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动创新潜能

北京的科技创新发展，可以追

溯到2014年。当年2月，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北京，明确了北京作为全国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

位。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抓好“三城一

区”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打造北京经济发展新高地。2021年

3月，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支持北京等

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到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积累了不少创

新样本。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机场航

站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过广

联达自主研发的BIM（建筑信息模

型）应用，先模拟再施工，做到了零

成本试错，基坑工程比计划提前13

天完工，主体结构封顶比计划提前

12天完成。

“比如物料进场验收、工地的

车牌识别等都是通过视频摄像头

来识别的，例如钢筋数量的识别只

需图像上传即可，方便快捷的同时

准确率高达99.6%。对钢筋和空车

皮称重后，广联达的系统会进行大

数据分析，可以提升50%的管理效

率，降低项目成本。”广联达副总

裁、数字建筑研究院院长刘刚向北

京商报记者举例。

亦庄居民也有发言权，他们可

以在亦庄经开区主城区西环路、荣

华路、荣京街、永昌路、同济路、宏

达路等13条干线道路享受“一路绿

灯”的出行体验。

位于亦庄的北京市高级别自

动驾驶示范区60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已建成329个智能网联标准路

口，常态化开展测试和商业化服务

的各类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约300

辆。建设效果已实现单点自适应路

口车均延误率下降28%，车辆排队

长度下降30%，绿灯浪费时间下降

18%，4条双线干线绿波道路车均

延误减少16%以上。

和北京一样，上海、粤港澳大

湾区也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发

展目标。“和其他两个城市相比，北

京原始创新的能力是优势，北京高

校和研发机构多，尤其是基础研究

部分，可以说北京的科创能力代表

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

研究会副理事长赵刚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

透镜公司联合创始人许卫国

直言，“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

势在于好的市场环境，市场能驱动

技术，驱动研发投入；在于好的人

才基础，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在

于国家投入的政策支持力度，这能

培养很好的发展环境”。

为了给科研人员和机构“减

负”，北京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上思路开放。“我们要给科研人

员科研路径的选择权，同时给资源

配置和用人的自主权。”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说。

“量子院不设行政级别，实行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

会下设的评估委员会做绩效评估，

审计委员会实施资金审计。”北京

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张

硕向北京商报记者重点介绍了该

院的机制创新。

把握战略定位

将本征误码率降低一个量

级，让量子直接通信距离提高到

100公里；将超导量子比特退相

干时间提升到503微秒，国际领

先……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

院成绩斐然。

以上只是制度革新反推技

术落地的一个缩影。过去五年，

北京十大高精尖产业稳步前行，

3370家“专精特新”企业，近六成

都是“高精尖”。2021年，北京有

20家中小企业入列全国首批“隐

形冠军”。

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

发展，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增加值9961.6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24.7%。2021年

北京研发投入强度6%，在国际

创新城市中名列前位，基础研

究占比16%，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2021年《北京市“十四五”时

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公布，明确了未来蓝图和路线

图：到2025年，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认识

到，前进道路上仍有许多困难挑

战，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

要是：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和疏

解减量背景下，创新发展动能仍

然不足，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问

题亟待突破”，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提醒。

2022年6月《北京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形成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着眼更好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国家战

略，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中心和创新高地。积极打造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建设国家

实验室，推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

室体系化发展。加紧怀柔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前沿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世界一

流新型研发机构布局建设。坚持

“四个面向”，开展“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攻关，实

现更多“从0到1”突破。

科技类企业在推动基础科

研产出的同时，正在积极推进成

果的产业化。

以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

源与系统研究所（以下简称“纳

米能源所”）为例，在摩擦电空

气除尘技术、摩擦电机动车尾

气治理技术、智能穿戴设备等

方面开始产业化推广，成立了6

家产业化公司，部分产品已经

面市。

下一步，纳米能源所重点将

在海洋蓝色能源、微纳传感、医

疗健康、信息安全、环保、安防等

重点领域开展产业化工作，已确

立产业化专项17项。

谈到未来，“北京将充分发

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加快推进

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的

落地，让创新主体更强、创新要

素更优、创新环境更好，率先建

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把中关

村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园

区，为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

建设贡献更大更强的北京力

量”，许强说。

Q：两年前，北京的目标从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升级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和北京有同样目标的还

有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请问和其

他两个城市相比，北京有哪些优势

又有哪些短板？

A：和其他两个城市相比，北京

原始创新的能力是优势，北京的高

校和研发机构多，尤其是基础研究

部分，可以说北京的科创能力代表

了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和上海、粤

港澳大湾区做协同。

但是目前在科技成果产业

化方面，北京相对来说有短板，

可以鼓励在国内做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的同时，提升在北京本地

转化的比例。

Q：科创是一个大概念，涵盖

的领域很广，那您更关注哪些科技

创新领域的发展？能否谈谈北京在

这个领域的成绩、潜力和差距？

A：我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是创

新环境和生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系统，政策的支持只是其中一方

面；第二是创新的文化，比如说既

要鼓励成功也要宽容失败，如果想

要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就需要吸

引对世界科学有贡献的科学家，需

要有能看到未来10年甚至20年前

景的战略科学家；第三是对新兴技

术和产业的重视程度，比如人工智

能、生命科学、区块链等领域，应该

从科学研究到成果产业化都有强

有力的政策去支持。

Q：提到科创就绕不开“卡脖

子”问题，要解决“卡脖子”瓶颈，就

需要科技自立自强。在您看来，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应该注意哪几点？

A：一是智力资产；二是军民融

合，民技军用趋势越来越明显；三

是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一体

化特征，需要国际合作；四是技术

国际标准化。

数据显示，当下的科技竞争格

局中，研发投入28%来自于美国，

中国20%，日本是19%。原创能力

是科技创新很重要的指标，就诺贝

尔获奖人数来讲，我国只有一位本

土的科学家，一个世纪以来，一半

以上的诺贝尔获奖者来自于美国，

还有德国、英国、以色列等。

Q：在解决“卡脖子”瓶颈方

面，中国在不少领域需要持续努

力，您对解决“卡脖子”问题有哪些

建议？

A：“卡脖子”问题存在不是一两

年了，早在10年前甚至30年前就产

生了这种局面，关键的核心技术依

赖国外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

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五个方

面下手：一是要突出中国的制度优

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强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卡脖子”领

域找回来，在每个领域建一支国家

队；三是一定要发挥企业的科学创

新能力；四是吸引人才，尤其是吸引

战略科学家；五是在政策上建立优

势，多支持中小微企业。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赵刚：

突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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