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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东

升 科 技 园 ”，是 全 国 第 一 个 冠 名“ 中 关

村”、由乡镇运营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也是北京市第一个由乡镇自筹资金和银

行贷款、自主建设、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农

民集体所有的科技园区。

2010年开办至今，经过 10年的发展，

曾经蚊蝇飞舞、垃圾满地的城乡结合部已

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小桥、流水，如

茵的草坪和一栋栋错落有致的办公楼。

如今，园区内拥有 1178 家高科技企

业、54 家上市公司、15 家独角兽企业，总

产值从 2011 年的 30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的 1095 亿元。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集体经济实现转

型升级，既是近年来北京海淀区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例，也是中关

村科学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缩影。

走进位于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的九号

机 器 人 有 限 公 司（以下简称“九号机器
人”），可以看到科技感十足的平衡车、滑

板车、无人配送机器人等产品，这家全球

智能短交通和服务类机器人领域的创新

企业，在 2013 年入驻东升科技园。

公司 CEO 高禄峰感受到，园区在融

资、人才政策等方面都能提供很好的服务。

相较于传统的“瓦片经济”，东升科

技园选择深耕“服务经济”，既有政策、金

融、咨询、政务等方面的服务，也有政策

性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便利。目前，

园区的物业收入占比降低至 40%，而科

技服务收入占比提升到 60%。

东升科技园所属的东升镇，通过建

立镇社两级服务机制（镇党委政府统筹

谋划、各股份社是实际的服务者和管理

人），资金扶持机制和对初创公司、创业

团队的考核监督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

东升科技园是近年来北京市海淀区

科技型创业大潮的一个缩影。“十三五”

时期，海淀区通过构建“创新雨林”生态

体系，经济总量年均增速 7%左右，高新

技术企业总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

相隔数公里的东升国际科学园是东

升科技园的“升级版”和“走出去”的代表

作，以打造国际化科研创新平台和以生

物医药大健康、高端智能制造、大数据为

主的高精尖产业聚集为核心竞争力，国

际化氛围更加浓厚。

这契合了在“十四五”时期，北京市

海淀区要“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的目标。未来 5 年，要形成以攻

克底层技术为牵引、以科技服务业为基

础、以大信息产业为支柱、以大健康产业

为突破、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海淀特

色现代化体系。

现在，园区里聚集了“全球健康药物

研发中心”“国际医用机器人创新中心”

等国际科创平台。

“ 结合海淀优势，我们把原创新药

研发和医用机器人作为大健康产业发展

的突破点。由于产业链条长，需要整合

的资源多，所以通过政府和企业共同建

设平台，补足产业短板，孵化更多优秀

的企业，支撑产业生态发展。”北京中关

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

廉说。

由中关村科学城公司与国际生物医

药孵化平台巢生实验室新近共同设立的

巢生北京创新旗舰实验室（以下简称“巢

生实验室”），正是看中了园区以及海淀

地区生物创新的生态环境，科研院所丰

富的人才储备、学科基础，以及互联网发

展带来的在算力算法方面的资源积累。

“巢生实验室”作为一个集投资、孵

化、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不仅企业

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所需要的实验仪

器和实验空间，它还提供免费的共享实

验平台。“只要有好的技术和想法，科学

家都可以用免费平台来完善研发流程。”

