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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激发活力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韩秉志

在北京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北京微芯区块

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是一颗明星。这家新型研

发机构瞄准区块链、开放架构芯片等前沿领域

的底层关键技术，以建设世界一流的区块链和

芯片核心技术研发平台为目标，不断用硬核的

技术创新，刷新人们对“长安链”的认知，占

据国际区块链与隐私计算创新制高点。

北京很多超市卖场内，用手机扫一扫冷链

食品旁边的二维码，食品来源、检验检疫、核

酸检测及消毒证明等信息一目了然。这个让消

费者安心的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北京

冷链”，应用的正是长安链隐私计算平台的技

术。2021 年 1 月份，微芯研究院正式发布国内

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

链”。“北京冷链”以长安链构建底层网络，在

保护供应链隐私信息的同时，精准管理百万吨

冷链食品，服务超 30 万从业人员，大幅提升监

管穿透能力，支撑迅速处置疫情风险。

目前，长安链已在国家各领域 300 余个场

景落地应用。近 1 年来，长安链协作网络日渐

成熟，已接入政务、金融、医疗、通信、能

源 、 工 业 互 联 网 、 信 用 、 智 能 制 造 等 关 键

领域。

应用成果不断涌现的背后，是高端人才的

集聚。成立 3 年来，微芯研究院已拥有 200 多名

来自世界顶尖大学基础科学、信息技术及交叉

学科领域的全职研发人员。

这家研究机构能迅速崛起的奥秘，是其作

为“创新特区”的体制机制优势。“我们的研

究人员在研发课题、人才引进、成果项目申报

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自主权。”研究院市场与

宣传部主任张航告诉记者，新型研发机构让科

研人员既可以看着自己研发出来的产品很快走

向应用，又可以心无旁骛地开展前瞻性研究，

无需被利润导向考核指标所束缚。

研究院解决方案部主任黄瑾对此深有体

会。她说，相比之下，高校研究成果产业化进

程较慢，企业研究院则更追求利润，没有太多

时间投入基础性研究。为了让研发成果能实际

应用，她选择来到微芯研究院。“希望我们的

核心技术能做到国际领先，尽快实现大规模应

用，真正打通产学研用链条。”

“研究院鼓励大胆创新，不计成败。同

时，为研究人员匹配有竞争力的薪酬，最

大限度调动研发积极性。科学家可以按

照自己的研究规划去组建团队，按照

科 研 规 律 去 衡 量 科 研 进 展 。” 张

航说。

北京加快转型提升发展质量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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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聪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10 次考察北京，18 次对北京

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

题，为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两区”建设、

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创造新需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打出

“五子”联动组合拳，形成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叠加

效应。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

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

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一项项新的历

史性成就，见证了一个大国首都、一座超大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型。

“腾笼换鸟”促增量

明亮的服务大厅、宽敞的图书馆、精心设

计的党群中心⋯⋯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地

区的福成商贸市场，过去主要从事服装批发业

态，如今已变身为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区级

图书馆，成为集党群服务、政务服务、文化服

务、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城市空间。在去年

年底全面完成疏解任务后，大红门地区加速转

型升级，进入高标准高起点建设首都商务新区

的新阶段。

大红门地区的改变，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一

个缩影。唯有持续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疏

解与提升”的辩证关系，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这个“牛鼻子”，才能从本质上实现首都功能

发展。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

率全国之先，主动“瘦身健体”，开启由“聚集资源

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减量发展之路。

自 2014 年发布全国第一个为治理“大城市病”制

定的产业目录以来，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

业务已累计近 2.4 万件。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穆鹏说，禁限

目录在严守功能底线的同时，为构建高精尖经济

结构打开更大空间，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

精尖产业的新设市场主体持续增加，占比由 2013

年的 40%提升至 2021 年的 62%。

非首都功能谋减量，高质量发展聚增量。在

北京市西直门外南路，昔日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完

成疏解闭市，腾退的 30 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成为代

表北京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首都经济发展新增

长极的“金科新区”。按照规划，到 2025 年，这里

将成为全国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示范高地；到

2035 年，将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制度标准策源地与

创新人才首选地。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累计退出

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近 3000 家，疏解提升区域性

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 个，拆

除违法建设超 3 亿平方米，

加 快 补 齐 便 民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提 升 便 民

商 业 网 点 7000

余 个 ，为 优

化 提 升 首 都 功

能、发展高精尖产

业 腾 出 更 多 宝 贵

空间。

“两区”释放新活力

在北京中德产业园南区中德大厦

内的“未来工厂”车间，记者近距离感受到工

业 4.0 场景的魅力所在：当系统发出指令后，小巧

的搬运机器人便自动跑到智能工站下方，将其

“驶”出生产线，再将旁边的智能工站平移进来，

组合成新生产线。借助“两区”建设契机，北京中

德产业园已累计落地项目 34 个。

2020 年 9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宣布，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

