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 2019年7月24日 星期三專刊

魅力海淀

70年來，海淀一直堅持創新發展，從觀念的

變革到體制的變革，從技術體系的引領到商業體系的

引領，海淀誕生了中國科技創新史上多個第一：第一

家民營科技企業、第一家不核定經營範圍的企業、第

一家無形資產佔註冊資本100%的企業、第一家有限合

夥投資機構、第一個政府引導基金，始終佔據着中國

高技術產業創新源頭的領先地位，成為中國科技創新

出發地、原始創新的策源地、自主創新的主陣地。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海

淀區立足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牢牢把握減量發展是特

徵、綠色發展是基礎、創新發展是唯一出路、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是根本落腳點。結合海淀特點，把創新

驅動高質量發展作為主要着力點，順應科技創新新規

律、新趨勢、新特徵，充分發揮地方黨委政府的組織

優勢，以思想、制度、行為的深刻變革，通過制度安

排、政策保障、環境營造、應用場景等增強組織能

力，進一步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激情和活力，提升區

域創新體系協同效能，提高創新資源統籌配置能力和

創新服務供給水平。加強基礎前沿布局，大力培育高

精尖產業，加快構建以創新合夥人關係為支撐的創新

「生態雨林」 ，推動產業促進方式、經濟業態、商業

模式創新，探索適應時代特點、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

位和減量發展要求、具有海淀特色的創新引領經濟高

質量發展之路。

始終瞄準標誌性科技成就，引領創新體系建設。
海淀長期對科技前沿進行研判，始終把 「高精尖」 作

為發展的持久動力。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化

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築支撐高端引領的先發優

勢，集合精銳力量，始終引領區域優勢產業從跟跑向

並行、領跑的戰略性轉變，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領跑

者，在新興前沿交叉領域成為開拓者，創造更多競爭

優勢。海淀長期堅持的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以及

人工智能、大健康等產業領域，目前已經結出了豐碩

的成果，部分企業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領軍者。

始終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雙輪驅動」 ，發
揮組織優勢作用。海淀區長期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

為牽引，在實踐載體、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環境營

造方面主動作為，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創新資

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這已經在海淀全域形

成了一種共識。始終把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提升擺在

關鍵位置，明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發機

構等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

位，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激情和活力。通過長期伴行創

新主體，海淀區掌握了一整套深度參與創新主體發展

歷程的關鍵要素和模式。這為海淀充分發揮好地方黨

委政府的組織優勢，從 「伴行」 到 「鋪路」 ，從 「服
務者」 向 「組織者」 的轉變，提供了明確的路徑。

始終將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地
方黨委政府的引導性作用結合起來。長期以來，海淀

