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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科 技 园 区 引 领 产 业 升 级
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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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产业升级已经成为

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相比传统产业园区，作为产业

创新策源地的高科技园区打破了地

理边界，资源更聚集、环境更友好、

生态更开放，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等方面发挥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放眼全球，科技园区的创新策

源能力、资源汇聚能力、开放合作能

力都在显著增强。在美国硅谷，密

布着逾万家大大小小的创新企业，

聚拢了数十万来自全球的精英人

才，高技术人才密度造就了规模化

创新的坚实地基。建设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是集聚创新创业资源的

重要阵地，也是吸纳高水平创新人

才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开展跨区域、

跨领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与开放

合作，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的重要载体。

经过 30 多年改革探索和创新

实践，我国部分国家高新区已经具

备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基础

条件。有强化一区多园统筹联动、

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中

关村科技园，有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先后获批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和

建设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苏州工业园，还有着眼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力争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国际人才自由港”的张江高新

区⋯⋯高科技园区持续推动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不过，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我

国高科技园区在国际要素资源集聚

和链接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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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全球领军企业

和高素质人才，自主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2022 年年

底，科技部发布《“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

划》，其中“重点任务”章节中的第一项就是“增强科技创新

策源能力”。这需要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各方力量，

开展更大力度的先行先试改革，构建上下协同联动的技术

攻关体制，形成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和配置力。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看的是环境、比的是人才、拼

的是生态。要因地制宜、因园施策，聚焦资源禀赋和特色

优势产业，实施一批引领型重大项目和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积极构建和嵌入全球化创新网络，营造良好创新创

业生态；要聚焦创新主体拓宽人才引育渠道，强化高科技

创新型企业梯队建设、规模发展，通过搭建“政产学研用”

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引导技术、人才和服务

等创新要素充分释放与高效流动；要深化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创新、加

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力度等，打造资源对

接、政企交流良性运转的营商环境高地，锚定

世界一流快步前进。

日前，第五届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

览会召开，点燃了苏州工业园区的盛夏。

200 多家参展企业、1000 多款前沿展品、超

100 个项目新增对接，奏出一曲科技创新与

实体经济融合的交响乐。

早在 10 多年前，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

期的苏州工业园区就面对未知、面向未来，

聚焦科技创新“一号动能”，发力生物医药、

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探

寻新的发展动力和坐标。2022 年，三大新

兴产业总产值突破 3600 亿元，保持 20%以

上年均增速，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核心区的苏

州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纳米新材

料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苏州汉天下电子有限公司 CTO 赖志国

介绍，汉天下最新发布了 Wi-Fi 7 FEM 新

品。“长期以来，该技术一直被国外几家公司

垄断，我们在研发突围方面没有可借鉴的经

验，每一步都要尝试探索、突破各个技术难

关。”赖志国说。截至目前，汉天下已累计出

货近 3 亿颗，是目前国内出货量最大的体声

波滤波器芯片公司之一。

两年前，苏州工业园区获批国家生物药

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

中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核心区，“一区两中心”三大国家级平台的落

户，再度为高质量发展构建了新的科技创新

矩阵，目前已经在核心技术攻关、公共平台

建设、成果转化孵化、应用场景开放、创新生

态营造等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医学研究院/苏

州系统医学研究所，每天，这里除了 18 个课

题组的研究员埋头实验室外，5 个技术平台

也十分忙碌，这些技术平台对周边企业开

放，提供设备支持与研发服务，目前累计服

务 100 多家企事业单位，实现收入 3000 多

万元。

在推进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苏州工业

园区探索形成了“选择一个特色产业、制定

一个产业规划、组建一家国资公司、建设一

个功能园区、引进一家大院大所、设立一只

产业基金、成立一个服务机构、集聚一批龙

头企业、搭建一批合作平台、打造一个品牌

盛 会 ”的“ 十 个 一 ”特 色（新 兴）产 业 培 育

机制。

在这片刻着中新合作基因的开放创新

苗圃里，生物医药实现了“从 0 到 1”的创新

跨越，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纳米技术撬动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人工智能

场景加速落地，让城市更聪明、生活更多彩。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 2022 年度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天津滨海中关

村雨林空间孵化器榜上有名，成为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首家国家级孵化器。

科芯（天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胡建龙表示，公司 2019 年从北京搬到

天津后，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内不断孵

化、成长壮大。

4 年前，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设立。其

初衷是利用北京中关村和天津滨海新区创

新政策叠加优势，积极承接高新技术企业转

移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如今，在与北京

中关村相距 140 公里的渤海湾畔，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已经初具规模。

天津港保税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科技创新型企业已成为推动天津滨海

新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保税区

将充分发挥天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制

度优势，全方位助力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

型企业自主创新升级，践行党建引领共同缔

造 理 念 ，为 滨 海 新 区 发 展 积 蓄 科 技 创 新

力量。

不久前发布的《天津港保税区关于支持

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型企业融资发展实

施细则》中提出，在保税区注册的投资机构，

以基金形式投资注册地在保税区的未上市

相关企业的，按照实际到账投资额的 1%给

予投资机构奖励，每年每家投资机构最高奖

励金额 100 万元。

“我们围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实

现园区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创新精神的驱

动下，不少园区企业正在拥抱前沿科技，实

现全新突破。”由中关村发展集团、北京中关

村信息谷派驻成立的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

营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毅说。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办公室主任

