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后看成果——

科技尖兵锋芒渐露
本报记者 沈 慧 实习生 戴幼卿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首都北京
的新定位。数字化制造、移动通信、生
物医药，这是前沿科技的“重头戏”。

2014 年 4 月，《北京技术创新行动
计划 （2014-2017 年）》 正式印发，聚
焦移动通信等重大专项。如今两年多时
间过去，北京这一全国科技创新尖兵技
术创新成果如何，未来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亮点？请看 《经济日报》 记者发回的
报道。

数字化制造：从模仿到超越

14 岁的明浩和同学踢足球，一个头
部顶球动作后发觉脖子有些疼，起初以
为是睡落枕了，不料 1 个多月过去全身
开始麻木。后经穿刺活检，确诊为尤文
氏肉瘤，癌变部位位于枢椎，随时可能
出现不可逆的脊髓损伤，导致完全瘫
痪、呼吸骤停，病情非常凶险。

作为罕见的脊柱原发恶性肿瘤，尤
文氏肉瘤治疗的关键是切除肿瘤。然
而，明浩要通过手术切除的枢椎被称为
手术禁区，临床上不仅施行手术难度很
大，而且切除病变椎体后的骨缺损需要
修复，常规假体无论是规格、形状以及
力学支持都不能满足个性化的要求，术
后易出现椎体塌陷等情况，治疗效果不
佳。此外，我国骨科植入式医疗器械市
场长期为国际巨头垄断，国内厂家一直
处于模仿跟随阶段，只能生产低端产品。

在北京市科委支持下，由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骨科教授刘忠军牵头的产学研
团队 2009 年开始利用 3D 打印技术研制
生产脊柱和关节个性化、规模化植入
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计算和研
究，刘忠军团队为明浩设计了一个孔隙
金属枢椎，用以取代被肿瘤侵蚀的椎
体，通过颈椎后路和前路两次手术，为
明浩换上了首例应用 3D 打印技术人工定
制的枢椎椎体。

“迄今在个性化植入假体方面，项目
组完成了 6 例同类病例，均获得成功。”
刘忠军介绍，现在项目组已完成 3 项 3D
打印骨科植入物的临床研究，其中 3D 打
印髋关节假体和椎体假体已通过食药监
总局评审，获得注册。

类似的技术突破在数字化制造领域
还有很多。在北京科委支持下，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单位历经 20 余年的努力，
率先研发出迄今世界上成形能力最大的
激光增材制造成套装备，在我国大型飞
机、新型战机等重点装备研制生产中应
用；航空 625 所打破国外对电子束熔丝
技术的封锁，成功研发出国内最大的电
子束熔丝成形设备，满足航空及民用飞
机大型复杂框类结构加工需求；北京康
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优友
机器人，在深度语音交互、人脸情绪识
别等方面应对自如，可以运用到语言教
育、导览、导购、迎宾等场合⋯⋯

“北京拥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智力
资源，北京数字化制造技术创新及产业
培育专项的设立，充分体现了 《北京技

术创新行动计划》 的创新导向原则。”北
京市科委副主任张继红透露，到 2017
年，北京数字化制造产业产值有望超过
230 亿 元 ， 真 正 形 成 “ 北 京 创 造 ” 品
牌，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提供重要支撑。

移动通信：4G 并肩 5G 可期

线上下单买张电影票，通过打车软
件叫辆车到电影院，看完电影再搜索附
近的美食饱餐一顿。如今，得益于移动
通信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工作生活方便
许多，移动通信产业自身亦获得跨越式
发展。

以北京为例。据统计，2014 年北京
市的国产品牌手机产量是 8000 万部，
2015 年 达 到 9000 万 部 ， 同 比 增 长
12%，预计 2016 年产量将突破 1 亿部大
关。这些手机 90%由北京自主设计、研
发，以委托加工的模式由境外企业生产。

在移动通信技术与标准上，北京同
样不甘落后。“北京移动通信技术正逐渐
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者转变。”张继红
说，2G、3G 时代，我国处于跟跑的地
位；4G 时代，由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等北京单位主导的 TD-LTE 标准已
成为世界两大主流 4G 标准之一；5G 时
代，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等北京科研单位
正积极参与并主导 5G 国际标准制定，并
在 5G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重要成果。

