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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中国“硅谷”异彩纷呈中关村中关村：：中国中国““硅谷硅谷””异彩纷呈异彩纷呈

“硅谷唯一的竞争对手”——有着百
年历史的权威科技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
论》这样评价北京。而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25%、创业投资金额和案例数约占全
国三分之一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无疑是中国“硅谷”最核心的地标。2013年，是
中关村在世界创新舞台上愈加出彩的一年。
这一年，中关村实现出口总额336.2亿美元，
同比增长28.5%；为中国创新赢得话语权的
国际标准首次破百，达 130 项；成功获得有

“全球科技园区奥运会”之称的2015年世界
科技园协会（IASP）年会举办权；在加拿大渥
太华设立国际孵化中心；出台中关村国际化
发展行动计划；绘制全球领先技术团队分布
图⋯⋯中关村之国际化势不可挡。

从“电子一条街”发展到现在的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究竟如何出彩世界？

先行先试
先行一步让中关村释放出更强

创新活力

敢为人先是中关村之“魂”。今年 4 月，
21 位北京农学院教师理直气壮地拥有了
企业法人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成为中关村

“京校十条”的首批获益者。这 21 家企业将
获得市校两级总金额约 397 万元的资金支
持，将象牙塔的创新成果推向市场。今年年

初，《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
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简称“京校
十条”）发布，推行高校可自主对科技成果
转化进行审批，转化所获收益中不少于
70%的比例可用于奖励，设立科技成果转
化岗位等系列改革，让高校教师创业不再
束手束脚、偷偷摸摸，被业内称作高校科研
成果转化“说明书”和“路线图”。

“京校十条”，是中关村“1+6”和“新四
条”之后的又一突破。这三组新政启动实施
的时间分别是 2010 年底，2013 年 9 月及
2014 年 1 月，改革步伐提速之快可见一
斑。这些先行先试政策进一步深化了股权
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改革试点，
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一大批企业
带来切实帮助。

“‘1+6’政策，绝不弱于美国政府对硅
谷、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联想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表示。事实上，不仅仅
是“1+6”，中关村多年来一系列先行先试政
策无不“动真格”、“出干货”：率先建设中关
村人才特区；建立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部市会商工作机制；与国家部委联
合开展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积极推进
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和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
购促进工作试点；启动建设中关村国家科
技金融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

和未来科技城；率先建立重大科技成果产
业化的资金统筹机制；重组设立中关村发
展集团；建设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
回望发展路，先行先试的每一步都让中关
村释放出强大的创新活力。

孵化蓄力
平均每天有11家科技企业在中

关村诞生

“有一个做汽车特色服务的创业团队，
为省钱，他们 5 个人每天过来就点一壶茶，
等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投资界对其估值
是 5000 万到 1 个亿。”在被中关村管委会
授予“创新型孵化器”称号的车库咖啡内，
工作人员李燕给记者讲起这个例子时显得
很平淡，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太多创业者从
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的故事。

“中关村已经成为硅谷以外创业孵化
模式探索最活跃的地方，产生了一批既有
硅谷特点又有中关村特色的创业孵化模
式。”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 早 期 孵 化 方 面 ，硅 谷 有 YC、Tech
Stars，中关村有创新工场、常青藤创业园；
在 创 业 者 开 放 办 公 方 面 ，硅 谷 有 I/O
Venture、Hacker JoDo，中关村有车库
咖啡、3W 咖啡；在创业媒体方面，硅谷有
Tech Crunch，中关村有 36 氪；在创业者
网络社区方面，硅谷有 Angellist，中关村
有 36tree、天使汇、创投圈等。这些创新型
孵化器的孵化成功率高达 60%。

