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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

都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龙头作用，

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加强科技资源统筹融合、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初

步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提供有力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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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北京市启动实施首都创新精
神培育工程。

△3月，2012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召开。

△4月，北京纳米科技产业园成立。
△5月，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

周开幕。
△6月，北京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设计之都”。
△9月，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9月，北京首次发布首都科技创新

发展指数。
△10月，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

工程（G20工程）一期工程总结表彰会暨二
期工程启动发布会召开。

北京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

创造能力居全国前列，科技成果向全国的

扩散，带动了全国创新水平的提高。

北京创新体系的特点是：以中关村为

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了国际化的创

新资源，大量的高层次创业人才，并在 IT

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在 IT 产业

已经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协

作链，产生了重大的集聚效应和激励效

应。百度、新浪等公司是其中的典范。与

此同时，北京近年来积极建设各种创新平

台，推动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目前，北京制造业向外迁移，服务业比

重逐年上升，在全国稳居第一，实现了产业

结构从工业主导型向 IT 和服务业主导型

的转变。

由于土地等成本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相对弱，北京市应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推动北京进入新一轮创新

高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与战略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IT和服务业

引领产业转型
□ 柳卸林

北京市自 2009 年提出“科技北京”发展
战略，发布实施了“科技北京”行动计划，积
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科技工作

“北京模式”，不断强化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首都经济走上高端引
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为率先
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 科 技 北 京 ”建 设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 。
2011 年，北京高技术产业、科技服务业、信
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625.7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51.2%。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 936.6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7300 家，占全国近 20%。全年技术合同成
交额 1890.3 亿元，是 2008 年的 1.8 倍，占全
国的 40%；技术市场对首都经济增长的直接
贡献率达到 9.2%。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2011 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支出 93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011 年，
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北京地区生
产总值的 5.76%。（表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1 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人

员 28.8万人，比上一年增长 6.6%。（表2）

3、专利授权量
2011 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

分 别 为 77955 件 和 40888 件 ，分 别 增 长
36.1%和 2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
量分别为 45057 件和 15880 件，增长 34.6%
和 41.7%。（表3、表4）

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1 年 ，北 京 市 高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1043.2亿元。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1 年，北京市承接国家重大专项和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共有 10 个民
口领域重大专项启动实施 650 个项目（课
题）中，在京单位牵头承担约 240 项，约占全
国 40%。6个国家基础设施项目落户北京。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1 年，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进

展。首都科技条件平台、技术研发创新平
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新型产业组织平台
成为推进自主创新的基础条件、凝聚首都资
源的组织形式和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载
体。截至 2011 年底，北京地区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等 286 家，占全国 30%以上；累计认定市
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632
家；企业研发机构 262家。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截至 2012 年 9 月，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保有量 7300 家，占全国总数的近 20%，
其中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5909
家，占全市总数的 81.5%。上半年，中关村
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
5321.2 亿元，同比增长了 20.9%，占示范区
总收入的 52.2%，缴纳税费 753.2 亿元，同比
增长了 16.4%，占示范区企业缴纳税费的
41%，高新技术企业成为示范区的重要经
济增长极。

2011 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申请专
利 26291件，占企业专利申请量的 60.1%，获
专利授权 14019 件，占企业获专利授权量的
61.2%。企业科技经费支出总额达到 724.48
亿 元 ，占 全 社 会 科 技 经 费 支 出 总 额 的
77.4%，研发经费强度（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
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4.9%，远高于工业企
业平均水平。中关村示范区“十百千工程”、

“瞪羚计划”入选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分别
占到企业总数的 81.1%和 72.4%。

2、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北京市于 2010 年 4 月启动实施了北京

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G20 工程），从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引进高级人才、融资、重
大创新品种临床研究、宣传及市场开拓、优
化产业环境等六大方面制定了 35 条支持措
施。提出重点搭建临床研究平台（临床 CRO
平台）、蛋白抗体药物、化学原料药代工产生
平台（CMO 代工线）、临床前实验动物与动
物实验平台、医疗器械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平

台等 5 个公共服务平台。从医保目录、招标
采购、药品定价、参与中关村示范区建设、上
市药品质量评价等方面制定了 6 条创新政
策。生物医药领域 2011 年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企业已达 9 家，2012 年生物医药产业销
售总收入将达 1000亿元。

3、技术合同成交额
作为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重要渠道

的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北京技术市场服务首
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充分发
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今年 1 至 9
月，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2005.8 亿元，同
比增长 25.9%，吸纳技术 775.9 亿元，增长
16.7%，彰显了北京市技术研发能力和产业
集成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技术的高端引领
作用凸显，技术交易日趋活跃已成为首都创
新驱动的重要引擎。（表5）

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中，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产品
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
竞争力。1 至 9 月份，企业技术合同成交
额占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96.2%，吸纳
技术占 80.2%。首都着力发展的技术领域
无论是吸纳还是输出均表现活跃，电子信
息、现代交通和节能环保领域输出技术分
别为 581.1 亿元、295.2 亿元和 365.3 亿元，
吸纳技术分别为 268.7 亿元、76.8 亿元和
72.5 亿元。

4、民生科技领域
1） 新能源汽车
北京市是全国首批“十城千辆”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现又成为首批私
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

2） 推动污水治理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
应用

实施北京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水质提
高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其研究成果可
以实现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B 排
放标准。

5、农业科技领域
龙头企业科技引领，支撑产业发展和产

业聚集。重点开展农产品加工及食品制造
研发基地建设等工作，打造以中粮集团为主
体的标志性载体，整合首农、二商等优势企
业、院所等资源，带动行业整体升级。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所长、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
技术中心主任。在噪声与振动控制领域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研发出一批自主创
新的技术和产品，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三等奖各 1 项，获国家专利 10 项，
其中包括 3 项发明专利。领导团队在超
微孔吸声材料工艺设计及产品开发、阻
尼钢弹簧浮置道床隔振研究方面，取得
国际领先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小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小米科技的创
始人之一、著名天使投资人。承担国家
863 计划重大专项 1 项、863 计划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课题 1 项，申报国家专利 3 项、与
他人合作专著 2 部。带领团队承担多项工
信部、科技部及北京市科技项目，创造了
WPS、金山词霸、金山毒霸等众多知名产
品，引领推动了中国软件产业及移动互联
网产业的发展。

雷军

基于云计算的移
动互联网软件及终端
平台研发团队

张斌

环境噪声与振动
控制技术研发团队

10 年来，北京三一重机扛起替代进
口、树立民族品牌的重任，依靠创新，打
造核心竞争力，始终推动着中国桩工行
业的升级换代，直至成为行业当之无愧
的领导者。北京三一重机将年销售收入
的 5%至 7%投入到研发工作中，深入推
进产品创新。10 年间，共申请科技专利
372 项、取得 232 项专利授权，被北京市
认定为“企业技术中心”，并荣获 2009 年

“中关村 20 年突出贡献奖”。公司先后
承担了北京市和国家级科技创
新项目 7 个，获得 6000 余万元
的科研经费支持。

北汽福田经过 13 年的自主研发，
已成为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形成了欧
曼、欧马可、欧 V、奥铃、风景、蒙派克等
10 大产品系列，产品涵盖商用车所有
车 型 。 近 3 年 来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近 百
项，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发明、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等专利 200 多项。近 3 年
共承担国家级课题 3 项，北京市级课题
2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2 项。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
国制造行业内最具成长力的自主品牌企
业”、“全国自主创新典型企业”等多个荣
誉称号。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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