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钟明博

尽快完善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

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外包是

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北京

经济版图中蓬勃发展的一部分。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专访时，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钟明

博表示，目前，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其他领域之

间的交流协同还存在一些问题，希望能在下一步

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数字贸易当中的法律

法规，比如数字经济中数据的所属，以及相关的

交易规则，我们希望尽快能出台法律法规对此加

以规范。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跨部门的管理，服

务贸易的首要主管部门是商务部门，但服务贸易

实际上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金融、文化、旅

游、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涉及到的各个主

管部门之间管理的条条框框仍然比较多。我们希

望未来能够打通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更加一

体化的管理。”钟明博说。

钟明博进一步举例称，“金融业有自身的监

管规则，由银保监会、证监会负责，而IT产业，则

由工信部设立标准加以监管。但当企业的外包服

务涉及金融业务的时候，这个标准谁来制定？如

何来规范？这些跨部门的领域，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跨部门的管理仍有改善的空间”。

除此之外，钟明博还表示，北京的人力成本

较高，相应地使得服务外包企业的资金负担相对

较重，不过这也倒逼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另外，京

津冀协同仍有提升空间，这涉及到区域城市之间

人才的流动等各个方面。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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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做深做实“两区”建设、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北京自贸区全面落地的宝贵窗口期，北京商报特别策划
一组系列报道，聚焦自贸区的启航与成长。通过实地调研，讲述海南、深圳与上海自贸区三个先行样本因地制宜的发展故事，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与制度创新。同时，聆听来自北京自贸区三大片区顶层设计者和亲历者的权威声音、来自区内企业的
一线声音，搭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的信息桥梁，为北京自贸区的远航出谋划策。

旷视科技党委书记、副总裁蒋燕

期待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开源基金

对话亲历者

博雅辑因首席执行官魏东

完善的产业生态助推企业发展

科技创新片区：双轮驱动的科创“大脑”
北京创新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重点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科技服务等产业的北京自

贸区科技创新片区，已形成海淀、昌平两大组团“双

轮”驱动的建设格局。总面积31.85平方公里的科技

创新片区，包括中关村科学城21.59平方公里和北京

生命科学园周边可利用产业空间10.26平方公里。前

者是承载北京高端科技创新功能、培育高精尖产

业、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目前已聚集了华

为、用友网络、北斗星通等科技创新企业2万余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31家。后者是中国生命科学领

域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园区之一，目前聚集了北京

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国

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等一批顶级研发机构，入驻了

440多家创新型医药健康企业。

“我们一直认为产学研用高水平的互动是中关

村不断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海淀区委书记于

军表示，海淀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进这项工

作，例如科技企业创业再出发的15条措施等；提升营

商环境方面，海淀全面推进区块链+政务服务，建设

了确权融资中心和基于区块链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平台；人才服务方面，海淀通过建设国际人才会客厅

和人才驿站，来探索为国际人才进行全方位服务。

对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的发展，海淀区区委常

委、副区长梁爽表示，海淀将持续发挥中关村科学

城创新策源地优势，吸引顶尖机构，开展支撑底层关

键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研发；拓展金融科技应

用场景，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按照功能规划，科技创新片区将重点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科技服务等产业。

那么，中关村科学城的科技服务业该如何发展？

“海淀制定完成《中关村科学城创业孵化平台载体分

类分级评价和资金支持方案》，通过无偿资助、业务

奖励和补助等多种方式，支持孵化器、众创空间、创

业基地发展，不断提升创业孵化平台载体创业服务

能力。”梁爽表示。

信息服务业该如何发展？梁爽表示，海淀定期组

织编制公共数据开放计划，搭建“海淀区大数据平

台”。依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鼓励开源软件代

码库和开发工具服务商在区内落地。

生物与健康产业该如何发展？梁爽表示：“我们围

绕医药健康产业，重点发展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

和智能医疗。加速医药研发成果转化。围绕‘互联网+

医疗’，为互联网医院、智能医院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生命科学园以及周边地区则是全市医药健康