在中关村，“孵化”的力量使人振奋：海
淀创业服务中心孵化的启明星辰和奥瑞金
种业成功上市；启迪孵化器的钻石计划已
支持近 30 家企业，其中多家企业成功上
市；亚杰商会“摇篮计划”已辅导培育了聚
美优品陈欧、中文在线童之磊等百余位创
业家。截至目前，中关村拥有各类创业孵化
机构 100 余家，孵化总面积超过 324 万平
方米，累计入驻企业超过 12000 家，累计
毕业企业超过 7000 家。在孵化器的推动
下，中关村每年新创办的企业有 4000 多
家，平均每天有 11 家科技企业诞生，四分
之一的入孵企业孵化成功，2013 年新创办
企业达 6000家。

多年来，中关村不断创新科技企业孵
化器服务理念，率先将暂不符合国家和北
京市孵化器认定条件的多家早期创业服务
机构认定为示范区创新型孵化器，纳入中
关村创业服务支持体系；对孵化器支持方
向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软环境为主转

变，加强对早期项目的支持；推动孵化器专
业化发展，加大对公共技术平台支持力度。

在《福布斯》中文版 2013 年“中国 30
位 30 岁以下创业者”名单中，中关村创业
者占 36%，这背后与中关村极具活力的孵
化生态密不可分。

金融给力
科技金融是中关村在新阶段创

新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瞪羚,一种极其敏捷、善于跳跃和奔跑
的羚羊。人们用它来形容高成长性科技型
中小企业。奔跑在创新草原上的“瞪羚”们
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融资难。中关村在
2003 年启动“瞪羚计划”，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以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等机
构为实施主体，把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约
束机制同担保贷款业务结合，为企业提供
高效率、低成本的融资方案。

借力“瞪羚计划”，北京凯英信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依靠得到的第一笔银行贷款和
中关村投融资机构的持续支持，不断扩大业
务、加快研发，如今已累计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近 70 项；中博农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手握合同大单，但现金流水只有 4000多
元。千钧一发之际，在没要任何固定资产抵
押情况下，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向他们出具
担保函，助其顺利拿到 150 万元贷款，力解
燃眉之急⋯⋯“瞪羚”们真正实现了跳跃：
2013年中关村“瞪羚”型企业总收入是2003
年的4倍，利润总额是2003年的4.4倍。

中关村已成为我国创业投资最活跃的
区域。中关村管委会科技金融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
构有 100 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约 200 多
亿美元，近几年中关村新上市的公司中
75%以上都是获得过创业投资支持的企
业。与此同时，中关村新三板代办试点引领
全国，上市公司群体快速壮大，“中关村板
块”效应增强。

中关村的科技金融创新持续不断：全
面实施企业信用培育工程、科技担保融资
服务工程等6大融资服务工程，缓解企业贷
款难题；推动商业银行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提供贷款支持；研究启动中关村科技物
业资产证券化试点；启动中关村示范区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保险试
点；积极推动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科
技金融正不断点燃着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新
引擎，让新时期的中国“硅谷”异彩纷呈。

□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景。 （资料图片）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中关村在科技创

新、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为何越来越多怀抱创业梦想的人都愿

意来中关村创业？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20 多

年来中关村形成了一套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如今，这套创业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中

关村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中关村独特的环

境要素。

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包括 6 大要

素：一是领军企业；二是高校和科研机

构；三是人才；四是科技资本；特别是天

使资本、创业资本，五是包括创业导师、

创业服务机构在内的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六是中关村特色的创业文化。

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营造了良好

的创新创业环境，培育和提升了企业的创

新创业能力。中关村管委会正通过各项政

策、资金和措施，以这六要素为抓手，大

力促进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完善和

发展。

一是针对中关村领军企业，深入实施

“十百千工程”、“瞪羚计划”。围绕电子信

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能源环保、新材

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点培育一批

收入规模在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级的

创新型领军企业，综合运用多种支持方

式，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形成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企业群。