陈强表示，通过引项目、搭平台、强服务、做

示范，科技园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

提升自主创新发展动能作为主责主业，确定

了以智能科技、生命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

科技服务业为主的“3+1”产业体系。

目前，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已累

计注册企业突破 4300 家，70%都是科技型

创 新 企 业 。 其 中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入 库

208 家 ，年 均 增 长 121%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入

库 140 家 ，年 均 增 长 126%；雏 鹰 企 业 入 库

120 家，年均增长 157%；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营 收 63.81 亿 元 ，年 均 增 速

156%；瞪 羚 企 业 入 库 3 家 ，科 技 发 展 动 能

持续提升。

张江科学城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是上

海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和国家级科技高地。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研发机构在张江科学

城加速集聚，“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持续增

加，诞生了一项又一项业界瞩目的科技成

果，一个世界级大科学设施集群在上海已初

步成形。

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张江科学城

持续完善宽松自由、尊重科学的科研制度环

境和人才保障体系，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聚焦难点、痛点和堵点，帮助打通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目前，已建、在建和规划的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达 14 个，覆盖光子科学、生命科

学、海洋科学、能源科学等领域，不仅在设施

数量、投资金额和建设进度上全国领先，还

在若干领域实现首创独有。其中，在张江科

学城拥有上海光源、蛋白质上海设施、超强

超短激光装置、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和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 8 个大科

学设施，初步形成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

大、种类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

集群，并将成为光子领域国际科研的关键链

接枢纽。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张江科

学城时，上海光源装置已开放 15 条光束线，

供科研人员以及产业研发使用。2022 年，

开放光束线已达 27 条。据了解，上海光源

开放运行以来，开放共享率居全国首位，国

内外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和蛋白质研究设

施创造了众多科学新发现和重大产业创新

成果。比如，上海光源通过转圈的方式把电

子加速到 30 亿电子伏特，已经建成的“羲和

号”达到了万万亿瓦的峰值功率。光源二期

首批线站也已投入试运行，将进一步扩充用

户接待能力。已通过项目总体验收的羲和

激光装置将向用户开放，硬 X 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装置预计 2025 年投用。

作为羲和激光装置、硬 X 射线自由电子

激光装置的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儒新表示，总书记的嘱托时刻激励着上

海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我们将更好发挥

大科学设施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对基础研

究和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为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支撑。”李

儒新说。

进入 7 月份以来，全国多地陆续发布了 2023

年的养老金上调方案。近日，北京、天津等多个省

区市正式公布 2023 年养老金调整细则。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市继续为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含退职、退养人员）调整基本养

老金。

据悉，本次调整面向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

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预计惠及 320

余万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并从今年

1 月份起补发养老金。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当月和

补发的养老金于 7 月 15 日发放到位。北京市机关

事业单位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退休人员调整

的养老金也将于 7 月底前发放到位。

养老金调整具体如何计算？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今年北京将继续按照定额

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继续保持向退休时间早、连续工龄和缴费年限长

的退休人员倾斜的调整办法，使他们更多地享受

社会发展成果。也就是说，养老金上涨金额是按

照“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的步骤来计

算的。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养老保险

处副处长杜志峰介绍，具体来看，定额调整方面，

每名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将增加 36 元。挂钩调整与

退休人员本人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和基本养老

金水平挂钩。今年北京继续实行与缴费年限挂钩

普遍增加基本养老金的办法。其中，缴费年限满

10 年及以上的退休人员，缴费年限每满 1 年，每月

增加 3 元；缴费年限不满 10 年的（不含建设征地农

转工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30 元；缴费年限不

满 15 年的建设征地农转工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

加 45 元。

此外，按照退休人员 2022年年底时的月基本养

老金水平，以 2022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6451元）为基准线划分为两档，6451元以上的每

人每月增加 35 元，6451 元（含）以下每人每月增加

50元。为兼顾公平，对调整前月养老金水平在 6451

元以上的退休人群，如果与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

后仍低于 6501 元的，还将补足到 6501 元。

在适当倾斜方面，针对退休时间早、年龄偏大

的退休人员，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基本生活水

平，北京今年对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含）之前已经

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的高龄退休人员，在按照定额

调整、挂钩调整两种办法调整后，再次享受 30 元至

70 元四个档次的倾斜政策。

以北京养老金调整方案为例，李阿姨今年 71

岁、缴费年限 33 年，2022 年 12 月基本养老金为每

月 4500 元。今年调整后，李阿姨可以上涨的养老

金为：定额调整 36 元+缴费年限挂钩调整 33×3

元+养老金挂钩调整 50 元+高龄退休人员 50+5 元

=240 元，调整之后基本养老金为每月 4740 元。

增加的养老金何时发放？目前，全国多地明

确增加的养老金发放到账时间是在 7 月 31 日前。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发放到账时间可能不尽相同，

但对退休人员而言，无论各地在何时开始组织发

放，都将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补发。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霞麓村的优质早稻喜获丰收。金溪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全国产粮大县。近年来，金溪县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落实粮食种植奖补等举措，激发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有效遏制了耕地抛荒撂荒，促进了粮食稳产高产。 邓兴东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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