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事迹简介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事迹材料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以下简称海淀园）是中关村的发

祥地，也是中国高新区的发源地和领头羊。经过 30年的改革创

新发展，从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

简称示范区）核心区，再到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海淀园

规划面积从最初的 100平方公里扩容至 174.06平方公里，实现

了从强调企业服务的 1.0版和侧重协同创新的 2.0版，向突出

创新生态建设和产业组织培育的 3.0版的跨越发展，成为引领

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面旗帜。截至 2016年底，海淀园拥有各

类高新技术企业近万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7578家，占

全市的 47.4%。2016年，海淀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

收入 1.84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约占示范区的 40%。近年

来，海淀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落实“四个

中心”、特别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重点从

以下四个方面加快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 

一、聚焦功能定位，抓服务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将培育

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涵养科技创新源头活水和抢占产业竞争制高

点的主要抓手，依托区域内中科院、北大、清华等院所高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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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等创新型企业，以整合资源、强化服务为重点，推动原始

创新在区域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是探索构建新型协

同创新共同体。联合北京市科委推动首都高校院所、高科技企

业共同建设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和总规模 12亿元的协同创新母

基金，两年来累计吸引社会投入 7.5亿元，启动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项目 134 项。二是支持顶尖科学家和顶尖机构设立以市

场化机制为导向的贯穿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全链条的新型研发平台。先后推动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

心、中科大北京研究院、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北京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中关村前沿技术研究院、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百度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

验室等一批重大原始创新平台落地海淀，围绕关键科学问题、

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三是积极探索市场化

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引导机制。联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和

领军企业设立全国首支原始创新引导基金，无偿支持高水平科

研团队研发具有引领性、带动性的原创技术。四是加强公共研

发服务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园区共有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公共

服务平台 33个，占全市的 35%，区级科技创新公共平台 26

个。五是着力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创新。加快建设“一体三园”

为核心的中关村军民融合示范区，积极推动军民融合重大项目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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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焦首都添秤，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围绕打造首都

新经济的发动机，积极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模式，先后制

定“6+1”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图，密集实施先进工业、科

技服务业等十余项三年行动计划，初步构建了体现新经济特

征、具有海淀特色、支撑海淀引领型创新发展的“高精尖”战

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是从结构优化看，海淀园

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著。2016年，海淀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88.8%，信息业、科研业、金融业三大产业

增加值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1%左右，高技术产业实现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60%左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60.3%；规模以上“高精尖”企业 2000余

家，占全市四成以上；在园区创新发展的强力驱动下，全区全

年实现 GDP 5036.8 亿元，占全市比重达 20.2%，增速达 7.5%，

高出全市 0.8个百分点，GDP总量和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位居北京市 16区“双第一”。二是从产业领域看，海淀园逐步

成为全国战略新兴产业策源地。目前，海淀园移动互联网和下

一代互联网产业聚集企业 5000余家，2016年实现总收入 9289

亿元，占海淀园总收入的 51%，近年来主导创制了近 70项国际

标准和 600项国家标准。北斗与空间信息服务产业聚集了合众

思壮、北斗星通等一批自主创新领军企业，产值占示范区的一

半左右。云计算产业聚集了全国近 1/3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和全

市 85%的云计算企业，总收入占全市六成以上。集成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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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集了大唐半导体设计、中星微电子等领军企业 70余家，

总收入占全国 1/10强。生物医药产业聚集了中关村 45%的有销

售收入的生物医药类企业。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聚集

了安泰科技、有研硅股等一批领军企业，2016年实现总收入

2433亿元，占海淀园总收入的 13%。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规模

以上企业达 2500多家，占全市的 34%；2016年实现总收入

5700亿元，占全市的 42%。三是从新经济培育看，海淀园已经

成为国内最为典型的新经济聚集区。园区以小米为代表的平台

经济、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以创新工场为代表的创

客经济等新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2016年，海淀区新设立

科技型企业 1.75万家，数量与美国硅谷接近，占全市的 22%；

独角兽企业 34家 ，约占全市的 52%，占全国的 25%，总估值接

近 1500亿美元，它们集中分布于交通出行、云服务、大数据、

智能硬件、网络安全等新经济领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近期海淀区一项课题研究表明，海淀园符合新经济特征

企业占比达 73%，新经济企业总收入占园区总收入比重高达

76%，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聚焦先行先试，打造制度创新高地。面向科技创新和

产业发展需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步伐，推动政府职能向创新

服务转变，优化有利于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政策环境和

制度环境。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试点。全面启动“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改革，率先试行集中办公区工位注册，着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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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双创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用好用足上级先行先试政策。

深入挖掘中关村“1+6”、新四条政策潜力，加快对接“京校十

条”、“京科九条”、中关村“1+4”资金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全

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落地，率

先开展投贷联动试点。特别是落实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

20条新政，实现公安部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落地海

淀；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咨询近万人，办理涉及新政的申请近

2300人，已有 305人通过“绿卡直通车”获得永久居留许可。

抓紧建设中关村大街国际人才社区，加快引进海外战略科学家

及其团队；截至目前，海淀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1040人、

北京市“海聚工程”319人、中关村“高聚工程”222人，分别

占全市的 70%、36%、68%。深入实施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企业

境外并购外汇管理取得新突破，先后有 8家企业享受政策优

惠，外汇登记金额合计达 2.9亿美元；外债宏观审慎管理试点

成效显著，累计为 64家企业办理 122笔试点外债业务，试点企

业境外融资总额达 41.6亿美元，节约融资成本 7.6亿人民币，

拓宽了企业跨境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三是强化区级层

面政策集成和创新。整合全区支持创新创业相关政策和资金，

持续完善海淀特色的“1+4+1”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体

系。每年拿出近 2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优化创新环境、激发创

业活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重点产业等，努力为创新创业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