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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码石墨烯产业化谋求弯道超车

种子孵化园破茧

在当日的会上，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

中心种子孵化园正式启动，首批入驻园区

的企业进行了集中签约、项目路演、技术成

果展示、资本对接研讨、考察参观等系列活

动，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促进科技创新、产业

转化落地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了解，此前，房山已成立北京石墨烯

产业创新中心，通过平台建设及开展全国

范围共建基地产业转化成果的汇报和展示

等系列活动，对房山区科技创新及新材料

产业发展优势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推介宣

传，建立起良好的前沿新材料产业沟通平

台与机制，增强了房山区科技创新力和产

业发展活力。

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种子孵化园

位于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内，已

完成基本建设并具备石墨烯种子企业入驻

条件，计划服务100家石墨烯新材料领域上

下游企业，借助北京市在人才、政策、资金方

面的优势，将国内外优秀石墨烯应用创新

成果快速对接市场，推动京津冀高精尖产

业协同发展，打造高精尖产业园区样板。

为助推入驻孵化园企业快速发展，由

北京市科创基金、中国航发集团、北京石墨

烯技术研究院、北京燕和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的北京市首个石墨烯产业创

投基金———北京航动石墨烯创投基金在大

会上正式发布，该基金总规模2.2亿元，支

持种子孵化园内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技术研

发和产品开发，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中英两国政府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北京首家中英石墨烯

成果孵化中心挂牌成立，该中心由翌航烯

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英国知名公

司联合建立，诺贝尔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

肖洛夫教授参与中心运营指导，中心通过

吸纳英国新材料产业前沿技术和团队产业

化成果，有机结合国内产业需求，进行石墨

烯和新材料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依托中国

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盟核心会员加速国

内外技术交流和产业推进，促进技术研发、

成果孵化和上下游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

中英两国在石墨烯科技创新领域的深度合

作，践行中英两国高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

合作共识，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成功典范。

北京市科委主任助理孙宪峰表示，石

墨烯产业创新种子孵化园的启动推进了房

山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创新发展资源，

建立良好的前沿新材料产业沟通平台与机

制，将助力房山区进一步更好更快发展，为

国家下一步产业布局做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日的活动中，来自

北京、浙江、广东等省级石墨烯制造业创新

中心的负责人齐聚一堂，就国家石墨烯制

造业创新中心的组建和运营召开了第二次

闭门会议，达成重要共识，形成“北京主创

新、京津冀主平台、全国大网络”产业格局，

为种子孵化园的发展打通了产业链条，开

拓了广阔前景。

多点持续发力

2010年以来，北京市科委持续布局石

墨烯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研究，重点支持了

高品质石墨烯薄膜材料制备、石墨烯光/电

子器件开发、三维石墨烯及应用研究等方

向，取得了阶段性优势成果。

2017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作为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的

组成部分，要布局石墨烯等基础前沿研究。

孙宪峰表示，石墨烯产业是北京未来

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布局之一。北京是

我国石墨烯科技优势资源聚集地，汇聚了

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际知名研究

机构；凝聚了几十个国际一流的石墨烯研

究团队。北京有责任、有条件、有基础组织

推动石墨烯产业相关工作开展。

在此背景下，北京各区也纷纷入局石

墨烯产业。早在2014年9月，丰台即已正式

启动中关村丰台园战略性新材料国际合作

项目。这也是北京首个以石墨烯新材料为

关键技术的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政、企、

产、学、研相结合，通过组建国际一流的石

墨烯产业及战略性新材料产学研队伍，夯

实园区战略性新材料的科技人才基础。

据介绍，丰台科技园将把石墨烯产业作

为重点发展行业，带动全园战略性新材料产

业的优化整合，促进战略性新材料产业集群

式发展，加快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丰台园

希望借助园区内新材料产业优势，在石墨烯

领域获得新的技术突破，开展绿色、生态制

备新技术的研究，实现高性能、低成本的规

模化生产，突破轻量化合金材料与复合材料

应用技术、汽车装置等高端结构研发与应

用、新型显示材料研发与应用、高端动力系

统研发（石墨烯电池）等石墨烯应用技术。

镜头转向海淀。在中关村翠湖科技园

智谷中心，坐落着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其一

期建设面积1万平方米，人员规模500人，

十年规划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该院已经

形成以研究人员、博士后、工程技术人员等

为基础的160多人的研发团队。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已形成石墨烯超级

玻璃、超洁净石墨烯薄膜、石墨烯单晶晶

圆、石墨烯LED照明、烯碳光纤、石墨烯柔

性透明天线等近百项国际领先的科研成

果，在石墨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力，为把北京打造成为国际石墨烯创新策

源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一系列的布局和规划，北京在石

墨烯领域已开花结果。有数据显示，

2014-2018年，北京地区石墨烯领域高被

引论文发表数量300余篇，超过全球总量

的1/10。北京在石墨烯光/ 电子电器件开

发、官能化石墨烯可控制备技术、三维石墨

烯制备及应用技术、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

与应用技术等领域技术水平国内领先，高

品质大尺寸单晶石墨烯生长技术、石墨烯

能带调控技术、石墨烯功能化改性技术等

方面处于国际领先。

产业化仍是课题

自从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

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成功从石墨上

剥离石墨烯，并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石墨烯用了短短数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

