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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化科技优势
为民生福祉

□ 孟繁哲

一枚蛋壳仅0.17毫米厚的生鹌鹑蛋，如

何剥蛋壳而不破蛋膜？

在不久前举办的 2023 中关村论坛展览

（科博会）上，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展区内，一

台机器人引起了笔者关注。只见它将“手”伸

入一个开口狭小的球状容器，轻松剥开鹌鹑

蛋壳，薄如蝉翼的蛋膜却完好无损。其实，这

是一款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能够灵活精准

地在2.5厘米的皮肤切口内操作亚毫米级精

度的手术。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引领未来。在展览

的展厅内，这样的创新成果随处可见。只需

“想一想”，就能驱动机械手实现抓取，脑机接

口技术可助力脑卒中患者康复；氢燃料电池，

工作过程中唯一的排放物是水，真正实现零

污染、零排放；由蛋白结构重塑技术加工而成

的大块纤维替代肉足以“以假乱真”……一个

个新产品、一项项新技术，着眼群众现实需

求，带来全新体验，描摹出未来生活的美好

图景。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再到应用落

地，科技创新的链条往往较长。关注科技对

生活的影响，既要着眼成熟落地的应用，也

要关注潜力十足的研究。纵观 2023 中关村

论坛，人工角膜、同声字幕眼镜等业已推广

的发明创造竞相登场，量子计算云平台、类

脑计算芯片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体亮相，围绕

脑科学、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创新趋势的思维

碰撞“火花四溅”。科研与应用、高校与企

业、技术与产业间有接口、可互通、常互动，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同向发力，创新链才能

更有活力。

加强科技研究，应当坚持开放合作。在

2023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2021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阿德姆·帕塔普蒂安

分享了一个细节：每次完成科研后，他会拿出

一张世界地图，用大头针标记所有实验室团

队人员的出生地。这生动说明国际合作之于

创新的重要性。当前全球科技发展呈现出多

源爆发、交汇叠加的“浪涌”现象，共同应对能

源短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挑战，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

享。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各国科学家共同

攀登“最高峰”、勇闯“无人区”，以开放纾发展

之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谋共享之福，

才能为科技创新夯基固本，推动研究成果惠

及更多人。

加快成果转化，还应发挥协同优势。此

次论坛发布一系列倡议，其中不仅有加强基

础研究全球合作倡议，还有硬科技创业孵

化倡议、大企业生态合作与协同创新倡议

等，从打造成果转化孵化器、培养成果转化

人才及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方面呼吁合

作。科技成果只有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场”，才能提升自身价值。政府加强支持引

导，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高校院所

完善产教融合机制……推动科技优势更好转

化为民生福祉，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群众

“急难愁盼”协同发力，让更多创新成果“飞入

寻常百姓家”。

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到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

关村逐渐成为创新创业者实现梦想的热土，

中关村论坛也成为全球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

发展的“风向标”。新征程上，我们有基础、有

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以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惠及广大群众，创

造更加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杜 壮

云智能刺绣机，可以在几分钟

内完成DIY图像绣工；数字人可以

隔空互动；手术机器人可以精准完

成剥生鹌鹑蛋；绘画机器人通过AI

算法控制机械臂绘画；观众可以在

9个最佳位置体验裸眼3D显示屏的

3D效果……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关

村论坛上，展示着诸多新兴产业领

域的最新成果和前沿技术。

在中关村这片创新沃土上诞生

的中关村论坛，自 2007 年创办以

来，历经10余年发展，已成为面向全

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

台。与之前各届论坛相同的是，创

新与发展依然是论坛的主线；不同

的是，在展会中我们看到的新技术

更加注重应用性和原创性，科技企

业推出的新产品越来越多，企业国

际化的脚步也正在稳步推进。北京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论坛期间，

签约项目共计129项，签约金额超过

810亿元。发布招商引资项目152

个，预计投资总额1430多亿元。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高地

之一、我国创新发展的一张名片，中

关村被寄予厚望。从闻名全国的

“电子一条街”蜕变为第一个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

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如今的中关村，

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已经成

为科技创新的品牌和象征。

转型大幕拉开

当太平洋电脑城、海龙电子城、

e世界卖场落下帷幕，没有了喧嚣的

叫卖和嘈杂的客流，传统的中关村

在迫切地转型寻求新的出路。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用“硅

谷唯一的竞争对手”来评价北京。

而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以

上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无疑

是中国“硅谷”最核心的地标。

201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

到了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学习时指出，面向未来，中关村要加

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

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5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2023中关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