产业的核心区域，也是自贸区科技创新片区的主阵

地。昌平区委书记于长辉表示，将聚焦医药健康产

业，创新发展，打造全市医药健康产业的“核爆点”。

对于北京生命科学园的体制应该如何完善，昌

平区副区长董贵蛟表示，“按照‘市区统筹、以区为

主’的要求，我们引入了第三方专业服务团队，建立

了‘管委会+运营公司+开发企业’的工作机制。下一

步，将对标世界先进园区，彻底理顺园区管理体制，全

力支持专业服务团队开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

产业运营服务，加快导入全球创新资源”。

对于如何继续补齐北京生命科学园的创新要

素，董贵蛟表示，目前正在集中布局一批关键平台，其

中与高瓴资本合作建设的国际研究型医院已开工，

运营后每年可完成400-600个临床试验和临床研

究；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医疗器械技术审评、食品药

品审核查验“三大中心”已经确定入驻生命园；大分子

生物药中试、细胞与基因治疗中试等一批专业服务

平台也正在加快建设。

对于如何优化北京生命科学园的创新环境，董

贵蛟表示，“软环境”方面，将按照“市场化运营、政府

提供必要支持”的原则，积极引入市场化会议机构，

高标准策划招商推介、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支持入

园企业建立创新联合体，打造更具“黏性”的生态体

系；“硬环境”方面，将加快生命园三期开发建设，高

起点做好城市设计，高标准建设配套设施，解决好企

业和人才所关心的住房、教育等问题，真正实现产城

融合，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濮振宇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国内人工智能虽

然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旷视科技党委

书记、副总裁蒋燕表示，“此前，全球大部分人工智

能企业使用的都是谷歌的TensorFlow深度学习

框架和Facebook的Pytorch框架，这两个框架占

据主流地位，但是从未来的角度看，随着全球科技

竞争日益激烈，这样的格局是有隐患的，我们认为

底层的技术、‘卡脖子’的技术一定要由我们自主

研发，要是自主可控的”。

为避免“卡脖子”的隐患，2020年3月，旷视科

技 向 全 球 开 源 了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天 元

MegEngine，开放了现在的35万行代码。蒋燕建

议，希望未来政策层面能

更多支持国内自

主研发的深

度学习框架，如鼓励、引导更多的企业、科研院

所、高校使用自主研发深度学习框架。“只有用的

人越来越多，框架才会越来越完善，这个生态才

能打造起来。”她说。

目前，国内很多中学、大学都开设了人工智能

相关的课程，蒋燕希望这些课程未来能更多地将国

产深度学习框架纳入学习的教材中，只有从人才培

养的源头做起，人工智能产业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在资金方面，希望有关部门能持续探索建立国内自

己的人工智能开源基金。

对于北京自贸区未来的发展，蒋燕也提出了一

些期待。“在营商环境方面，不论软件的应用上，还

是自主生态的构建上，都希望北京自贸区能

为企业带来更多便利。”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2016年，也就是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便入驻中

关村生命科学园，产业生态和集聚效应在公司的

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博雅辑因已经

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针对造血干细胞和T

细胞的体外细胞基因编辑治疗平台等四大平台。

经过多年发展，博雅辑因在广州、美国设立子公

司，但研发中心总部始终位于北京。

人才集聚、科技创新等因素均是吸引力。博

雅辑因首席执行官魏东表示，生物医药行业是一

个人才、技术密集型行业。北京是全国的科研高

地，也是国内顶尖科研人才集聚的高地之一。在

科技创新方面，北京市各级政府机构、中关村生

命科学园区等在政策和具体工作问题的解决上

给予了创新企业很多支持。

如政策指导，园区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政策

宣讲会和企业沟通会，邀请行业专家答疑解难，

帮助企业管理人员提高专业水平，让企业少走弯

路、规避了风险。

园区内生物医药企业聚集，人才济济。魏东

介绍，公司身处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聚集了生物

医药创新企业、CRO、基因检测企业等。企业的发

展离不开完善的产业生态环境支持。

在政策支持下，博雅辑因的成果转化提速。

“我们关注到，在北京自贸区的科技创新片区中，

生物与健康是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创新发展全

球领先的医疗健康产业的相关支持政策，将能够

支持生物医药行业在北京的进一步发展。”魏东

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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