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政经北京商报2021.8.19

责编 杨月涵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北京将构建“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

共计92.8

8月17日深夜，一篇名为《万洪建：我眼中的父亲万
隆》的文章引爆舆论场。近2500字的长文里，从偷税漏
税到损公利己，儿子细数了父亲的四宗罪，字句诛心。

堪比九子夺嫡的宫斗大戏里，翻手为云的民营企
业家人设崩塌， 二代们则为权力斗红了眼， 亲情、人
性、下线暂时抛到一边，“什么英啊雄啊，灰头土脸脊
背凉”。

双汇式反目少见但不稀奇，时至今日，那批出身
草莽时代的民营企业家行至暮年，接班人早已是绕不
开的话题。81岁的万隆，52岁的万洪建，中间是年收入
1765亿元的双汇母公司，矛盾的导火索正源于此。

真相如何尚无定论，但管中窥豹，当内斗已经闹
到人尽皆知的地步，双汇或许也“有点东西”，比如股
权处置，再比如被诟病的分红。

从濒临倒闭的漯河肉联厂到如今的《财富》 中国
500强第65名，万隆之于双汇，是打江山的一言九鼎。从0
到1，需要狠绝果敢，穷追猛打的“赌性”，泥泞的道路上，
一些看似野蛮的手段为早期发展注入腾飞的动力。

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 双汇也早已走出了漯河，
在香港九龙的环球贸易广场上俯瞰香江。 双汇身后，
中国经济精耕细作，而当行业规范、法律制度日臻完
善，可供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空间也少了许多。

康庄大道上，守江山该有另一番面貌，大开大阖
的快速打法开始失去早年的神奇效力。无论是一言堂
的决策模式，还是家族传承的经营理念，亦或是任人
唯亲的用人制度，在当下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多少
有些力不从心了。

至于把持着一切的创一代，创新能力衰退、保守
主义上头的倾向，随着年岁渐长，在所难免。

比如在万洪建看来，年逾八旬的老父亲已经成为
双汇发展转型的阻碍。

经济创新已经先行，但公司管理理念的更迭容易
滞后，没有哪座“江山”是铜墙铁壁，只顾埋头苦干就
能不怕巷子深； 也不是所有企业家都能如老干妈，即
便不上市，也能坐拥外卖风口下的佐餐红利。

家族企业不能一概而论， 比起一代们的白手起
家，二代们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成长起来，大多坐拥
高学历，对于父辈的粗犷难以理解，代际之间的鸿沟
无法避免。

他们需要与上一代融会贯通，又需要学会自我切
割。守旧该守的是果敢的实干精神，创新要创的是现
代化治理模式，流程要规范化、财务要清晰化、研发要
高效化。

不破不立。用制度去约束人，用现代公司治理观
念走出过往，才会有新人新气象。反思双汇式的父子
反目，围观父与子的激烈斗争，也是反思现代公司治
理中的“人”与“章法”。当“人治”问题频出，遵循现代
公司制度与章法的意义才不言而喻。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传统企业已经站上了继
承与颠覆的天平。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创业时代是筚
路蓝缕，披荆斩棘，用粗犷杀出重围；守业时代是精耕
细作，握好“凌波至宝”，安然驶过那些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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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双汇内斗中的人与法
汤艺甜

