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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研发的胆子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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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秀水半城山”，九省通衢的

武汉凭借绝佳的自然禀赋，雄厚的工

业、科教基础以及“复兴大武汉”的雄

心壮志，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各

环节，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期，努力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

以创新打造世界亮点城市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陈一新

易瓦特是一家

涵盖研发、生产、检

测、维修、销售、培

训、飞行服务、通信

指挥等工业级无人

机产业链的科技创

新企业。7年前，正

是看中武汉雄厚的

科教和研发基础，

我从英国归来创业。我预测未来的航空产业将以

无人机为主，决心加入这场航空业的“工业革命”。

对创业者来说，风口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

座城市对创新创业的鼓励与支持。在公司发展的

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享受到了好的扶持政策，科

技、税务等职能部门也总是第一时间送来“温暖”。

2014年末，易瓦特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足，

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资产，贷款处处受限。这时，

武汉国税的“纳税信用贷”服务帮公司争取到300

万元信用贷款。靠着这笔贷款，次年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了一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税收减免力度不断加

大，企业获得感越来越强。今年，武汉国税还送来

“大礼包”—2017年度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提高到75%。有了这么好的政策鼓励，我们

投入研发的胆子更大、信心更足了。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叶 翩整理）

今年以来，武汉市坚持以习近平同志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提出的“建成支点、走在前

列”和“四个着力”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武汉发

展各领域各环节，以改革思路和创新举措，加快建

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

武汉探索“大学+”发展新模式，再创人口红

利。通过创造“大学+”发展新模式，走出“人才引

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子。武汉有89所高

校，在校大学生最多时近130万；科研院所95家，

两院院士63名。立足科教人才优势，武汉大力实

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确保5年留下

100万大学毕业生，发展“菁英经济”；实施百万校

友资智回汉工程，发展“校友经济”；实施高校科研

成果转化对接工程，发展“院士经济”；实施海外科

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发展“海归经济”。

武汉探索“大湖+”发展新模式，共抓长江大

保护。武汉有166个湖泊，水体占市域面积26%，

水优势是武汉决胜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武汉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水”为倒逼

机制，实施水岸同治，护一城净水、绘两江画廊、显

三镇灵秀，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积极探索“大

湖+”发展新模式，开展“大湖+”环境保护、“大

湖+”产业创新、“大湖+”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

试点，吸引全球高效产业、高端人才、顶级企业在

汉集聚。推进东湖城市生态绿心建设，打造世界城

中湖典范，年内东湖绿道将建成98公里。

武汉探索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开辟创业创

新创富新路。针对武汉国有经济这条腿长、民营经

济这条腿短的现状，提出要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

制定出台突破性政策举措，以新“四军”（新近毕业

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所技术人员、职业经理

人）和“三名”（名家名企名品）为主体力量，以“四

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

主攻方向，努力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

展望未来，武汉将建设历史之城、当代之

城、未来之城，努力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亮

点城市。以长江为城市空间主轴，打造“长江文

明之心”，形成历史文化继承与创新集聚区；以

优化建设长江主轴为抓手，推进交通轴、经济

轴、文化轴、生态轴、景观轴“五轴一体”建

设，打造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规划建设

长江新城（新区），打造创新名城、生态绿城、

现代智城、国际友城、创富大城，真正成为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典范新城。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张之洞督
鄂期间，修建京汉铁路，创办汉阳铁厂，开启我国
近代工业之先河；新中国成立时，武汉与上海、天
津并称为中国三大工业基地……坐拥长江、汉水
交汇之便的武汉，自1861年汉口开埠登上历史舞
台后，便一直以敢为人先的雄姿勇立发展潮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挟中部崛起之势，怀
中心城市之志，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深化
改革、转变作风、招才引智、转换动能，阔步迈向
“长江时代”。

优化环境 夯实根基

今天，40多项国家战略与改革试点在武汉叠
加：长江经济带、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湖北自
由贸易区武汉片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围绕中央要求和国家部署，武汉市明确提
出：在长江流域，武汉要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脊梁；
在中部地区，武汉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
在全国，武汉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全球，武汉
要成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亮点城市。

成“脊梁”，做“支点”，自身的发展壮大是第
一要务，武汉剑指“新衙门作风”，向营商环境要
生产力。从群众、企业办事难入手，今年3月份，
武汉开始启动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的“三办”改革试点。7月份，公布全市首批
9653项审批服务“三办”事项清单。
“三办”改革推行以来，事项办理平均时间由

原来的20.4天缩短为现在的9.8天。今年底，武
汉还将力争实现网上全程办理事项达到40%，实
现让企业、群众“最多跑一次”，让更多的事项办
理“一次都不跑”。

营商环境的明显提升，带来了投资和市场主
体的井喷。今年以来，全市招商引资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355个，是去年全年的1.6倍。上半年，全市
市场主体总量100.99万户，同比增长9.87%；新增
市场主体8.39万户，同比增长25.98%。

创新创业 激情迸发

经过反复权衡，斗鱼CEO张文明决定把放
在广州的“户口”迁回武汉。这位毕业于武汉理
工大学的年轻人说，在武汉创业，心里更踏实。

回归两年，斗鱼以超过100亿元的估值，成
为武汉首家“独角兽”企业。在“独角兽”们的支
持下，武汉异军突起，成为比肩北京、杭州、深圳
的互联网创新“第四城”。

过去5年，武汉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出“城市
合伙人”计划、“青桐”计划等。在东湖高新区，天
天有咖啡、周周有路演、月月“青桐汇”。创新与

创业，激活了武汉的城市基因。
在东湖高新区，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61

家，科技型企业占比超八成；平均每天新增专利近
44件，还主导制定了一批国际标准；平均每天15
名硕士以上人才落户。如今的武汉，已然成为一
处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沃土。

看准机会，武汉不断抛出橄榄枝。“百万大学
生留汉创新就业”“百万校友资智回汉”“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对接”“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
政府拿出最好的空间、量身定做最好的政
策、提供最优的配套服务，让千军万马迸
发创新创业活力。

深耕沃土 构建未来

过去5年，平均每年武汉就诞生
1个千亿元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烟草、能源
及环保，5大千亿元级产业昂然崛起，
拼绘出武汉新的产业版图。

工业向上的态势，打开城市跳涨空
间。但武汉仍充满危机感：动能转换，产
业接续，下一个着力点在哪里？武汉开出
的“药方”是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为特征的新民营经济。

着眼未来，武汉构建产业迭代体系，设立首
期102亿元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126亿元，以
培育壮大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武汉寄望，5年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1.7万亿元，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

为破除制约新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武汉提
出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
业和领域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有关企业减负的政策措施；依法保护企业物
权、债权、股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

从今年3月份至今，阿里巴巴、华为、腾讯、
小米等一大批中国民营经济界代表企业纷纷现
身武汉，投下真金白银，签下重要项目。

武汉打造新民营经济标杆的努力从未停歇：
率先在全国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三权改革”，研发
团队可获70%至99%的收益；武汉光谷生物城8
年来没有引进一家房地产企业，坚决把发展的基
点放在创新上……今年前9个月，又有66家世界
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落户、增资武汉。

可以预见，武汉新民营经济之火将越烧越旺。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① 光谷未来城夜景。

图②②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图③③ 武汉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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