登上历史舞台到走进公众视线的过程。

石墨烯是什么？它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是迄今为

止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唯一厚度最薄、硬度

最高、导热导电性能最好的新材料。因为强

度大，如果用石墨烯做成一根头发丝粗细

的绳子，它可以吊起一架三角钢琴。同时，

因为它还很薄，润滑度也好，未来在汽车轻

量化、节能减排、能源、航空航天、生物技术

等领域将大有作为。

我国石墨烯及相关产业在国家政策的

引导下发展迅速。“十二五”期间，石墨烯等

新材料产业已被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我国陆续为石墨烯相关项目给予政策

支持、资金扶助，并通过产业联盟等组织，助

力石墨烯在技术路线、标准战略、专利布局、

国际合作等方面加速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更是加大对于石墨烯等新材料的政策支持

与投入，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

与措施，推进石墨烯研发与产业化进程。

“中国的石墨烯企业要与海外实力雄

厚的跨国公司维持长久竞争格局，除了加

大科研力度，还必须尽快实现石墨烯产业

化。”中国石墨烯产业奠基人、江南石墨烯

研究院名誉院长冯冠平曾表示。

据悉，十年来，中国的石墨烯论文和专

利数量已位居全球首位，但很多论文和专

利难以转化为应用。冯冠平认为，中国石墨

烯产业发展这十年道路是不平坦的，主要

问题是科技界和产业界结合不紧密，科研

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让资本有机可乘，引发

很多炒作风波。在过去十年石墨烯产业化

过程中，一些从科研院所转化出来的企业

由于不了解资本市场风险，在没有考虑好

后果的情况下与只炒概念的上市公司进行

股权合作，资本退场后，不仅企业难以生

存，也毁了原本有希望的技术和产品。

有行业观察人士表示，这也直接导致

了石墨烯产业过热的现状。同时，也造成了

各地跟风上马石墨烯产业，这样的粗放式

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风险。

一位区域经济专家表示，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国家战略下，北京正在疏解非首都功

能，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历史时

期，北京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格局重

塑。北京的研发能力、创新生态、存量的产业

空间，给包括石墨烯在内的新材料等新兴领

域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机会。但在整个北京层

面，发展石墨烯产业一定要做好筹统，协同

发展，避免重复布局。“北京还具有国际交往

中心的功能定位，这也为北京的石墨烯产业

发展提供了与国际联通的基础。总之，北京

发展石墨烯产业得天独厚，但如何把研发优

势转化为产业化优势，尚须进一步探索。”

对于石墨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邢涛

表示，推动石墨烯产业进一步发展，一要提

升技术能力，夯实发展基础，以石墨烯技术

突破带动产业发展，从“工业味精”到“工业

主角”、从辅材到主材，成为不可替代的“超

级材料”；二要完善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生

态；三要加强国际合作，秉持开放、融通、互

利、共赢的合作观，共同推动石墨烯产业繁

荣发展，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共进。

“中国应用场景多，中国政府、企业积

极性高，中国创新型人才不断成长，在下一

个十年，中国石墨烯有望继续引领全球。”

