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作为传统工业转型模板，从2010
年至今，石景山区有哪些经验分享？

李新：首先是紧抓重大机遇，推动区域的转
型发展。例如，紧抓首钢搬迁机遇，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和城市更新。其次，紧抓冬奥筹办机遇，推动

重大项目落地。此外，紧抓城市总规实施机遇，推

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疏解不符合城市战略定位的

产业，突出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功能。

在拓宽融资渠道，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方面，2011年设立了10亿元的“北京服务·新首

钢”股权投资基金，累计完成18个项目投资，放大

市政府投资30倍以上；2014年，北京市政府和首

钢共同设立首钢基金，现规模200亿元，已累计完

成63个项目投资，规模放大至500亿元，重点服务

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钢老工业区转型。

在创新审批模式方面，加强工业建构筑物保

护利用。工业建构筑物保护性改造利用和老旧小

区原拆原建因审批路径缺乏，导致项目无法落

地。全区在全国范围内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工业

建构筑物不改变外轮廓线和改变外轮廓线两种

审批模式，工业建构筑物“企业作承诺、政府强监

管、失信有惩戒”审批流程；创新了首钢铸造村14

号楼重置改造审批路径，并获得市政府批准，妥

善解决了首钢历史遗留问题。

北京商报：目前区内转型还有哪些瓶颈有待
突破？对此石景山区作出哪些尝试？

李新：近年来，石景山区抓住北京冬奥会筹
办、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新首钢地区打造

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等重大发展机遇，但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区正处于转型关键期，

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

人才引进力度有待加强，创新创业生态有待改

善，产业配套环境有待改善。于是，我们将重点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提升发展高精尖产业。二

是抓好“招大引强”。三是全力打造首都城市复兴

新地标。四是健全完善政策体系。五是全面改善

营商环境。严格执行《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不折不扣落实3.0版政策等。

石景山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

紧抓重大机遇推动区域转型

今年6月，石景山区召开经济发展推进大会，

工业互联网平台工程实训基地、首钢园RE睿·国

际创忆馆、北重产业园等30个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总投资超500亿元。

这次会议在明确石景山区在“高精尖”产业发

展方向和重点培育的人才类别基础上，推出

“2+N”政策体系，提出在全区重点发展的

“1+3+1”高精尖产业领域，对人才、土地、资金、技

术、知识产权等产业发展关键要素提供专项支持。

改革当前，石景山求贤若渴。会议当即明确，

突出贡献大的企业高管、科技人才，经认定后，在

全区已缴纳的年度个人所得税超应纳税所得额

15%的部分，可享适当奖励。

石景山区副区长周西松介绍，未来，区内全

面推行“弹性供地”等产业用地供应方式，实现对

“高精尖”产业用地项目从准入、监管、考核到退

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据透露，石景山将在金融领域打造国家级金

融创新示范区；科技服务领域，设立5000万元“科

技创新”专项资金，推动自动驾驶服务示范区等

21个应用场景建设；动漫游戏、媒体融合等优势

产业方面，设立6000万元产业专项资金，打造“网

络游戏之都向西看”区域名片；发布工业互联网

产业发展规划，推进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5G等

新基建布局。目前已有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的

20余家企业入驻，在谈100余家。

数据显示，2010年至今，石景山区二三产业

占比实现了从7：3到2：8的转变。“近年来，石景山
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打造以科技服务、数字创

意、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色，以商务服务为支撑

的‘1+3+1’高精尖产业体系。”石景山区委副书

记田利跃介绍道。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新首钢“打样”·

钢与城

“今年重点任务主要围绕冬奥广场和辛安桥

以及国际人才社区等重点区位，涉及8个市级重点

项目，全面开复工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左右。”据

首建投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助理段若非介绍，“北

区15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建设任务相对繁重，我

们将力争在今年前后交付大约15万平方米左右空

间，争取明年早日完成150万平方米建设任务。”

但新首钢迎来的不仅是一次外部修缮，其职

能定位也面临新一轮重塑。扛起产业结构深度调

整和城市功能精细再造两大战略性任务，也意味

着改造不仅以首钢或石景山区为出发点，还要承

担起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促进首都非核心功

能疏解、优化功能布局、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首钢搬迁调整拉开了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序

幕，也使石景山区走在了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

的前列。”石景山区区长李新表示，彼时石景山区

也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挑战。要解决产业空心化

问题，就要探索产业替代发展途径。

于是，区委区政府确立了“全面深度转型、高端

绿色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金

融、科技和文化等新兴主导产业，围绕“一轴四园”重

点产业功能区，培育引进高端产业要素，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构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首钢搬迁、结缘冬奥对石景山区而言是开

端，是北京转型改革历程的样本，也是全面布局

的契机。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北京因集聚过多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问题突

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此后，全市腾退非首都功

能，发展高精尖的大幕正式开启。

作为迄今为止北京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累计签约首钢在内的

北京项目150余个。“经过首钢搬迁调整后十余年

的发展，石景山区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地区经

济成功走出低谷，实现了以产业升级带动区域成

功转型，石景山区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

期。”李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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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二三产业占比情况

2010年：

2020年：
7:3

2:8

总建筑规模
约1060万平方米

北、南、东
3个片区

5个功能区
已建成

“四块冰”

新首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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