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此，北京“两区”建设扬帆起航，搭建起首都全

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资金跨境流动更

顺畅，产业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乘着“两区”

建设的东风，北京推出上百项首创性或突破性政

策，落地 110 多个标志性项目和功能性平台，形成

了 10 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最佳实践案例，实现

“两区”建设良好开局。

在北京 CBD 招商服务中心，醒目的大屏上显

示着各国关税信息。选择相应国家和商品后点

击查询，RCEP 协定税率、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

等不同类型税率便出现在屏幕上。看似简单的

操作，却为外贸企业节约了不少成本。作为北京

首家集政务服务和招商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服

务项目，北京 CBD 招商服务中心一方面为“走出

去”的企业拓展海外合作渠道，另一方面为“走进

来”的企业提供“一对一”服务支持。“两区”建设

启动以来，北京 CBD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

提升，2021 年全市新认定的 15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中，有 8 家落户 CBD。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

区已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

发展态势。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逢介绍，

运河商务区已有注册企业 1.66

万 家 ，注 册 资 本 金 达 4013

亿元。金融企业数量

较前两年翻了两

番，产业结构从

以 地 产 开 发

为 主 逐 渐 转 变 为 以 总 部 经 济 和 金 融 业 为

主。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领先的城市商务

新枢纽”。

从压茬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到加快建设北京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全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

“北京标杆”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北京立足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

有数据为证：2021 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达到 1.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占全市 GDP

比重 40.4%。其中，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企业全年营业收入达到 2.2 万亿元，继 2018 年突

破万亿元规模后，仅用 3 年时间就实现翻番，产业

规模居各省区市之首。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提供海

量数据，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在全国率先实现

新型数据交易模式实践落地，高级别自动驾驶示

范区 3.0 建设开展，长安链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

和产业培育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

城市生活更幸福

时值夏季，正是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最美

的季节。胡同里，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外绿

树繁茂，街坊邻居在树荫下聊着家常，小孩子在

家门口肆意玩耍。门院墙壁上，一副“锦绣河山

遍地画，幸福生活满园诗”的对联，道出了胡同居

民如今的生活写照。

文华胡同是北京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的

代表之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整治处副处

长陈志娟介绍，过去 5 年，通过连续集中整顿治

理，北京已有 3958 条背街小巷环境面貌得到整体

改善，涌现出雨儿胡同、文华胡同、熊家胡同、三

里屯西街、五塔寺路等一批具有首都风范、古都

风韵、时代风貌的文明街巷和最美街巷。2021 年

的民意调查显示，北京市民对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总体满意度达到 95.6%。

闲置车棚变身复合空间、老旧小区生出口袋

公园⋯⋯在高质量发展中，北京不断推进城市有

机更新，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量空间资

源，建成开放崇雍大街、白塔寺宫门口东西岔胡

同、八角街道腾退空间等一批设计精巧、特点纷

呈、群众满意的试点项目，大幅提升了城市风貌

和生活品质。

以“减法”换来高质量发展的“加法”，彰显首

都城市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公共服务布局更加

优质均衡，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率提高到 98%；

2021 年北京 PM2.5 年平均浓度降至 33 微克/立方

米，首次实现 6 项空气质量指标全部达标，较 2013

年下降 63.1%；“十三五”时期，2000 万平方米老旧

小区得到综合整治，渐进式城市更新百花齐放，

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更加亮丽。

围绕实现“都”的功能来布局推进“城”的发

展，以“城”的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保障“都”的功

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的北京，正以更加积极创

新的姿态面向未来，持续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迈

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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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国家速滑馆建设者与家属在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外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② 俯瞰北京市玉渊潭公园，碧水蓝

天，风光秀美。 樊甲山摄（中经视觉）

图③ 北京 CBD 建筑群。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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