公共自行车谢幕 共享单车市场化运营正当时

公益为主：
公共自行车的诞生

北京最早的公共自行车出现在2005

年。当时，奥运会召开在即，民营企业家王

勇看中这一市场，创办贝科蓝图公共单车

租赁公司。此后两年，贝科蓝图在北京扩

张到100多个租车点，8000辆公共单车。

有市民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忆称：“当

时租车网点会有专人值班。有需求的人

每辆车交几百元押金，按月租、日租或计

时收费。”但这种商业模式租赁收益甚

少。贝科蓝图公司负责人曾向媒体透露，

公司自2005年运营以来始终亏损，这个

行业需政府扶持。

2012年，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正式启动试运营，由市交通委、市政市

容委组织领导推广公共自行车，由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首批2000辆自行车散布

在北京地铁5号线和10号线沿途的63个

租赁点。按照规划，到2012年底，北京将

有2.5万辆公共自行车投放市场。到2015

年，全市的公共自行车将达到5万辆，并

且形成网络，覆盖交通枢纽、主要城镇街

区、商业网点。

公益是北京公共自行车的最明显

特质。办理骑行卡后，市民可自主取

车，网点跨区通用，24小时全天还车。

骑行一小时内免费，之后每小时收费1

元，每天累计不超过10块钱，连续租用

时间不超过3天。

承前启后：
完成新商业模式引导

运营初期，公共自行车方便、低价的

模式备受认可。据当时媒体报道，截至

2015年底，全市公共自行车骑行量日均

达30万次，数量达到48000辆。在2016年

的北京28个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内，还包

括“计划新增公共自行车1万辆”。

也是这一年，ofo崭露头角，摩拜单车

在上海上线，“即停即走”的共享单车迅速

在全国掀起热潮，几乎改变了人们的出行

方式。2017年9月，北京共享单车总数达到

最高峰：235万辆。

时任市交通委主任的周正宇在2017

年4月介绍：“未来公共自行车投放工作

会暂时停一停。虽然共享单车优势更明

显，但有桩自行车依然受到欢迎和肯定，

两者适用人群不一样。目前公共自行车

使用数量和频率并没有下降，今后还要

把公共自行车运行好。”

但在数量庞大和更为灵活的共享单

车面前，公共自行车败势明显。今年3月

起，东城、朝阳、海淀等中心城区陆续宣

布公共自行车停运。截至6月30日，通州

区、怀柔区、大兴区、昌平区公共自行车

已转为市场化运营并接受区级管理部门

监管，其他行政区公共自行车全部退出

运营。北京商报记者给上述四家公共自

行车市场化运营企业拨打了电话，但均

无人接听或拒绝回复。

“无论是资源还是管理模式方面，公

共自行车都很难跟共享单车比较。因为

共享单车有很大的资本投入，通过大数

据去优化网点布局，而公共自行车在这

方面的信息化程度就相对较低。”北方工

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翔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而且其盈利空间

较小，政府在这时候撤出市场，交给市场

化运营，进而投向其他的公益市场，这其

实也是政府资本的一个职能，即完成对

于新商业模式的引导，起到初期的示范

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也认为：

“随着城市内部交通的优化，在公共自行

车已有网点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新的形

式来促进城市的交通发展，提倡绿色出

行，让市场化的手段加入进来是一个必

然的选择。公共自行车也完成了自己的

历史使命。”

精细管理：
共享单车规范史

目前来看，北京的共享单车市场已

经走上了规范发展之路。北京市交通委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投放布局进一步优化，运维调度力

量显著增强，车辆淤积和分布不平衡等

现象有明显改善，车辆运营效率和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北京市运营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的企业共3家，包括北京摩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团”）、上海钧正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广州骑安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桔”）。根据市

交通委今年4月发布的公示，2021年中心

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总量控制在80万

辆以内，其中美团40万辆、哈■21万辆、

青桔19万辆。此外，各郊区运营车辆约

12.8万辆。

为进一步引导有序停放车辆，围绕

市民投诉集中的轨道交通站点和重点商

圈，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1181个电子围

栏监测管理停放区，可容纳超过65000辆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对于严重违规停放

的骑行人，三家企业按照统一标准限制

其车辆使用。

不过，从实践来看，生活中共享单车

乱停乱放的情况还是不少。王鹏建议：“能

不能通过类似出让补偿金的方式，通过

技术的手段，让骑车的人能够更好地停

放在合理的区间。另外现在资本也趋于

理性了，不会像以前那样无序扩张，供需

之间还是要保持平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对于违规投放

车辆，行业协会目前优选了第三方清运

企业，对违规投放车辆进行无差别清理，

截至6月底，中心城区合规投放车辆比例

达到9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市交通委在公示中再

次强调，北京市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

截至目前，市交通委已对于拒不整改的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累计实

施行政处罚9次，涉及8个品牌。同时，各

区政府组织全面清理路面上的互联网租

赁电动自行车。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往往存在保

养维护不及时、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运

行安全风险高、电池污染严重等多重隐

患，租赁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不固定且

多未接受过专业的交通安全教育和技能

训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加之电动车自重

大、速度快，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带来较大的

伤害和损失。”北京市交通委表示。根据《北

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未登记的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对驾驶人处20

