势企业引领，提高国产替代进度。 

2.投资应向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倾斜 

一是加大创新药投资力度。上海应通过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认定门槛、简化医药

创新企业优惠补贴申请流程等措施，促进药企在创新药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二是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投资力度。创新医疗

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和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明显缩短了创新和临床急需等医疗器械产品的上市时间，激发了国内企业创新研

发的积极性。上海医疗器械产业应紧抓这一机遇，根据上海人口老龄化趋势和数字化转型要求，拓展上海高端医疗器械与集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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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人工智能交叉领域投资，尤其加大对医疗影像设备、医疗机器人及高端家用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三是明确上海生物

医药创新主攻方向和产业发展重点，对新冠疫苗、免疫疗法、干细胞研究和应用、基因编辑和疗法、高端制剂和药物辅料、AI医

疗应用、生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重点布局，分阶段推进，把握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先机。 

3.重视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投资 

一是创新机制以保障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投入。鼓励新设和升级人工智能产业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行业设立基础研

究联合基金，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界为设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基金捐赠。二是探索成立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究专门机构。聚焦人工

智能芯片、云计算、智能传感器等重点技术领域，推动商汤科技等人工智能企业与上海交大等重点高校院所成立“创新联合体”,

联合承担重大任务、开展技术攻关，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单点突破。 

(二)充分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扩大集成电路产业基金规模并优化投资结构 

引导更多企业、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以 LP、GP等开放合作方式，联合建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VC基金和天使基金，针

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投资。设立集成电路行业优先目录，针对清洗、去胶、化学机械抛光等优势环节相关企业，试行政府资

金以分级基金形式跟投；针对刻蚀、薄膜沉积、光刻等高价值环节相关企业，根据长期投资额度探索投资企业税收减半。鼓励和

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集成电路新工艺、重点产品、关键设备材料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 

2.加快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项目投资转化效率 

加强产业基金投资引导，以创新药物上市为政策导向，尤其应重视 MAH 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MAH),该制度是一种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相互分离的管理模式。在这种制度下，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药品安全性、

有效性负责，药品生产商对药物生产质量负责，政府监管部门对药品研发上市与生产环节进行松绑。该制度实施后，在国内医药

产业链条分工细化的背景下，优先投资具备长期研发积淀和研发优势的 CXO组织，进一步提高产业基金创新药投资比重。对首创

药物投资设定相应考核机制，仔细甄别创新药物靶点效率，规避热门靶点重复低效投资。试点改革基金管理体制，将管理人员收

入与创新药上市目标相绑定，试行更具激励力度的管理体制。 

3.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杠杆作用 

加快落实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投资项目，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投产和形成产能。根据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以“硬科技”为主要导

向，针对共性技术设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榜单，实行“揭榜挂帅”模式并给予税收返还和荣誉奖励，引导企业研发能力由

“短平快”的应用导向转向长期基础研究，为人工智能行业长远发展积淀技术。 

(三)促进先导产业加大研发投入 

1.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研发投资 

一是鼓励联合创新。制定联合创新税收减免政策，对联合研发项目支出税收减免，参与高强度联合研发企业税收实施缓征缓

收等，激励企业积极开展联合创新。二是推动共性技术研发，提高产业研发效率。借鉴 1970年代日本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项

目(VLSI)和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的共性技术研发经验，推动中芯、华虹等上海主要集成电路企业技术团队，制定共性技术

清单，为参与共性技术研发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研发补贴；推动行业加快弥补共性技术短板，提高产业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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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措并举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增加研发投入 

一是强化资金投入。扩大现有生物医药产业基金规模，探索成立生物医药研发早中期、临床研发与转化的专项资金，引导推

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加大研发投入。二是积极支持新型医药研发组织发展。针对君实生物等上海本土龙头 CRO 企业及其合作项

目相关方，实行优惠税率，并根据创新药研发进度，在临床不同阶段分别给予差异化的研发补贴。三是激发上海国有药企创新动

能。将国有药企改革与生物医药先导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以创新药品研发上市为导向探索改革国有药企考核体系，提高研发团队

激励机制，积极盘活国有药企创新资源，加快推动国有药企与 CRO衔接，提高药物发现及前期研究效率，激发上海国有药企在前

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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