大唐便是一个代表。“2011 年，大
唐启动了 5G 技术预研，今年 5 月份已完
成第一轮 5G 实验网的测试。”大唐副总
裁孙晓南介绍，大唐发布的大规模天线
峰值速率超过 4Gbps （千兆比特每秒），
目前排名全球第一。在这样的传输速率
下，一部高清电影的传输将低于 10 秒。
未来 3个月内，传输速率可达到 6Gbps。

或许有人疑惑，现在的 4G 已基本满
足普通用户日常需要，发力 5G 研究是否

为时过早？“现有 4G 网络虽比 3G 快了许
多，但仍无法满足虚拟现实 （VR）、远
程外科手术等对高网速、低时延的网络
需求，5G 则是针对这些需求发展起来的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孙晓南解释。

在孙晓南看来，5G 时代，不管在密
集的住宅区、办公区，还是在地铁、高
铁和高速路上，人们仍可以观看超高清
视频、玩大型在线游戏、体验 360°实
景全画面的虚拟现实，并且一路畅通，
掉线、卡顿、延时和拿着手机到处找信
号的烦恼将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
5G 还将与工业设施、医疗仪器、交通工
具等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孙
晓南称。

张继红表示，“十三五”期间，北京
将继续围绕“技术突破与标准研发”“芯
片、终端与系统设备研发与产业化”“移
动通信与互联网应用服务”三大任务，
加速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各行各业的
广泛融合，形成全球领先的移动通信与
互联网领域技术群与产品群，力争在全
球信息技术创新网络抢占核心枢纽位置。

生物医药：“中国造”造福患者

一只手经常抖动，遇到生人或激动
时抖得更厉害。这种不受控制的颤抖给
帕金森患者的行动带来了诸多不便，也
让他们看起来有些“滑稽”。

治疗方案并非没有，然而多年前就
出现的脑起搏器由美国垄断，每名接受
双侧植入手术的患者需支付 25 万至 35
万元购买器材，高昂的费用让大多数患
者望而却步。

在北京科委的支持下，北京品驰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从技术探
索、临床验证到产业化完成了脑起搏器
的全链条研发，并于 2013 年 5 月获得产
品注册证。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

二个有能力研发、生产和应用脑起搏器
的国家。

截至今年 6 月，品驰已获得全系列
脑起搏器的产品注册证，其生产的脑起
搏器已进入全国 110 家三甲医院和神经
专科医院，完成了 4100 余例植入手术，
平均为每名患者节约支出 10 万元。“与
进口产品相比，品驰脑起搏器不仅价格
低三分之一左右，在电性能、电池容
量、使用寿命、体积、重量等方面也优
于进口产品，具有相当高的性价比。上
市 3 年，在国内植入量占比已经超过
50%。”品驰有关负责人表示。

品驰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北京科委
重大专项支持下，爱博诺德 （北京） 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用于治疗白内障
的国内首款非球面可折叠人工晶状体

“普诺明”，填补了我国软式人工晶体技
术和市场的空白，使用“普诺明”人工
晶体每例手术可为患者节约 1000 元至
1200 元；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北京积水潭医院等组成项目研
发团队，克服难题，获得了我国第一个
医疗手术机器人产品注册许可证，在骨
科手术机器人领域打破国际垄断⋯⋯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郑焕敏告诉记
者，“十一五”末，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仅有不到 400 亿元。随着

“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的实施，到“十二五”末，已经达到
1300 亿元左右，年均增速 16%，成为北
京新增的千亿元级产业。

“北京生物医疗产业已形成了四轮驱
动的发展格局，化学制药、中药制药、
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实现营业收入和利
润均占医药制造业的 93%。”郑焕敏表
示，“十三五”期间，北京仍将以“生物
医药产业跨越发展”专项为载体，结合
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和前沿热
点，从完善技术服务平台等方面提出重
点工作，聚焦并布局生物医药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精尖发展。