强调，北京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

人才优势，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

度创新，持续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

改革，进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

区建设，在前沿技术创新、高精尖产

业发展方面奋力走在前列。

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

村地区为中心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开始，中关村承担起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

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2000年前

后，中关村“黄金三角”渐次登场，鼎

好电子商城、海龙电子城、中关村e

世界三足鼎立，撑起了中关村“电子

大卖场”时期的半壁江山。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同年7月，“电子一条街”所在的中关

村西区公布其“创新要素聚集功能

区”的新定位，不再鼓励电子卖场的

发展。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转型

大幕拉开。

改革与创新成就了中关村

记者曾在2019年全国双创活

动周见到的术锐单孔腔镜手术机器

人，这次依旧出现在了中关村论坛

的展厅里。问及近几年最大的变化

时，北京术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胡慧慧总结为“应用更广、

技术更精”。她告诉记者，这款单孔

手术机器人开拓了更多的应用场

景，可以在泌尿外科、儿科、普外、妇

科等多个科室应用，不仅提供了更

微创的手术方案，还能显著提升手

术的精准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像术锐这种原始创新技术和应

用场景的展示，在中关村论坛的展

厅里随处可见，创新元素比比皆是。

在中关村西区，矗立着一座金

光闪闪的现代雕塑。这座名为《生

命》的双螺旋雕塑，象征着中关村人

生生不息、探索未知的开拓精神。

和美国硅谷相似，创新创业是中关

村与生俱来的气质。通过改革与创

新，中关村正在摸索一条新兴产业

发展的独特之路。

创新集群效应凸显，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站在如今的时点观察中

关村，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北京西北

角的那块方形土地，基于自身的特

点和优势，成为一种科技产业发展

模式。从产业来说，先进制造、现代

交通、新材料、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

四大重点产业亮点纷呈，如先进制

造特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汇聚京

东方、北汽福田等近2000家企业，

总收入翻了一番，达近万亿元。福

田康明斯、三一重工入选世界经济

论坛“灯塔工厂”，小米“黑灯工厂”

成为世界级行业标杆，树根互联、梅

卡曼德等7家企业入选“2021年全

球智能制造科技创新50强”。从区

域来说，2012年，中关村空间规模扩

展为488平方公里，形成包括海淀

园、昌平园、顺义园、大兴—亦庄园、

房山园、通州园、东城园、西城园、朝

阳园、丰台园、石景山园、门头沟园、

平谷园、怀柔园、密云园、延庆园16个

园区的“一区多园”发展格局。

“一区十六园”只是中关村辐射

出的一道光，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曹妃甸绿色环保示范基地，以及

长春、上海、江苏、武汉、成都、南宁

等地区都看到了“中关村”的影子。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关村企

业在京外设立分公司累计 4.12 万

家，与全国26个省区市77个地区

（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的

合肥中关村协同创新智汇园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长三角区域

首个开发项目，智汇园是构建“中关

村—合肥”创新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目前已成为智能网联产业地标。

截至2023年6月，该园区入驻企业

达80家。产业链覆盖环境感知、决

策控制、云平台、车联网-V2X、人工

智能、高精度地图及信息安全等

多个领域。

来自北京海淀的创新之火，已

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中关村管委会

相关数据显示，产业总收入从2012

年的 2.5 万亿元发展到 2022 年的

8.7万亿元，中关村示范区对全市经

济增长贡献率在30%以上，约占全

国高新区的1/6，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 13.3%，成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2012年示范区地均收

入51.3亿元/平方公里，地均税费

3.0亿元/平方公里，2021年分别增长

至172.9亿元/平方公里、6.5亿元/平

方公里，增长率分别达到237.0%、

116.7%，进一步实现集聚集约发展。

创业式创新不断涌现，原始创

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在前沿技术

领域，产生了百度全球最大自动驾

驶平台Apollo、寒武纪国际领先的

深度学习智能芯片、旷视国际领先

的人工智能算法平台Brain++、天

智航全球唯一可开展脊柱全节段手

术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利亚德全球

唯一量产的0.7mm高清LED小间

距显示制造技术、京东方国际领先

柔性AMOLED生产技术等一批创

新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产生

一批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实现进口

替代或填补国内空白的硬科技成

果，发布了国内首款通用CPU、国内

首个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全

球首个 FPD-EDA 全流程解决方

案、全球首个治疗肝衰竭的干细胞

新药等一批创新成果。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长张景安曾说：“要创新，要创业，要

实现梦想。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关村

人的追求。”

