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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末国家高新区数量将达到 220家左右——

高标准建设科创策源主阵地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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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近日公布《“十四五”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

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发展目标。这些

目标将如何实现？

强化经济引擎功能

“看一个高新区是不是有竞争力、发

展潜力大不大，关键是看能不能把‘高’和

‘新’两篇文章做实做好。”科技部成果转

化与区域创新司副司长吴家喜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围绕做实

做好“高”“新”两篇文章，坚持高标准定

位，进一步擦亮园区品牌，全面提升发展

质量，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规划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吴家

喜解析，《规划》突出“强化创新功能、支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主线，要让

国家高新区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主阵地；突出优化国家高新区和自创

区的发展布局，要“做高位势、做强存量、

做大增量”；要让国家高新区成为创新高

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改革

高地⋯⋯

截至 2020 年底，国家高新区总数达

169 家，其中东部 70 家、中部 44 家、西部

39 家、东北 16 家，建设了 21 家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载体。《规划》提出：“十四五”末，国

家高新区数量达到 220 家左右，实现东部

大部分地级市和中西部重要地级市基本

覆盖。

“无论是从创新投入强度来看，还是

从创新产出、创新主体培育、科技成果转

化以及创新创业活跃度等方面来看，规划

发展目标都体现出‘十四五’期间国家高

新区建设的雄心壮志。”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

所所长玄兆辉说。

玄兆辉分析了《规划》中提出的 11 项

具体发展指标。高新技术企业数从 2020

年的 10.1 万家提升到 2025 年的 30 万家，

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2020 年的 8017.4 亿元

提升到 2025 年的 25000 亿元，当年新注册

企业数从 2020 年的 74.8 万家提升到 2025

年的 150 万家。“这 3 项指标增幅最大，体

现出‘十四五’期间国家高新区将继续强

化 科 技 创 新 的 经 济 引 擎 功 能 。”玄 兆 辉

表示。

实现目标有坚实基础

“十四五”高新区规划目标可以如期

实现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新区在转

变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

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吴家喜表示，“十四五”规划目标

的制定有现实基础。

经济基础稳固，高新区已成为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支撑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2021 年，169 家国家高新

区全年营业收入 47.8 万亿元，是 2012 年

的 2.9 倍 ，以 2.5% 的 建 设 用 地 创 造 了

13.4% 的 GDP；利 润 总 额 4.1 万 亿 元 ，是

2012 年的 2 倍。

科技基础厚实，高新区已成为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科

技力量。2021 年，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

国 84%的国家重点实验室、78%的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是 2012

年的 3.3 倍，占全国 50%；PCT 国际专利申

请量约占全国 50%。承担国家“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的 58 家企

业，三分之二来自高新区。

产业基础良好，高新区已成为培育世

界级产业集群、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目前，国家

高新区建有 128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中

关村的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占全国 17%；武

汉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占全

国 50%；张江高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

占全国 35%。高新区培育和集聚了全国

36.2%的高新技术企业、67.1%的科创板上

市企业、35.9%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还涌现

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人才基础坚实，高新区已成为持续吸

引高水平创新人才、促进高质量创业就业

的 重 要 平 台 。 国 家 高 新 区 汇 聚 了 全 国

三分之二的国家级创业计划的创业人才，

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从 2012 年的

47.2 万人增至 2021 年的 80 万人。汇集了

全 国 一 半 的 孵 化 器、众 创 空 间 ，集 聚 了

2 万余家各类研究院所、企业技术中心、

新型研发机构和博士后工作站等平台。

着力以改革攻破难点

“十四五”国家高新区规划目标中，有

哪些难关需要着力攻破？

“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要求，高新区的支撑作用还

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引领性原创成果突破

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玄

兆辉说，《规划》的“重点任务”章节中，第

一项就是“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这是

任务落实的重点也是难点。“增强科技创

新策源能力”的目标，需要调动政府、学术

机构、企业等各方力量共同实现，通过改

革创新，形成上下协同联动的技术攻关

体制。

“汇聚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任务中强

调支持国家高新区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

把人才自主培养提上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强化区域协同与辐射带动”任务中，支持

园区整合或托管区位相邻、产业互补的各

类工业园区，打造集中连片、协同互补、联

合发展的创新共同体。

《规划》提到“建立动态管理和淘汰机

制”，也广受业内瞩目。“实行有进有出的

动态管理机制，强化优胜劣汰，对整改不

力的园区予以撤销，退出国家高新区序

列。这一条改革力度非常大。”玄兆辉说。

破解落实难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对此，吴家喜充满信心。“国家高新区始终

站在改革潮头，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在深

化管理制度、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外籍人才引进、天

使投资税制、保税监管、权限下放等方面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

以中关村为例，去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

过支持中关村实施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

的“24 条”措施，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

费”等一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科技部将

加强宏观引导和工作部署，指导并推动各

个地方、各个高新区根据各自实际，把《规

划》中的各项任务和行动计划落细落实落

地。”吴家喜说。

最近，北京市推出了“养老不离家”服务模

式：居家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失智老年人，无论养

老助餐还是陪同就医，有任何需求可随时呼叫

养老管家，享受“管家式”养老服务。在居家养

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的当下，专业化精准化的

养老服务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无疑更

受青睐。以北京为例，目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仅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1%。全市 22 万余名