负 责 人 周 悦 欣 希 望 通 过 共 享 平 台 的 搭

建，实现从 0 到 1 的科研突破。

北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发

起人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智航”）本身就是高校科研

成果经过孵化发展起来的上市公司，现

已成为医疗机器人领军企业。

借助“天智航”的经验，机器人创新

中心通过整合资源，能够帮助高校里的

研究项目成果转化，让想要做企业的人

找到合适的研究合作者，进行投融资对

接等。截至 2020 年，机器人创新中心服

务近 30 家科技创新企业，在孵企业估值

增长近 11.1 亿元。

成立于 2018年的北京思灵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团队来自于德国宇航

中心机器人研究所，最开始只有 3个人。

“我们自主研发了全球精度最高的

扭矩传感器，机器人关节安装上它之后，

能进行一些比较精准的操作。”思灵科技

的联合创始人黎田笑着说。

基于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了全球灵

敏度最高的智能机械臂和全球集成度最

高的五指机械手，而这个机械手曾经在天

宫二号上协助航天员完成舱内操作。

黎田说，目前他们研发的智能机器

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医疗，而是拓展到了

工业生产、珠宝、养殖等更多的领域。

农民成了股民，土地产权变成了股

权，东升科技园走出了一条农民融入市

民、农村融入城市、农业融入科技的城乡

融 合 发 展 道 路 。当 前 ，海 淀 全 区 已 建 成

227 万平方米集体产业空间用于科学城

项 目 落 地 ，“ 一 镇 一 园 ”入 驻 企 业 4237
家，集体经济园区直接服务 77 家上市公

司，农村集体总资产达 1940 亿元。

牵手“中关村”
乡镇科技园成创新根据地

1980 年，正值壮年的陈春先和几位中

国科学院工程师，在海淀区一间破旧的砖瓦

房里，成立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

服务部。由此开始，他们成立了中国改革开

放后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第一个民营科技

研究所，他们梦想将中关村打造成中国的“硅

谷”，陈春先因此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40 年后，85 后张旭在新冠肺炎疫情

最危急的 2020 年年初回国，她希望用所学

为研发新冠肺炎药物探路。几个月后，新冠

肺炎对症药的研发有了实质性突破。

一直埋藏在她心中的创业种子开始萌

芽。2020年年中，张旭带着研发雏形参加由

北京市举办的首届 HICOOL 全球创业大

赛，在这场由北京市举办的最高级别创业大

赛中，张旭获得一等奖，获奖者可分享8000
万元奖金，并可在创业期获得10亿元创投基

金助力。

此后，张旭开启在北京的创业之路，

成立了丹序生物，专注新冠肺炎药物研发。

曾在国际顶级投行工作的她，深切感受到

北京作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蓬勃兴盛。

一座城市对创新的渴望与帮扶

寻求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一直是

张旭的追求。

念博士时，张旭师从化学家、生物物理

学家谢晓亮，探索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技

术。在全球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研究领域，

谢晓亮声名显赫。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张旭师生积累

多年的研究成果有了用武之地。导师谢晓亮

在 2020年年初邀请张旭回国参与药物研发。

当时采用康复者血清治疗新冠肺炎患

者 已 有 成 功 案 例 ， 但 血 清 的 数 量 毕 竟 有

限，张旭和团队研发的利用中和抗体进行

治疗的原理与血清治疗相同。研究团队利

用其在单细胞基因组学的专长，联合北京

佑安医院，从 60 位康复期病人身上筛选

出 8558 种病毒蛋白结合抗体序列，不到

两个月，团队成功找出 14 株高活性的中

和抗体。

第一时间取得大量样本，为后续找到

高 活 性 的 抗 体 提 供 了 先 决 条 件 。 回 首

2020 年 那 段 争 分 夺 秒 的 日 子 ， 张 旭 说 ：

“新药从早期研发到临床至少需要两三年

时 间 ， 我 们 把 这 个 时 间 段 缩 短 到 不 到 半

年 。” 她 感 叹 ，“ 我 们 之 所 以 能 动 作 这 么

快 ， 既 有 单 细 胞 基 因 组 测 序 技 术 的 高 效

性，也得益于第一时间得到北京市各个机

构的大力支持。”

在药物研发阶段，从科技部、北京市科

委，到昌平区政府、佑安医院等，多个部门

和机构在资源对接、合作方选择等方面对

研发团队给予全力支持。

这让张旭和团队感受到一座城市对创

新的渴望与帮扶，而这只是近年来北京创

新创业大潮中涌现的一朵浪花。北京像一

块 创 新 的 吸 铁 石 ，有 着 强 大 的 磁 场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增长 130%，每日新设科技型企业数量

从 110 家增长至 250 家。

以创新为驱动，年轻人成弄潮儿

多年来，北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年轻人成为创新大潮的弄潮儿。

“ 十 三 五 ”时 期 ，北 京 出 台“ 科 创 30
条”、高精尖产业“10+3”等系列政策，进一

步营造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5 年来，国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到 2.9 万 家 ，独 角 兽 企 业

93 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

北京产业格局凸显“高”与“新”，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产业双引擎作用持

续发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 累 计 增 长 56.9%、58.5%，金 融、科 技、信