積極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勵保障、服務監管

等長效機制，帶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蓬勃發

展。海淀始終把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徹底打通關

卡，破解實現技術突破、產品製造、市場模式、產業

發展 「一條龍」 轉化的瓶頸作為發展的重要核心基

礎。在這個過程中，海淀着重在提高政府服務能力的

同時，積極引導多元化、專業化、能為企業發展提供

優質服務的第三方積極參與進來，並獲得了良好的效

果。在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創業會客廳，除了提供工

商登記、變更和註銷、政策諮詢與申報等政府服務以

外，還增加了知識產權、法律服務、人力資源、技術

諮詢、技術孵化、推廣營銷等板塊的近百項第三方服

務，20多家專業服務機構洽談入駐。

提升科技創新能級，壯大經濟高質量發展 「源動
力」 。當前，海淀已經從單純以園區為載體的園區運動

轉向以城市新型形態建設為支撐的全要素創新型城區建

設。聚焦中關村科學城功能定位，着力構建創新雨林生

態體系。瞄準創新 「無人區」 ，搭建創新平台，支持各

類創新主體加強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攻關，推動量子信

息科學研究院等 「國家創新重器」 建設。出台中關村科

學城概念驗證支持計劃、資助計劃等系列支持政策，建

設中關村前孵化創新中心，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成果轉化

的全新通道。

聚力高精尖產業培育，做強經濟高質量發展 「主引
擎」 。圍繞大信息和大健康等領域，加強新產業載體建

設，超前謀劃前沿產業布局。在實施 「創新發展16條」
的基礎上，推出 「人工智能15條」 和 「智能網聯汽車15

條」 兩個產業政策，出台高精尖產業空間資源利用 「1+

3」 政策體系，優化人才公租房保障和管理，打出資金支

持、空間利用、人才服務等一攬子政策 「組合拳」 。組

建中關村科學城創新發展有限公司、翠湖智能網聯科技

發展有限公司，設立總規模55億元的中關村科學城科技

創新基金，打造支撐中關村科學城產業生態建設的市場

化平台。

加強穩增長綜合調度，當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組
織者」 。圍繞促投資、抓供地、穩組收、擴消費、推融

資、強科創、優環境等方面，部署穩增長45項措施。實

施重大產業項目政府 「幫辦機制」 ，聚焦十大高精尖領

域，形成150餘個重點產業化項目清單。打造特色營商環

境示範工程，形成不動產登記 「一窗受理、集成服務、

高效辦理」 的海淀模式，營商環境全市排名第一。率先

發布消費能級提升三年行動計劃，海淀夜間消費群初步

形成。

十八大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海淀的創新

之路呈現了新的特點和態勢，主要包括：

科技創新供給達到新高度，經濟質量持續提
升。海淀研發投入強度為全國的4.6倍。萬人發明

專利擁有量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0倍。各類主體參

與制定國際標準138項、國家標準747項。人均地

區生產總值超2.8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

平。在促進社會投資健康發展、土地節約集約利

用和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

效，獲得國務院通報表揚。

新經濟發展呈現新融合，區域發展不斷聚
焦。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服務業製造、柔性製

造加速發展。文化與科技融合，信息技術＋文化

等融合業態成為新增長點。人工智能賦能實體經

濟，商湯、地平線等全球知名人工智能企業270

家。在人工智能場景應用和產業跨界融合等諸多

領域走在全國前列。寒武紀、字節跳動等獨角獸

企業40家，僅次於硅谷，領域分布上遍地開花。

智能經濟、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蓬勃發

展。

創新創業呈現新特點，發展模式更迭升級。
由個體創新向群體創新轉變，創新主體更加多

元。由單純學術導向向學術與市場導向結合轉

變，市場導向更加鮮明。創新資源配置由分散

式、碎片化、封閉式向系統性、全鏈條、開源式

轉變，融合創新成為主流。創新空間由分割式、

離散化、點狀分布向央地協同、區域協同、全球

協同轉變，區域協同更加緊密。各創新主體由簡

單 「結合」 向融合共生的 「雨林」 生態體系轉

變，創新體系更加優化。

海淀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之路。10年前，國務

院批覆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關於支持中關村科

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若干政策建議的

請示》，原則同意開展股權激勵試點等方式支持

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今

天，海淀中關村又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作為

全國科技創新的 「旗手」 和引領 「三城一區」 建

設的主平台，肩負着率先實現科技創新從 「跟
跑」 到 「並跑」 「領跑」 轉變的重大國家使命，

承載着服務首都 「四個中心」 功能建設和引領北

京乃至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責任。海淀將繼續

聚焦中關村科學城建設，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

在壯麗70年砥礪奮進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在中
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鬥史詩。在這70年來，北
京海淀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綜合實力保持
規模上 「總量第一、貢獻第一」 ，速度上 「好於預期、高於全國、領跑北京」 ，質量上
「穩步提升、效益優化」 的好成績。海淀高質量發展成就的取得，來源於70年來走過了
一條很不平凡的追夢創新驅動發展的創新發展之路。 文：范梓悅

▲中關村雙創季─全球創業大會▲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展示中心

海淀創新之路呈現的新態勢

▲生命─雙螺旋

打造具有海淀特色的創新
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之路

▲創業大廈▲創客小鎮 ▲中關村創業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