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中，仍有 85%的老人选择

居家养老。究其原因，老人更喜欢熟悉的居家

环境，不仅周边有熟识的邻居好友，晚辈探望也

比较方便。但是，居家养老的老人们也常常遇

到一些困惑，比如，在家庭周边难以享受合适的

普惠性、专业化养老服务等。

创新完善“管家式”养老服务，是以居家老

年人服务需求为导向，尤其是聚焦重度失能失

智老年人的专业化照护刚性需求，为失能老年

人居家养老提供解决方案。北京此次开展试点

工作，也是在努力探索破解大城市养老难题的

“北京模式”，让更多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有保

证的服务”。

生活和生命领域的服务是养老产业的外化

表现，如餐饮、美容美发、沐浴、临终照护、精神照

护等。虽然这些业态目前大多还不成熟，但其

发展趋势已趋于明朗。可以预见，随着老年人

群规模的快速壮大，新的细分市场需求还将井

喷式增长。这就需要政府发挥职能作用作出战

略安排，市场主体及时识别服务需求变动特点并不断更新服务需求清单，

引领新的服务模式，更好满足老龄社会的服务需求。

“管家式”服务模式的出现，有利于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专业化、精准化

的服务。当然，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绝非简单增加服务项目，或者创新一种

服务模式，而是基于应对老龄化社会，构建更高层次的服务产业体系，从

根本上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让更多人享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提升老年人服务专业化水平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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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藏昌都新区，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各入驻

企业抓进度、赶工期，一派

忙碌景象。

记者在中健康桥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新

建成的厂房宽敞明亮，待验

收 完 成 后 便 可 投 入 使 用 。

该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彩云

正在准备享受减税降费、稳

岗补贴等惠企政策的申报

资料。“前几天，管委会组织

我们入驻企业参加了政银

企对接会和政策培训会，相

关部门在会上详细讲解了

昌都市稳经济若干临时性

措施，并进行了现场答疑，

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

最新的助企纾困政策。”陈

彩云说。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稳 住 经 济

大 盘 ，昌 都 新 区 通 过 召 开

政银企对接会和政策培训

会等方式为企业进行政策

辅导、搭建融资桥梁，帮助

企 业 抢 抓 政 策 红 利 、恢 复

信 心 ，力 争 实 现 年 初 既 定

目标。

对企业来说，融资十分

重要，管委会多次协调相关

银行上门为企业服务。自

入驻昌都新区以来，中健康

桥 医 药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共 获 得 了

2000 万元的信贷支持，不仅流动资金

充裕了，还新建了厂房。

“针对企业关心的稳岗返还、减税

降费、社保缓缴、一次性留工培训补贴

及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惠企政策，我们

邀请市人社局、税务局、金融机构等单

位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解

读，确保企业‘懂政策、会

申报、能享受’。”昌都新区

党 工 委 委 员 、管 委 会 三 级

调 研 员 陈 真 国 介 绍 ，以 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 精 神 为 强 大 动 力 ，昌 都

新区聚焦打造高效服务型

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密 切 关 注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

倾 听 企 业 声 音 ，切 实 为 企

业纾困解难，提供更暖心、

更贴心的服务。

“ 我 们 为 企 业 提 供 保

姆 式 服 务 ，助 企 纾 困 出 硬

招 实 招 ，鼓 励 企 业 在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的 同 时 ，全 力 推