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

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构建。

这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小到

细微处简化一个办事流程，大到将临床试

验和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绩效

考核和人员职称评审体系，都与张旭所从

事的药物研发息息相关。

药物研发从临床阶段到投入市场，工

艺和流程极为复杂。张旭感到自己是幸运

的，在各方关注和支持下，“各个模块的时

间都非常高效”。

依托北京医药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

2020 年 8 月，为更高效地进行海外临床开

发，生物技术公司百济神州宣布就丹序生

物开发的新冠肺炎病毒中和抗体达成独家

授权协议。用 8个月时间，丹序生物完成近

1 亿元 A 轮人民币融资，由高瓴创投、华

盖资本联合领投，北京昌发展、首发展等

跟投。

丹序生物与百济神州公司合作开展的

全球临床合作，正在全球多中心进行 II 期

临床试验，该款药物有望成为全球同类最

佳的治疗新冠肺炎特效药物。

“强化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向着这个目标，北京一直在

行 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中 ，各 方 争 分 夺

秒，北京产学研用综合实力厚积薄发，在关

键时刻不只是救命良药，也成退“敌”良方。

近年来，北京双创政策的热度、广度、

深度持续提升，束缚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障碍不断破除，创新创业蔚然成风。

截至 2019 年年底，北京汇聚了约 20
万家创业服务企业、近两万天使投资人、

670 多家创投机构，形成“要素聚合、主

体协同、文化融合、环境友好”的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吸引创新创业者的实力大大

增强。

迈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北 京
向青年发出邀约

40 年前，拓荒期的创业者还面临着科

研能不能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拷问。而如今，

张旭等新一代研究人员面对的已是大有作

为、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作为科研人员，张旭一直对产业转化有

浓厚热情。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

会主席期间，她经常组织举办与创业相关的

讲座、大赛。她所在学校的创业孵化器，鼓励

学生将技术成果进行产业转化。张旭较早走

出象牙塔，接触到一些顶级投融资圈。

回国后，张旭发现，留学时期的朋友多数

选择在北京创业。2020年，她参加HICOOL全

球创业大赛时，惊喜地遇到了很多“老熟人”。

目前，张旭的公司有近 30名员工，汇聚

了海内外多个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和富有

科研经验的人才。她坦言，北京集聚了大批

专业人才，为团队的组建提供了很大便利。

北京是一片创新的热土，成为当下大

多数投资者的共识。

近年来，北京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人

才高地。围绕创新链与产业链，如何加大力

度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落户，集聚培养一

大批优秀青年人才，加快形成多层次创新

人才生态，成为北京市人才政策的发力点。

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北京市长陈吉宁

表示，要抓好国际人才社区、国际学校、国

际医院建设，构建国际化学术环境和生活

环境，让各类人才心无旁骛专注事业，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平台，让丹序

生物快速获得大赛全链条创业服务，人才

落户、医疗保障、人才公寓的“北京式服务”

一样都不少。

在北京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

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昌平区未来科学

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三城

一区”，以不足北京 4%的土地面积吸引了

全市 5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科技人才，拥

有全市 60%以上的发明专利。

5 年 来 ，构 筑 创 新 链 加 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成为北京的特色。北京市搭建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精准对接在京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创新主体，为科技成果在京落地承接提

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效

率。目前已经形成“高精尖”产业链，推动科

技创新成果场景应用。

在资本方面，政府出资 120 亿元创立

北京科技创新基金，4 家市属企业各出资

20 亿元。通过放大母基金和子基金，实现

基金总规模达到 1000 亿元，与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等社会资本形成合力，资本与科

技创新更加精准结合。

面向“十四五”，北京市向怀揣理想的

年轻人发出掷地有声的承诺：北京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将明显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将持续壮大，将加快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构建特色与活力兼备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

宜居北京、绿色北京、健康北京也是北

京未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北京正向青年发出邀约。

这里就像一块有着强大磁场的吸铁石

青春团队领跑“创新北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刘世昕

北京从不缺少青春热血和智慧头脑。
创立多个民营“第一个”时，陈春先 46 岁；创办北大方正时，王选 49 岁；在中关村

掘出“第一桶金”的柳传志40岁；从北大辞职、创办了新东方的俞敏洪31岁⋯⋯今天，
一大批 90 后、95 后乃至 00 后年轻人，正投身北京的创新大潮施展才华与抱负，书写
着新时代创新与创业、责任与担当的青春故事。

正是一代代年轻人的敢闯敢试，让古老的北京一直奔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快车道。

2019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第四届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会场，一个小女孩被地球各种轨道的卫星模型吸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3 月 4 日，北京市昌平区一个创业孵化器内，

科普短视频节目“柴知道”的制作团队正在电脑前

工作。这个 90 后团队凭借兼具“硬”知识和趣味动

画的科普视频在多个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