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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

2018年，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北京、上海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案印发实
施，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3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进展顺利，
海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方案出
台。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168个国家高新区的引领作
用增强，高速列车、新能源汽车等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国家产业
创新中心工作指引出台实施，先进计
算、先进存储、生物育种等国家产业创
新中心加快建设。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
位不断提高，新认定111家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北京加强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北
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是全球科
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创
新人才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和生
态建设示范城。

在北京，今年以来，涉及人才引
用、行业发展、资质认定、项目管理、
税收优惠等多方面的政策法规陆续出
台，例如《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
案（2019年-2022年）》、《强化创新驱
动科技支撑北京乡村振兴行动方案

（2018-2020年）》、《北京市农业科技

园区发展规划（2019-2025年）》……
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加速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上海，今年对科创中心建设提
出了量化指标。上海市科委在加强创
新源头培育、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深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梳理了部市
合作的重点任务。

此外，上海市还于今年3月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
见》，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特别
是一线科研人员的活力和潜力，为创
新赋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
出重要指示，他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
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已对香港16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伙伴实验室直接给
予支持，并在试点基础上，对国家科技
计划直接资助港澳科研活动作出总体制
度安排。香港在内地设立的科研机构均
已享受到支持科技创新的进口税收政
策，澳门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伙伴
实验室也得到了国家科技计划直接支
持，香港、澳门科技界反响热烈。

与此同时，全国还有多地出台有
力政策推进创新发展。

在江苏，大力建设紫金山实验

室、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信息高铁
项目、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重大项
目；在安徽，全国首座以创新为特色
的主题型场馆“安徽创新馆”近日正
式开放，重点布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展厅，集中展示量子信息、聚
变 新 能 源 等 大 科 学 装 置 ， 汇 聚 了
1000余个创新项目。

打通“卡脖子”领域

在今年2月出炉的2018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评选中，上海2个项目
位于前列，分别是“基于体细胞核移
植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与“创建出
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

前不久，由全球200多位科研人
员组成团队完成首张黑洞照片，中国
大陆的16名学者中有8位来自上海天
文台。此外，硬X射线、超强超短激
光、李政道研究所等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和项目也在推进建设中。

这一系列“硬核”的创新成果背
后，是上海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
力。随着上海创新策源力的不断集
聚，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也进入深
化推进阶段。

近期举行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指出，
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
域持续发力，加快推动关键共性技
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

颠覆性技术取得新突破。聚焦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
域，加强资源整合，加大人才集聚，
努力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创建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深港
科 技 创 新 合 作 区 前 期 工 作 顺 利 推
进。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落户广
州南沙。6 所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
72 个科研机构。粤港联合创新资助
项目达151个。

在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
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构成的“三城一区”是北京建设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平台。

怀抱中关村科学城的海淀区中，
每天有将近 60 家高科技企业诞生，
而这是一个仍在递增中的数据；以科
技创新为主的服务业占比达到 90%；
目前已搭建8个原始创新平台，持续
发力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

怀柔科学城已经高质量地完成了
城市设计方案征集，在空间规划、科学
规划、发展规划方面形成了初步成果。
在这里，大科学装置综合极端条件试验
装置大部分主体结构封顶，材料基因组
等 5 个交叉研究平台全部主体封顶，

“科学”与“城”正在加速融合。
坐落在中关村科学城和怀柔科学

城连线上的未来科学城已经组建了5
个协同创新平台，引进多个优质项
目，建成国际人才大厦。今年作为未
来科学城规划实施的第一年，昌平区
正着力推进沙河高教园科教融合，加

快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建设。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985家，承担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110项，拥有国家级、市级
研发机构超过220家，这里孕育了大
量科创成果，让集成电路、医药健康、
信息技术等高精尖产业不断开枝散叶。

“施工计划”纷纷落地

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科
技创新，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施工
计划”，科技创新的进展将使城市发
展的蓝图更美好。

上海市提出了加快向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总体目
标：到 2020 年，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
改革取得实效，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
4%以上，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比例逐步提高。到 2035
年，上海建成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
系，涌现一批世界级科研机构、创新
平台和创新企业，成为全球创新网络
的重要枢纽。

合肥将高定位建设国家科学中心，
高标准规划建设合肥滨湖科学城，大力
构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8+N+
3”创新体系，加快聚变堆园区和国际
聚变能联合中心建设，争创量子信息科
学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

心，开工建设合肥超算中心，推进合肥
先进光源、大气环境立体探测等预研。

在南京市今年一季度集中开工的
179个全市重大产业项目中，先进制
造业项目占到 105 个，总投资 510.4
亿元。这些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力度
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将为
南京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粤港澳大湾区在创建国际科创中
心方面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在广
州、深圳到香港、澳门，要建设国际水
平的科技创新走廊。此外，我们要支持
中国科学院创办的香港创新研究院。还
有其他一些涉及到科技创新的重大举
措，要继续大力推进。”国家发改委主
任何立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有比较好
的基础，三地密切配合，将产生“1+
1+1远远大于3”的效果。

“今后，北京要培育网络空间安
全、生命科学与健康等领域战略科技
力量，对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
大项目、重点研发计划和创新基地建
设，争取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探
测等重点任务和项目在京布局；加强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动；加快北京
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中心、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
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聚焦基础
材料、高端芯片、基本算法等重要瓶
颈和光电子等重要领域，布局一批新
的新型研发机构和平台。”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表示，将努力形
成科技创新中心制度优势、领域优
势、人才优势。

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主要瞄准国家重大
科技需求，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催生变革性技术的重要
载体。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够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关键着力点和重
要支撑，是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当前，中国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等高
新技术快速传播，通过技术对各行业进
行渗透、改造，促进各行业生产效率提

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科技创新不仅需要技术性要素，更要

有大量的非技术要素作为支撑。宏观层
面 ， 目 前 ， 中 国 正 在 不 断 调 整 公 共 政
策，积极采取简政放权、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鼓励创业创新、积极引进人才、
加强教育投资等措施，加速转变政府职
能，加快培育形成良好创新生态。微观
层面，包括科技引领的管理变革、知识
管理战略、管理制度创新等。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绝大多数是通过发
展创新产业集群而实现的，形成产业集

群尤其要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高效的技
术流动、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各创新
主体之间的高效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高效
率的创新体系，使新技术、新创意能够
轻易地找到互补性创新资源，从而可以
迅速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如国内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深圳，人
口活力以及万人授权专利量一直保持领
先，拥有众多优秀科研院所，每年吸引
的高水平人才数量居于前列；一大批科
技领军企业集聚于此，促进技术竞争、
外溢、共享，加快科技创新与应用；此

外，整个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优越，文化
包容性强，形成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文化。

2016 年，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支持北京、上海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支持北
京 、 上 海 建 设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 与 此 同
时，成都、长沙等城市也纷纷出招，积
极支持创新发展。

未来，加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需要
聚 焦 重 点 领 域 ， 大 力 提 升 自 主 创 新 能
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着力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在关键问题上用力突破，把
创新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需要
面向重大技术领域，着力构建技术创新
体系，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
术 攻 关 ， 促 进 创 新 链 和 产 业 链 精 准 对
接，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要聚焦改革创新，加快构建符合科技
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
科研评价、科研管理、科研诚信等重大
改 革 举 措 ， 当 好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的 探 路
者、企业技术创新的服务者、良好创新
生态的营造者。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标
准，科创中心建设要助力发挥好科技创
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为
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升温中国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升温————

硬科技按下加速键硬科技按下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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