进项目建设。”陈真国说，

今 年 以 来 ，昌 都 新 区 兑 现

园区近 30 家企业产业扶持

补 助 等 政 策 资 金 3.01 亿

元，减免 21 家小微企业房

租 1056 万余元，进一步坚

定了企业发展信心。今年

前 10 月，昌都新区新增注

册企业 137 家。

在西藏昌都光宇利民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物医

药 研 发 生 产 一 线 ，技 术 员

正忙着加工蔓菁膏。今年

以 来 ，在 昌 都 新 区 的 帮 助

下 ，公 司 成 功 申 报 中 小 企

业专项资金 500 万元，用于

产品研发和设备升级更新。该公司工

艺员王聪说，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让

我们对藏药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公司将在天然藏药材等资源优势基础

上，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大自主

创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高质

量发展。

西藏昌都多措并举助企纾困

本报记者

代

玲

11 月 26 日，江西鹰潭高新

区养元智汇无菌罐装植物蛋白

饮料项目装配式钢构厂房施工

现场，主体厂房施工已基本完

成。该项目是当地今年新引进

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建成达

产后预计年主营业务收入可达

60 亿元。

今年以来，鹰潭高新区发

力稳投资促增长，前三季度累

计新签约项目 22 个，投资总额

339.8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9.3%，项 目 建

设开工量、投资量、实物量均创

历史新高。

刘 红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还是“书生”刘新宇说话温柔，“我

得掰开了揉碎了，把技术要领转成工人

听得懂的大白话”。

“保工期保质量保安全，这是我们

向甲方承诺的‘三保’。”展开沈阳浑南

科技城核心建筑“智慧之云”效果图，中

铁上海局（承建方）项目经理宋刚大手

往上一拍，不容插话地说下去——

“冬季施工难，咱就搭暖棚；工期

紧，咱就两班倒。”

“政府领导总来看进展、解难题，咱们

得扛得起这份责任，争创国家优质工程。”

中午，开饭喽。大铁锅内咕嘟冒

泡，酸菜炖白肉香气馋人。

歇口气。于福春从塔吊下来，微信

转我一段上面拍的视频。

“塔吊上风景透亮，看变化真切。

10 年来，眼瞅着浑南区变戏法似的拔

地 起 高 楼 ，产 业 园 停 满 了 车 ，人 气 旺

啊。给科学家建工坊还是头一回，把活

干好比啥都强。”于福春充满自豪。

“人才涌动，我期盼”

“众人昼夜奋战的科技城，就是实

验室明天的家。”辽宁材料实验室副主

任王京阳讲话慢条斯理，而他继续用平

淡语气说的话，堪比“王炸”。

趁他甩出“王炸”前，先交代几句背

景：覆压 90 余平方公里的科技城，是举

全省全市之力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的重大载体。科技城有 854亩地无偿

划给了辽宁材料实验室。辽宁省副省

长、中科院院士卢柯担纲实验室主任。

这么大面积，这么高平台，人从哪

里来？

“我们这儿汇聚了众多大师级人

物，已建设的六大颠覆性技术研究所都

有院士、科学家领衔。”

高手风云际会，凭什么？靠高薪还

是给别墅？

“这是‘想歪了’的普通思维，那么

多著名科学家与我们一拍即合，为啥？

大师层级，思考的是如何超越自己，为

国家赢得科技话语权，推出原创性、首

创性、颠覆性的领跑技术。哪能是谁‘砸

钱’跟谁走？”

王京阳进一步揭秘：与其他国家级

研究机构错位发展，辽宁材料实验室锚

定的，都是材料相关的颠覆性技术。

有种感觉，王京阳“锦囊”里的“惊天

秘笈”只掏出一小部分，更多的，太专业

了。正是科技城这些颠覆性技术的“培

养皿”，让科学家们眼前一亮，心头一热，

大手一握。于是，人们见到，曾被诟病人

才流失的东北，在沈阳浑南区出现“逆转

动向”，科学家们抱着梦想“逆风而来”。

“大师的团队里也需要小兵。”浑南

区委组织部面向人才服务的张楠说，自

己就是为科技城招兵买马跑腿的。

10 日上午，在浑南营商会客厅，沈

阳无距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冯洋找到

张楠，开门见山提建议。“政府建的人才

公寓，门槛高，符合条件的人不需要，有

需求的人住不上。能不能把入住指标

落到企业，据实按需分配？”

“ 你 提 的 好 ，浑 南 区 高 标 准 建 设

3200 套人才公寓和 18.5 万平方米的科

学家工作坊，诚意满满，更要人才住得

满意才好。”

冯洋乘势又提了几个问题，张楠认

真地拿本子一一记下，表示政策调整后

马上反馈。

“人才活力充沛涌动是我们最期盼

的事。”浑南区委书记闫占峰说，党的二

十大报告把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

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我们要拿

出求贤若渴的劲头，真心爱才、悉心育

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

“国家需要，我愿意”

10 日下午，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师

昌绪楼。

“这是我们在浑南厂区试产的农机

关键部件，你看看。”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戎利建、姜海昌、闫德胜，一齐上

阵，左搬右抱，当面干起了力气活。

搞科学的就这么实在，我刚说“你

们的成果长啥样”，几十公斤重的研制

样品，就摆满了一桌子。我思忖着：不

就是犁铧、耙片、旋耕刀，一堆铸铁而

已，有啥技术含量？

“可别小瞧这些农机具，都是硬家

伙，同贵几倍的进口产品 PK 胜出过。”