与成立之初相比，将创业作为

出路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中关

村不再是唯一的答案。但在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逐步落地

的过程中，以创新为目标的中关村，

依然在加速前进。

政策紧扣痛点难点，全球创新

创业高地加快推进。国家先后支持

中关村开展了“1+6”“新四条”“新新

四条”等80多项改革措施，出台了促

进在京高校、央企科技成果转化实

施方案、中关村国际人才20条新政

等一系列政策，率先落地公司型创

投机构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所得

税优惠政策试点，持续开展了投贷

联动、设立民营银行、企业境外并购

外汇管理、企业外债便利化、建设生

物医药国检试验区、创新医疗器械

应用推广、强化高价值专利运营等

改革试点，已有30多项政策复制推

广到全国。2021年11月，中央深改

委审议同意在中关村实施新一轮先

行先试改革措施，科技成果“先使用

后付费”等一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

为推动中关村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

了强劲动力。

“作为全球创新最活跃的区域

之一，今天的中关村已经成为各国

创新创业者的理想栖息地和实现梦

想的热土。”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

2023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的致辞

中表示，希望与会嘉宾借助中关村

论坛这个科技交流合作平台，深入

探讨未来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广

泛凝聚创新合作共识，让更多科技

创新成果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探索科技园区“中国模式”

不等待、不懈怠、不停滞，中关

村正在加速奔跑，北京正在加速奔

跑。2022年，北京每天新创办的科

技型企业达293家。这意味着平均

不到5分钟，就有一家科技型企业诞

生，这一数字是 2012 年的 3.8 倍。

科技创新，正重新定义着北京这座

城市的发展动能。

日前，科技部等12部门联合发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精神 加快推动北京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

本形成，成为世界科学前沿和新兴产

业技术创新策源地、全球创新要素汇

聚地。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6%左右，基础

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达17%左

右，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

达到260人左右……围绕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建设，该方案给出了具体目标。

在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丁薛祥强调，中国将坚持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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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实际上，不仅是中关村，西安高新

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国家

高新园区一直在探寻建设世界领先

科技园区的“中国模式”。近日，科

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高

新区开放创新发展报告2021》显示，

2020年，169家国家高新区园区生产

总值达到135566.2亿元，占全国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3.3%，其中高新

区的园区生产总值占所在城市GDP

比重达到50%以上的为8家，30%以

上的为31家，20%以上的为58家。

创新驱动发展对于区域而言，

是各地新旧动能转换和新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在重塑区域发展新动

力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区域之间

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从根本上

说，创新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以现代产业集群为支撑，夯实产业

链供应链，不断推动区域协同创新。

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经济社

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

动作用。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涌现出一批创

新能力强、发展潜力足、带动作用大

的优质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国家信息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

研究组相关研究显示，目前，信息技

术领域，我国形成珠三角、长三角、

环渤海、部分中西部地区四大信息

产业集聚区；生物领域，长三角、环

渤海地区占据主导，珠三角、东北等

地区快速发展的空间布局初步成

型，中西部地区呈现多元化发展模

式，成渝经济圈、长吉图地区、长株

潭地区和武汉城市群聚集区医药成

果转化、疫苗生产、制剂研发等细分

行业领域发展迅速；节能环保领域，

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江经济带和

珠三角三大区域，江苏、浙江、山东、

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的节

能环保产值占全国的50%以上；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集中在北京、河

北、辽宁和山东等环渤海地区和以

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

两大集聚区，同时四川、陕西、湖南

和山西等部分中西部地区的高端装

备制造业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新材料领域，产业“东部沿海集聚，

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布局框架

拉开；新能源领域，初步形成了以环

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等为核心的

东部沿海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在中

西部的一些区域，如江西、河南、四

川、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中

西部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新能源汽

车领域，初步形成了以深圳和广州

为核心的珠三角新能源汽车集聚

区，江苏、上海、浙江等凭借雄厚的

产业基础和科技资源形成长三角集

聚区，北京、河北等地为核心的环渤

海集聚区以及陕西和四川为核心的

中西部集聚区。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

发展，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抢

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

高点。目前，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全国都在

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关

村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为地区科技创新特色

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启示与思考。对

地区发展来说，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轮子”，

更好地用改革和发展的方式迸发创

新活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

多动能。

“中关村”到底在哪里？

中关村管委会相关数据显示，产业总收入从2012年的2.5万亿元发展到2022年的8.7万亿元，中关村示范区对

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以上，约占全国高新区的1/6，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3%，成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图为中关村软件园一角。 本报记者 明 慧 摄

中关村论坛展区 本报记者 明 慧 摄

目前，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全国都在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关村从“电
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地区科技
创新特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启示与思考。对地区发
展来说，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
“轮子”，唯更好地用改革和发展的方式迸发创新活
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