二是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深化

落实“1+6”、“京校十条”等先行先试政

策。进一步深化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

权和收益权、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等改革试点，促进科技成果产

业化。支持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组

建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搭建公共技术和产业服务平台，构建

专利池，创制技术标准。通过改革高校科

技成果处置权管理改革、收益分配方式改

革、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等方式，打破束

缚、释放活力，加快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和科技协同创新。

三是大力提升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发

展水平。深入落实人才特区 13 项特殊政

策，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体系、人才

原始创新支持体系、人才创业支撑体系和

人才联络及服务体系，积极推动人才工作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吸引聚集海内外

人才。

四是努力打造中关村国家科技金融创

新中心。加快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体制机

制建设和科技金融服务资源集聚，完善科技

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创新和公共政策创

新，实现科技金融创新持续引领。同时，进一

步完善中关村天使投资的相关政策，采取参

股、联合投资和战略合作等方式，通过天使

投资引导资金支持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在中

关村示范区内的天使投资活动。

五是推动创业体系创新发展。通过中

关村创业服务体系发展支持资金，支持各

类创业服务机构在建设运维专业技术服务

平台，构建高效专业服务团队、提高孵化

空间使用效率、培育推荐前沿技术项目和

金种子企业方面开展创新型工作。

六是大力弘扬中关村创新创业文化。

继续支持举办中关村创业讲坛、中关村—

硅谷创新创业大赛，支持联想之星、创业

邦、创业家、3Ｗ咖啡等创业服务机构开

展的各类创业服务活动，宣传引导全社会

关注并支持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大力营造

创新创业氛围。

创新是中关村永恒的灵魂。创业是中

关村永远的主题。中关村将逐步构建起一

个全方位、立体式、充满生机的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使中关村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

具吸引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构建更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郭 洪

“90 后”谢天竞和“80 后”丁一峰坐在 x-lab
开放工作间里，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热烈讨论
着。电脑屏幕左上角有三个字：“动活网”。

在清华 x-lab 为创新团队提供的 735.5 平方
米免费场地内，与这两人一样青春而专注的脸庞
随处可见。就在今年 4 月中旬，清华 x-lab 被中
关村管委会授予“中关村（清华）梦想实验室”，并
认定为“创新型孵化器”，成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全新试验田。

“我国有近 140 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就
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把这种资源整合起来，指导人
们科学运动。”去年 11 月，谢天竞和丁一峰通过朋
友介绍认识，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一拍即合，做起了

“动活网”。
谢天竞在美国留学 5 年，学的是经济专业，丁

一峰也是清华毕业的优等生，两人找一份好工作
不在话下，但却放弃安逸选择了充满挑战的创
业。“现在，‘80后’、‘90后’创业被一些人炒过了，
把它定位为‘酷炫’，在一些人眼里甚至显得浮
夸。在我看来，创业无非是一种职业选择罢了。”
谢天竞说。

两个年轻人对 x-lab 提供的创业支持很满
意。丁一峰说，除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外，每周都有
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和讲座，可以认识投资人，还能
向创业前辈请教。现在，他们这一创业项目已经
让天使投资人投去了青睐的目光。

去年 4 月 25 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定
成立面向大学、超越学科界限、发现和培养创意创
新创业人才的教育平台：清华 x-lab。“x”寓意探
索未知、学科交叉，“lab”体现体验式学习和团队
工作。

一年来，清华 x-lab 已成功吸引了 250 多个
项目申请，入驻场地团队 53 个，注册和正在注册
的公司项目 52 个，获得投资的项目 16 个。已有
3500 多人次的学生和校友参加了 x-lab 组织的
各类课程、讲座、训练营、实践活动，影响力覆盖清
华所有院系。

幻腾智能家居、弱水无极-重金属污水处理
剂、可穿戴健康监测产品“方舟腕宝”、e 朝夕时间
管理、易采-实验室综合服务平台、孕橙助孕基础
体温计等一批创新项目正在 x-lab 的帮助下加速
产品研发和商业化。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宣鸿对 x-lab 寄予厚
望：“希望清华 x-lab 能够打通小环境与大环境
之间的能量交换，通过小环境的营造使区域创新
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带动社会形成创新创业氛
围。”

“ 动 活 ”起 来 的 创 业 梦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版编辑 魏永刚 梁剑箫

图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