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形成协同创新共同

体。强化协同创新支撑，以中

关村和共建园区为依托，推动

建设跨省市科技创新平台，支

持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产学研

结合的科技创新链条，构建分

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完

善区域创新体系，联合组建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完善信

息共享、标准统一的技术交易

服务体系，推进一体化的技术

市场建设。加强科技人才和

科技管理人才的联合培养，搭

建人才信息共享平台，健全跨

区域人才流动机制。

——摘自 2015 年北

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5 年，北京通过建设中关村示范区

和京津冀协同创新这两个重要载体，推动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关村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更是

制度创新的先行者。北京先行先试、大胆

探索，以改革政府职能为切入点，简政放

权，努力营造“资本为智力打工”的良好氛

围。同时，北京在人才服务、海关管理、商

事制度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新举措，一

批便捷、高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试点政策

先后落地，吸引国际化人才的步伐明显加

快。如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自身创业

成功并持续支持他人创业的企业家精神，

已成为中关村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关村也

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靓丽品牌。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既为北京的科技

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北

京率先制定了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的工作方案，完善政策互动、资源共享和市

场开放等机制，实施“高端产业培育”“传统

产业提升”“生态安全”和“服务民生”等工

程，并主动布局重大项目和产业发展方

向。目前，北京的创新发展已呈现四大“圈

层”：“核心圈”是北京，从海淀区的中关村

辐射到相关区县，形成未来科技城、中关村

科学城、怀柔科技城、亦庄开发区等多个创

新高地；第二层是京津冀区域，打造协同创

新中心；第三层是以全国区域发展战略为

重点，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第四层是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施展拳脚，为全球的开放创

新贡献力量。

从“科技北京”到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从中关村的先行先试到打造京津冀协

同创新共同体，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

北京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科技创新迈出新步伐
张 鑫

北京市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担当
起“科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
创新创业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和生态
建设示范城”等五种责任，努力把北京建
成全国创新创业环境最优、活力最足、成
果最多、辐射带动最强的科技创新高地。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4 年,北京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 （R&D） 经费支出 1286.6 亿元，相当于
地区生产总值的 6.03%，位列全国第一。

2.发明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

2015 年,北京市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
权量分别为 8.89 万件和 3.53 万件，同比增
长 13.8%和 51.9%，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过 60件，居全国首位。

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

增加值比重为 21.3%。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京津冀三地共同开展“区域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支撑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获
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

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统
筹资金支持项目 87 个，支持金额 95.47 亿
元，64%的资金以基金、股权投资、资本
金注入等方式投入。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扎实推进，国家蛋白质科学基础设施北
京基地 （凤凰工程） 建设进展顺利。中科
院北京怀柔科教产业园建设有序开展，科
研与转化基地初步形成聚集效应。与解放
军总后卫生部签署医学科技创新战略合作
协议，联合推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人
才培养。与总装备部联合开展军民融合国
防知识产权转化应用试点。国家级科技创
新基地超过 300 家，占全国的近三分之
一，市级科技创新基地 1400 余家。“首都

科技条件平台”实现服务合同额 21亿元。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深入落实中关村人才特区 13项特殊政

策，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持续推
进高端领军人才教授级高工职称评价试
点，新增 76 名、累计 256 名高端领军人才
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北京地区累计
入选“千人计划”1103 人、“海聚工程”
612 人 、“ 科 技 北 京 领 军 人 才 ” 150 人 、

“北京市科技新星”2040人。
4、政策保障
构建“1+N”创新政策体系。“1”，

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实施 《关于进一步创新
体制机制 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意见》，以探索放开科技成果管理权限为
突破口，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高精
尖”经济结构等 8 个方面，提出了 20 条重
大改革举措。“N”，是在高等学校、科研
机构、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知识产
权、工商、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出台的配
套政策，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
域改革协同推进。

北京市发布实施了“京校十条”“京
科九条”，制定实施细则，促进高等学
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协同创新。
同时，发布实施 《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条例》《北京市专利保护与促进条例》
和 《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
见》 等 ， 进 一 步 完 善 激 励 创 新 的 政 策
环境。

北京还发布实施 《北京技术创新行动
计划 （2014—2017 年）》，发挥技术创新
对“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关键支撑作用，
启动实施两类共 12个重大专项。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科技支撑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建设深入推