冯冠平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文 贾丛丛/制表

北京商报讯（记者 方彬楠）记者从日前
闭幕的2019年北京CBD论坛上获悉，今年朝

阳区城郊地区将持续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

力度，疏解腾退636.85万平方米，同时加快还

绿于民步伐，9处公园开门迎客。在朝阳东南

四环、五环路附近，小武基、横街子、桃蹊三

大郊野公园也于今年面向市民开放。

今年，朝阳区城郊地区共疏解腾退

636.85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商品交易市场

3家，仓储物流20个，出租大院129个。小红

门地区不锈钢城、管庄地区东方建材市场、

王四营地区京秦铁路沿线出租公寓等一批

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被疏解。

在有序疏解的同时，朝阳区城郊地区

注重留白增绿，大尺度建绿，推动生态环境

与人居环境整体提升。

平房公园位于朝阳区平房乡亮马厂区

域，东侧毗邻五环路，南至朝阳北路，北侧

紧邻幺家店路，项目总规划面积39万平方

米，一期实施面积31.5万平方米，于今年9

月30日向市民开放。

平房公园建设前，大量不符合首都功

能定位的低级次产业盘踞于此，其中包括

32个出租大院，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平

房地区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腾退32

个出租大院，还实施大尺度绿化，新植常绿

乔木、落叶乔木、花灌木等，共植地被、花卉

20余万平方米。

在朝阳东南四环、五环路附近，小武

基、横街子、桃蹊三大郊野公园也于今年面

向市民开放。三处公园总面积超过100万

平方米，十八里店、垡头等地的14万市民可

就近享受森林氧吧。

据介绍，两三年前，这片土地还被出租

公寓、仓库、不锈钢市场占据。随着朝阳农

村地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不断

深入，十八里店地区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

腾出土地用于留白增绿。

其中，小武基公园面积约17.27万平方

米，栽有75个植物品种，万余株植物。公园

辐射翠城馨园、垡头社区等多个居住小区。

横街子公园面积约62.36万平方米，打造

“都市幻彩林·森林休闲园”。桃蹊公园总面

积约21.28万平方米，园内建有1500米健身

步道，约200平方米的现代简约风凉亭，四

周和走廊均设置了休闲长椅。

这两处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建设的公

园仅是朝阳区城郊地区大尺度建绿的一

个缩影。

在朝阳区，在来广营地区建设朝来森

林公园、勇士营公园、清河营公园等273万

平米生态长廊；崔各庄地区建设黑桥公园

一期、何里栖地等185万平方米生态绿带；

常营地区建设常营公园、常营体育公园、五

里桥公园等250余万平方米的公园环；豆各

庄地区构建南部71万平方米马家湾湿地公

园和北部165万平方米金田郊野公园的绿

色空间；太阳宫地区将构建太阳宫公园、太

阳宫体育公园、坝河文化公园等70万平方

米绿色空间；孙河地区温榆河公园，黑庄户

地区农业公园，金盏地区金盏森林公园，十

八里店及小红门地区朝南森林公园，南磨

房地区惠水湾景观生态林等大型公园绿地

项目的规划建设正加紧推进。一批大尺度

建绿工程正逐步形成城郊地区连绿成廊、

连绿成带的大生态格局。

在大尺度绿化的同时，农村地区更加

关注品质的提升，一方面将绿化与文化、国

际化有机融合，打造高品质的城市公园，另

一方面利用腾退空间“见缝插绿”，建成百

姓家门口的小微休闲绿地，不断提升百姓

的生态体验。

今年，十八里店地区横街子公园、小武

基公园、桃蹊公园，崔各庄地区黑桥公园一

期、何里栖地公园，平房地区平房公园，小

红门地区芳林公园，来广营地区滨河公园，

太阳宫地区安馨花园等已开放，为地区再

添新绿，为百姓提供更多休闲活动空间。

加快疏解还绿 朝阳三大郊野公园迎客

在日前举办的2019京津冀石墨烯大会上， 北京石墨烯

产业创新中心种子孵化园正式启动，落地房山区。北京石墨

烯产业创新中心种子孵化园位于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

基地内， 已完成基本建设并具备石墨烯种子企业入驻条件，

计划服务100家石墨烯新材料领域上下游企业。这也标志着

房山区在发力石墨烯产业上再取得新突破。

石墨烯是当今世界最受瞩目的材料之一。 它又被称为

“黑金”、“新材料之王”，被誉为改变21世纪的“神奇材料”，

尤其是在航空、航天、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将会有众多应

用。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就把石墨烯等新材料产业作为重

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背景下，北京也在积极布局。

事实上，不仅是房山区，北京的丰台、海淀等区也在纷纷

发力石墨烯产业，目前也均有全新的进展。业内人士认为，发

展石墨烯产业有利于推动北京“高精尖”产业，特别是高端制

造业的发展。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发展石墨烯产业中，应避免

粗放式发展，要统筹布局，形成区域有机融合发展。

石墨烯是由碳原子构
成的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
二维材料， 是迄今为止在
自然界中发现的唯一厚度
最薄、硬度最高、导热导电
性能最好的新材料， 被称
为“黑金”、“新材料之王”，
被誉为改变21世纪的“神
奇材料”。如果用石墨烯做
成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绳
子， 它可以吊起一架三角
钢琴。 石墨烯在航空、航
天、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
将会有众多应用。

石墨烯是什么 北京市科委重点支持方向

高品质
石墨烯薄膜
材料制备

石墨烯光/
电子器件

开发

三维石墨烯
及应用研究

北京“石墨烯”成绩单

在石墨烯光/电子器件开发
官能化石墨烯可控制备技术
三维石墨烯制备及应用技术
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技术等

国内领先

高品质大尺寸单晶石墨烯生长技术
石墨烯能带调控技术
石墨烯功能化改性技术

国际领先

三大郊野公园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栽有75个植物品种，万余株植物

打造“都市幻彩林·森林休闲园”

园内建有1500米健身步道

面积约17.27万平方米

面积约62.36万平方米

面积约21.28万平方米桃蹊郊野公园

小武基郊野公园

横街子郊野公园

朝阳区城郊
2019年共疏解腾退
636.85万平方米

出租大院129个

商品交易市场3家

仓储物流2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