“推广起来费老劲了，不到田里比试，农民

就不信。”他们左一句右一句，如数家珍。

“中国耕地如此广大，却缺乏自主

生产的高质量农机具。虽然从没搞过

农机具，这原本也不是我们的课题，但

‘国家需要’。”研究部主任戎利建陷入

回忆里，10 年前，导师师昌绪找到他，

说了分量最重的这四个字。

没二话，大家埋头十年干这一件

事。如今怎样了？

成，也未成。成，是说技术早已突

破。未成，是说还没市场化。课题组最

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十年磨一剑，恨无

知音赏。

课题组工程师杨志荣年轻些，负责

跑市场。戈壁滩、砂石地，什么恶劣条件

的环境都比量过。为了说服农民，也为了

收集宝贵数据，杨志荣磨破嘴皮争取试

耕机会，常常既作农机手又兼维修工。

一点点的突破，终于，订单雪片般飞来。

10日，现场采访的这一天，正是“中

国材料学之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两院院士师昌绪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

“我们已经把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师先生，您看到了吗？”一心让农民

用上好产品的课题组负责人姜海昌激

动起来，声调发颤。

大地之上，“嫦娥”探月、“祝融”探

火、“羲和”逐日，多年来中国人叩问苍

穹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个个横空出世的

大国重器，离不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少不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科学家在

新材料研发领域的默默付出。

“大家看到成果的香，很少知道基础

研究的苦。因袭科学家精神，两代人研究

金属基复合材料技术几十年，枯燥寂寞是

常态，而火箭冲天的光芒只一瞬。”中科

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肖伯律深有感触。

云开日出。肖伯律所在团队“啃硬

骨头终于啃到了骨髓”。他们研究的铝

基 陶 瓷 复 合 材 料 ，既 轻 且 韧 ，刚 而 又

强。在深空探测器、空间站等大国重器

取得应用。国际先进材料与制造工程

学会授予该团队“金属基复合材料专业

委员会”的牌子，这份荣誉，国内唯一。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肖

伯律觉得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话就像给

科研人员量身定做的一样，给团队科研

人员继续做下一代技术储备充满了电，

还是那句话，“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

4 天蹲点采访结束。

大地之上，围绕浑南科技城建设，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为同

一件事如倍速播放一样奔忙的这群人，

身影逐渐清晰。

为啥这般执著无悔？为啥咬定前

沿性颠覆性技术不放松？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沉

淀了沈阳太多的科技力量，是沈阳的看

家本事和比较优势。

大地之上，他们因共同的热爱而

奔跑。

同心抗疫守护山城
（上接第一版）

为应对本轮疫情对产业链供

应链造成的冲击和不利影响，保障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重庆市经济信

息委牵头成立了市、区县（开发区）

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保链稳链工作

专班，指导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以赴解决产

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难点问题。

目前，在重庆工业主战场的两

江新区，直管区范围内 245 家重点

工业企业均实行了封闭生产和闭

环 生 产 ，累 计 在 岗 人 数 近 10 万

人。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3 日，全

市 25 个重点工业大区的 6600 家规

上工业企业中，在生产企业 5245

户，占比 79.5%。

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1 月 25 日上午，重庆市级重

点工程金凤隧道工程（主城区段）

右线顺利实现贯通，比计划工期提

前 35 天。“11 月 10 日，公司项目管

理人员提着行李入驻工地，并在项

目部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对

工地实行闭环管理，联合参建各方

实施项目攻坚行动，确保了项目顺

利推进。”重庆城投建设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曾志凯说。

城开高速公路蓼子特大桥主

体工程完工、轨道交通 6 号线东延

工程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渝昆高铁华福特大桥完成首跨节

段拼装梁架设⋯⋯连日来，重庆多

个重大项目克服疫情影响，有力有

序推进。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为保障市

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度，重庆围绕项

目建材生产和运输、施工场地核酸

检测和生活保障等重点环节，面向

项目法人持续收集需政府支持保

障的事项，积极响应项目建设需

求，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重庆各区县积极行动，稳妥有

序保障项目闭环运行。南岸区采取

动态管理措施，针对受疫情影响的

项目，建立需求事项台账，每日更新

梳理、及时解决销号；大渡口区设立

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工作小组，积极

解决施工人员返岗、建材运输和生

活保障等问题。“目前全市有近2000

个项目保持正常施工建设，10 万多

名工人坚守岗位。”重庆市住建委安

全管理总站站长王春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