创造国内通讯企业云计算领域最大一笔 C 轮融资——

容联突破资本“寒冬”跨越“生死劫”
本报记者 艾 芳

在投资机构都“捂紧钱袋子”之
时，国内最大的企业通讯云服务商容联
云通讯 （以下简称“容联”） 日前宣布
完成 7000万美元的 C轮融资。

C 轮 融 资 是 一 个 公 司 的 命 运 转 折
点，国内一些颇有名气的企业级服务平
台跨过 C 轮的并不多。容联拿到 7000 万
美元的 C 轮融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级
服务领域的一大亮点。容联融资的数量
级创造了企业通讯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
一笔融资，也是国内云计算领域最大的
一笔 C轮融资。容联究竟有何优势？

容联是国内企业通讯云服务的开创
者，主要提供移动互联网领域融合通讯
产品开发和服务。通讯云，又叫通讯领
域的云服务，是云计算概念的一个分
支，最大的应用场景是企业通讯，其最
常规的模式是搭建一个 PaaS 或 SaaS 平
台。PaaS 平台是在云计算基础上，向企
业提供语音、视频、短信、呼叫中心等
服务，需要开发者进行二次开发，SaaS
平 台 则 “ 开 箱 即 用 ”， 无 需 进 行 二 次
开发。

作为云计算的一种新的应用形态，
云通讯随着移动智能终端普及、移动互
联网的广泛应用，正在颠覆传统运营商
的企业通讯服务形态。从市场来看，移
动互联网的到来，以及互联网在 To C
用户端所撬动起来的创新消费模式，正
反过来倒逼 To B 的企业来重新构建自
身的业务模式。从微观层面来看，通讯
不仅是未来新商业的基础设施，还会决
定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相比于运营商直接给企业用户提供
的通讯平台，容联的优势在于通过云计
算改变了通讯的连接方式和交付模式，
实现了通讯网与互联网、通讯服务与企
业协同的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

本，提高沟通效率。
容联创始人兼 CEO 孙昌勋表示，容

联定位于让通讯服务成为互联网的基础
能力，通过整合运营商的网络资源和通
信 资 源 ， 将 专 业 通 讯 能 力 打 包 成 API

（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与 SDK （软件开
发包），为企业和开发者提供通话、短
信、视频、呼叫中心、流量等通讯服务
和不同场景下的行业通讯解决方案。“我
们希望能推动中国通讯产业的变革、升
级，实现企业通讯互联网化、云计算
化、能力化和融合化。”孙昌勋说。

据了解，自 2013 年上线以来，容联
平台已累计拥有超过 20 万名开发者和 5
万家企业客户，服务的客户包括腾讯、

阿里巴巴、京东、百度、360、小米等
企业，覆盖 O2O、旅游、物流、房产、
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政企、企业 IT
系统等众多行业。2013 年，容联获得
400万美元 A 轮融资，2015年获得 1500
万美元 B轮融资。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表
示，容联团队洞察并满足了企业客户，
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对通讯服务“更便
捷、更高效、更高性价比”的需求，以
平台为核心，从分享通讯资源到分享通
讯技术再到分享企业级入口，开创了国
内企业通讯云服务，我们看好容联成为
中国企业级市场最优质的“独角兽”。

“未来容联要做企业级共享经济的探
索者和引领者，实现从资源共享、技术
共享到入口共享的进化，推动闲置通讯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云服务模式，提
供通讯能力接入，降低通讯能力的技术
门槛。”孙昌勋表示，容联将会持续打磨
云通讯平台，并进行业务延伸，布局企
业通讯生态圈，同时也将开始着眼海外
市场。

中交路桥建设公司创新技术和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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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阳至黔西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两地行车时间从
2 小时缩短至 50 分钟，将带
动乌江源百里画廊东风湖、织
金洞、百里杜鹃等国家级旅游
风景区的经济发展，为沿线各
县乡农产品的运输提供便捷的
交通环境。