元罚款。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北京公共自行车迎来终章。8月18日，北京商报记者自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2021年起，

各区逐步退出公共自行车运营或转为市场化运营。截至6月30日，通州区、怀柔区、大兴区、昌平区公共自行车已

转为市场化运营并接受区级管理部门监管，其他行政区公共自行车全部退出运营。

除门头沟区、怀柔区外，其他行政区均已引入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目前，在北京市运营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的企业共3家，即美团、哈啰和青桔，中心城区车辆投放总量控制在80万辆以内。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车辆分区报备情况

（单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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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尖产业2.0升级版

在产业方面，《规划》披露，北京将积极培

育形成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四个特色优

势的“北京智造”产业、四个创新链接的“北京

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构建

“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打造高精尖产业2.0

升级版。

其中，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分别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

重点布局海淀区、朝阳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力争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2.5万亿元；医药健康在新型疫苗、下

一代抗体药物、细胞和基因治疗、国产高端医

疗设备方面构筑领先优势，北部地区重点布

局昌平区、海淀区，南部地区重点布局大兴

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力争到2025年医药

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万亿元，其中医药制

造达到4000亿元。

四个特色优势产业分别为集成电路、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

能环保。其中，集成电路重点布局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海淀区、顺义区，力争到2025年集

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000亿元。

智能网联汽车重点布局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顺义、房山等区，建设世界级的智能网

联汽车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孵化基地，力

争到2025年汽车产业产值突破7000亿元，智

能网联汽车（L2级以上）渗透率达到80%。

智能制造与装备重点布局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昌平、房山等区，力争到2025年智能

制造与装备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万亿元，其中

智能装备部分达到3000亿元。

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重点布局昌平、房

山、大兴等区，力争到2025年绿色能源与节能

环保产业实现营业收入5500亿元。

四个创新链接产业分别为：区块链与先

进计算重点布局海淀、朝阳等区，力争到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6000亿元；科技服务业

重点布局“三城一区”、城市副中心，形成5个

以上定位清晰、布局合理、协同发展的产业集

聚区，力争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5万

亿元；智慧城市产业在北京全域打造智慧城市

应用场景，力争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500

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接近万亿，打造30个以

上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工程；信息内容消费

重点布局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

力争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

同时，北京将抢先布局一批未来前沿产

业，瞄准国际前沿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超前

部署一批具有深远影响、能够改变科技、经

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方向，构建

基于新原理、新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为高精

尖产业持续发展培育后备梯队。

推动产业换核、强芯、赋智、融合

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高精尖产业实现增加

值9885.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7.4%，较2018年提高2.3个百分点；培育形

成新一代信息技术 （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智能装

备、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人工智能4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

“经过前期的创新积累和产业孵育，北京

高精尖产业发展进入了创新自主化的攻坚

期、产业集群化的发力期和数字智能化的迸

发期。”市经信局方面表示。《规划》提出，“十

四五”时期，北京将推动产业“换核、强芯、赋

智、融合”，加快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产业链条

优化升级、智能绿色全面覆盖、制造服务深度

融合、区域发展开放联动“五个突破”，推进动

力转换、效率提升、结构优化“三大变革”，实

现高精尖产业质量、能量、体量“三量提升”，

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和领军企业。

规划按2025年和2035年设定了目标。其

中，2025年主要目标为以高精尖产业为代表

的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基本形成以智能制

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

产业体系，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

链、创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智造”“北京服务”

的新名片，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国产化配套比重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绿色发展更加显著，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2035年远景目标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基本实现产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首都特点的高精尖产业

体系更加成熟，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

列，保持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先进制造能力，广泛形成智能、绿色生产方

式，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新格局全面形成。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北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时期。8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

《规划》提到，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

达到30%以上，万亿级产业集群数量4-5个，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13%左右、力争15%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3万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先

进制造业企业数量达到5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