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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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21年中关村总收入 （单位：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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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创新驱
动发展的两个‘轮子’。”中国科学院
发展规划局局长翟立新，在任中关村
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表示，
中关村作为改革的试验田，两个“轮
子”要同时转，形成强大创新驱动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乃至北京在科技创新上的成
果有目共睹。而在科技创新之后的落
地转化上，中关村乃至北京也在逐步
发力。

用一套如同普通蓝牙耳机盒大小
的设备， 取出传感贴片覆于大腿、小
腿，骨科病人就可以开始康复训练，并
将训练情况实时传递给医生。2015年，
在刚刚尝试将这项科研成果进行转化
时， 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副主任
医师张昊华还因各种担忧而有些瞻前
顾后。

2020年1月1日，《北京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实施，打破职务成果所有
权和收益只能归研发单位所有的僵化
制度。自此，张昊华对康复仪后续转化享
有70%的权益，对科技成果“不敢转”的
疑虑彻底打消。

“科技成果转化赋权科研人员后，
我们有底气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
一起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走向更大的市
场，造福更多患者。”张昊华说。

“成果转化很重要。” 科技部副部
长吴朝晖在今年5月15日举行的2023
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成果

转化的重要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
先是推动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当
中的关键环节，缺了科技成果转化，产
业和金融就连不起来。 其次是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离开
了成果转化， 科技和经济很难连在一
起。最后，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重要基石， 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
要抓手。

基于此，2020年中关村管委会便
发布了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
易综合服务平台， 着力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由亮相时的20多个国家的3000
多个优秀成果和200多个技术需求发
展至今， 已有9000多个技术项目和
700多项技术需求。

与成果转化同步发展的是北京科
技型企业的诞生速度。在国新办5月15
日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 北京市副市长于英杰在介绍北京
特别是中关村十年来的科技创新进展
时表示，2022年，北京每天新创办科技
型企业293家， 相当于不到5分钟就诞
生一家， 这是2012年水平的3.8倍。
2022年， 北京拥有独角兽企业102家，
居全球第三， 是2015年首次统计时的
2.6倍。 北京还开通了外籍人才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证“直通车”，留学归国及
外籍从业人员年均增长12%。2022年
北京的研发投入经费占比在6.5%以
上，其中基础研究占16%。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218件，居全国第一。

打破藩篱

目前中关村已经走出海淀区、走
出北京，在全国多地开花结果，站上世
界合作竞争的舞台中央。

紧抓北京“两区”“三平台”建设机
遇， 中关村以全球视野谋划中关村国
际化发展布局， 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国际创新合作。出口方面，受新冠
疫苗、 移动终端产品等海外需求大增
的拉动，2021年中关村出口高位增长，
达3893.8亿元，同比增长46%，较2012
年翻了一番。创新合作方面，示范区聚
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
发中心， 上市公司在境外设立分支机
构842家，较2012年翻了近一番。

同时， 中关村在强化一区多园统
筹联动、 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融
合、 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与产业联动
等方面也取得亮眼成绩。 截至2021年
底， 中关村企业在京外设立分公司累
计4.12万家，设立子公司3.39万家，是
2012年的9倍； 累计在津冀地区设立
分支机构9032家， 有142家科技企业
在雄安新区设立分支机构，与全国26
个省区市77个地区（单位）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较2012年增加1.3倍，共建
了27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 较2012
年增加12.5倍。2021年中关村流向外

省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翻了两番，由
2012年的602.4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
2800.5亿元。

“中关村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高
新区和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创新引领、 先行先试是其诞生之初便
肩负的使命， 而在自身取得一定发展
后， 下一步便是将其先进经验和成果
带向其他省市， 进而带动其他省市的
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
清如是评价。

中关村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吴朝
晖在2023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上的
发言明确，中关村示范区是我国第一
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起到改革引领
作用。下一阶段，北京国际科创中心
的构建仍然要推进改革创新， 通过
实施中关村世界领先园区建设方
案 ， 在三个方面继续推进改革。首
先， 持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先行先试改革。其次，推进包括财政
科技经费支出在内的综合性改革。最
后，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联动
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走向全国
地均收入及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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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收入
51.3亿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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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关村总收入按技术领域分布

电子信息
42936.5亿元

50.9%

生物医药 4937亿元

5.8%
新材料 4907.2亿元

5.8%

先进制造 9216亿元

10.9%

新能源与节能
6986.7亿元

8.3%

环境保护 1667亿元

2%
其他 13751.9亿元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