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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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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16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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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以上，约占全国高新区的1/6，十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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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关村论坛

丁薛祥出席2023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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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关村论坛25日开幕，致力于“开放合
作 共享未来”。为期6天的150余场活动里，超过
80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科学家和创新企业家，
在此交融碰撞，同台路演。

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
帜。而自2007年创办以来，中关村论坛在变化中
不断进化，在全球科技创新、科技治理和科技交
往中拾级而上，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一张名片。

中关村论坛，是前沿科技的盛会，从人工智
能到脑机量子，全球高科技在此一览无遗，让人
们领略科技之隽美，科技之深邃；中关村论坛，
也是思想和文化的盛会，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科技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在这里思考科技
的各种可能性， 就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
言，“中关村论坛不是简单地总结过去， 而是吹
响号角，走向未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新的科技革命呼之
欲出，新的产业革命氤氲不止，这两股奔腾的历
史力量共同形塑着所有国家的未来。 对中国而
言， 既是弯道超车的机遇， 也是保持定力的挑
战。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是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的时代使命。北
京肩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 中关村
论坛是奋发有为的平台抓手。

科技自立自强， 是坚持开放合作的自立自
强。历史反复证明，科技是世界性的，发展科技
必须具备全球视野。 虽然面临着不公的科技胁
迫，但中国科技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科技发展
也更需要中国。 中关村论坛向全世界展示中国
对外开放的诚意和初心， 从中国的硅谷到世界
的中关村，历史不言，下自成蹊。

自主创新、 合作共赢， 这便是科技的辩证
法， 也是45年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而我们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 历久弥新的最大
启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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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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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中关村十年

2022年北京市研发投入经费占比

6.5%�以上

●基础研究占16%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218件，居全国第一，是2012年的6.5倍

●高被引科学家339人次，是2014年的5.5倍

●北京每天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293家

●独角兽企业102家，居全球第三，是2015年首次统计时的2.6倍

●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达到

19500多家

●2014年以来， 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过了2200亿
元，坚持辐射带动全国

2022年北京市独角兽企业

102�家

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

超2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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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税费
6.5亿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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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5亿元

2021年

新华社电 5月25日晚，2023中关村论坛在京
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
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
体现了对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的高度重视。 新时
代十年， 中国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地位，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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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
化配置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
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
全面增强创新能力。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 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
障，形成支持创新的基础制度，激发各类人才创新
创业活力。中国支持北京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支
持中关村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丁薛祥表示，中国愿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

同世界各国共享创新发展成果。他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完善全球创新治理， 发挥国际组织和多边机
制作用，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
发展环境。二是促进全方位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各
国政府间、科技界、产业界的交流互动，推动人才、
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顺畅流动。三是加强全球性
问题研究合作， 支持各国科研人员开展联合研究
开发，共同推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

开幕式后，丁薛祥巡视2023中关村论坛前沿
技术展，与科技人员进行交流。

国内外科技人员、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
际组织代表等约1000人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参加了开幕式。

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亮相中关村论坛开幕式

原创性、颠覆性前沿科技成果，先行先试改
革措施落地成效，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情况……在5月25日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开
幕式上，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项重大
科技成果发布。

近年来， 本市在中关村核心区率先探索一
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累计出台58项配套政策，先
行先试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与明显成效。 企业研
发投入动力大幅提升，1万余户企业享受基础研
究税收试点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至100%等政策， 加计扣除金额达
300多亿元；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强，科技成
果“先使用后付费”试点吸引高校、科研院所近
千项专利，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并支持组建一
批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 人才培养
与引进力度进一步加大， 新型研发机构与高校
联合培养研究生实现常态化……中关村先行先
试改革措施将向示范区全域推广。

一批前沿科技成果同步发布。 北京大学科
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取得了使用化学小分子调
控细胞命运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通过建立人体

细胞化学重编程方法， 将人的皮肤细胞转变为
多潜能干细胞，并成功制备胰岛细胞；昌平实验
室科研团队率先揭示了新冠病毒趋同进化现象
及其原理， 在国际上首次构建了新冠病毒受体
结合域进化预测模型， 并准确预测了相关毒株
的未来进化趋势， 为抗体药物和广谱疫苗研发
提供了关键性理论与技术支撑； 陆相页岩油技
术革命及战略突破创建了五大关键技术体系，
为我国能源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当前，一批国际科技组织落地北京，北京将
在朝阳区建设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 吸引
更多国际组织落地， 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一
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赋能助力。“中国学科及前
沿领域2035发展战略丛书”也正式发布，将成为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参考。

受科技部委托，中国工程院经充分评估，形
成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评估报
告》。报告认为，北京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
能力实现了提升， 在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方面作
出了示范性探索， 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 据北京日报

【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一览】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评估报告

●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重要进展与成效

●新一代256核区块链专用加速芯片

●半导体黑磷的超快瞬时能带调控

●人体细胞化学重编程体系

●新一代量子计算云平台

●新冠病毒体液免疫逃逸机制与突变进化特征

●陆相页岩油技术革命及战略突破

●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2035发展战略丛书

●国际科技组织落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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