在贵黔高速公路上，鸭池
河特大桥像一道彩虹，凌空飞
架在蜿蜒的鸭池河谷两岸。鸭
池河特大桥是贵黔高速公路全
线控制性工程，采用双塔双索
面 斜 拉 桥 设 计 ， 大 桥 全 长
1450 米，主跨 800 米，东塔
高 243.2 米 ， 西 塔 高 258.2
米，河面与桥面垂直距离达到
380 米，是目前建成的世界跨
径最大的钢桁梁斜拉桥。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贵
黔公司总经理姚进介绍，鸭池
河特大桥是典型的山区大跨径
桥梁，建设主要面临来自 3 个
方面的挑战。大桥地处乌蒙山
区，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年
平均天数达到 208 天，严重影
响生产效率；桥址处于深切峡
谷中，瞬时风力可达 11 级，
且场地极为狭窄，给钢桁梁拼
装等施工组织带来极大的挑
战；钢桁梁采用大节段、长悬
臂拼装，最大拼装长度 400
米，轴线标高偏差精度控制在
10 毫米以内，施工控制难度极大。然而，这样一座高
难度的世界级桥梁，中交路建从开建到合龙，仅用了
33个月。

贵黔高速公路项目经理庄值政将这一速度归功于中
交路建多年来在国内外特大型桥梁建设上的技术积累和
不断创新。在桥梁建筑界最具技术含量和施工难度的跨
海大桥、悬索桥、斜拉桥、大型钢管拱桥、大跨径刚构
桥等领域，中交路建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23 项关键施工技术获得 36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38 项科技成果通过省部级科技鉴定，拥有
国家级工法 9 项、国家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95项。

为确保鸭池河特大桥建成优质工程，中交路建团队
全力开展科技攻关，在“索塔节段钢筋整体吊装施工技
术”“冬季高塔蒸养成套技术”“350 吨大跨径缆索吊工
程应用技术”“钢桁梁组装与整体吊装联合施工技术”

“连体挂篮悬臂与落地大钢管支架施工工艺”5 个方面
取得突破，实现重大创新，确保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姚进告诉记者，在建设贵黔高速公路过程中，中交
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BOT （建设—经营—转让） +
EPC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模式投资建设，在
科技创新、环境保护、降本增效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社
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独特优势。同时，中交路建
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全面助推 PPP 项目提质增效，公
司科技投入增长与生产业绩同步，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23%，为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在投资圈里，C轮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生死劫”，也是一个创业
企业的分水岭，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降温时，90%的企业会倒在C轮这
道坎上。容联云通讯瞄准客户需求，开创了国内企业通讯云服务，
努力推动企业通讯实现互联网化、云计算化、能力化和融合化，获
得资本青睐，顺利完成C轮融资。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从科技部获悉：最新发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15》 对监测指标进行了
较大范围的扩充。区域创新能力监测的目标将逐步涉及
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各个方面，不断纳入新的指
标和新的数据来源，以发挥集成反映创新能力的作用。

此次扩充的指标增加了大量与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有关的人力资源、创新中介服务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的数据；增加了与“互联网+”有关的信息传输和互联
网水平有关的数据；将监测数据进一步细化，比如把专
利的数据细化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
利，把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细化为技术引
进、消化吸收、购买国内技术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增
加了反映“绿色”理念的环境监测数据。

据介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每年由科
技部正式出版，已连续发布 2 年。《报告》 根据各地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充分借鉴现有的国内外
研究成果，深入分析我国各地区科技创新工作实际，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创新环境、创新资
源、企业创新、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 5 个子系统的监测
指标体系，共 124 个监测指标，为各级政府部门、研究
机构和社会公众打造来源可靠、分类科学、使用便捷的
数据平台。

图① 正在商场导购的康力优蓝优友机器人。

图② 刘忠军团队研发的 3D 打印椎体假体。

图③ 品驰研发的国产脑起搏器。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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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指标扩充

太钢打造产学研用平台

山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坚持科技创新，通过

打造“产学研用”创新平台，开发出一批高技术、高难度、

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轮轴、跨海大桥等重

大工程和高科技领域。科技创新成为太钢集团赢取市

场、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2016 年上半年，在钢产

量同比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太钢集团实现了扭亏为盈。

图为太钢集团冷轧厂的工人在操作生产设备。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