进。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形成了
以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种业创新为特点
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
种业科技成果托管机制，6000 余项种业
科技成果在托管平台登记、展示并推介。
2014 年世界种子大会成功签约近 1500 万
美元，“北京种业交易中心”启动建设，

发布 《国际种子联盟 2014 年世界种子大
会北京宣言》。世界葡萄大会成为北京展
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成就、推介打造本地
葡萄品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

聚焦种业创新、食品安全等领域的重
大需求，深入推进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
城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四化”
同步发展。

2、民生科技领域
深入实施“首都蓝天行动”，加快完

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体系，推动
重点污染源排放控制新技术新产品示范应
用。支持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探索节能环保设施服务运营新
模式，培育节能减排服务业态。

加大垃圾污水治理的科技支撑力度，
开展污染场地修复和地下水治理领域重金
属修复、气相抽提、人工荒漠藻等新技术
探索。并推动首都水环境治理产业联盟建
设，围绕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再生水利
用 和 水 环 境 治 理 等 方 面 开 展 联 合 技 术
攻关。

支持开发燃气场站等城市生命线监
控、风险处置、防护装备，推动地铁、商
场等人员密集区域的监测、预警及辅助决
策技术集成和示范。促进超低能耗建筑技
术研究、示范及标准制订。

支持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基因治疗等
前沿领域集中攻关，加强首都临床特色学
科创新研究，突破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
的创新性诊疗技术与方法。深化中西医临
床诊疗规范研究，提升临床诊疗水平。

此外,北京市拥有科技孵化机构 150
余家，其中国家级机构 50 家，在孵企业
超过 9000 家。创业活动空前活跃，中关
村新创办科技型企业超过 1.3 万家，形成
了“90 后创业者”“创业系”“连续创业
者”“海外创业者”为代表的创业群体。

3、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 ， 北 京 市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3452.6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16.3%，占
全国的比重达 35.1%，其中 80%输出到国
内其他省区市和国外，覆盖全国全部地级
以上城市。

（以上数据由北京市科委提供）

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形成

“只有真正给患者创造新的诊疗价值的技术，才是值得

大力推广和应用的医学技术。”

在基因芯片研究、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基因截取技术开发方面，伍建不断取得创新
成果。他开发出三种不同的基因测序方法，其中一种正在由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商业化推
进；他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截取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他在癌症的发病
机制和遗传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获得四项与癌症诊断和治疗相关的专
利。伍建被评为“北京市海聚人才”“北京市特聘专家”，获得“北京市科技新星”“国家科技
部创新创业人才”等资助。

伍 建

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志强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核技术研究所所长

陈志强主要研究方向为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在陈志强及其管理团队的努力下，同
方威视已成为全球大型货物安检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近 3 年，同方威视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同方威视的近 1000套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设备和万余
套小型安检设备已遍布国内 30 多个省区市以及澳大利亚、英国、挪威、韩国等 1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陈志强作为学术带头人之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在辐射成像领
域共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申请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 600余项。

“技术创新要坚持‘顶天立地’，要把‘顶天’的学

术探索与‘立地’的转化应用密切结合，创造实实在在

的效益。”

□ 2015 年 1 月，北京在国内率先建
成 5公里半径公共充电网络。

□ 2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暨 2015年科技工作会议召开。

□ 3 月，国内首辆 18 米长纯电动公
交车正式开始载客。

□ 4 月 ，中 英 技 术 转 移 创 新 联 盟
（SUTIA）成立。

□ 5月，北京众创空间联盟成立。
□ 6 月，北京发布《关于加快首都科

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 9 月，北京发布《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关于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的工作方案（2015—2017年）》。

□ 9 月，北京发布《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脑科学研究”专项实施方案》。

□ 10 月，北京发布《北京市关于大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

□ 12 月，北京启动建设全球首个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图② 国内最大规模的临床样本资源库——北

京生物银行能够实现样本采集、流转、冻存可追溯等

功能，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药物研发与评

价、重大疾病诊疗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提供大量、高

质量的原始性基础资源。图为北京生物银行肿瘤疾

病样本库。

图③ 2015 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进行的优秀

设计作品展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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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北京创

业公社打造全新模

式众创空间，为创

业者和企业提供全

方位服务。图为创

业公社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