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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事迹简介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促进处事迹材料 

 
中关村作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策源地，肩负着“引领支撑和辐射带动”的重任，产业发

展促进处（以下简称“产业处”）围绕中关村示范区的核心工

作，以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紧抓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前沿，以政策创新、项目布局、企业服务、生态构建等为抓

手，推动前沿技术和重大项目落地发展，支持企业和产业联盟

做强做大，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先后承担京津冀协同创新

共同体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多项工作任务，以加

快促进“高精尖”产业构建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作出

积极贡献。 

一、 精准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一是发布实施《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引领工程

（2013-2015年）》，提出“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六大

优势产业引领发展，集成电路等四大潜力产业跨越发展，现代

服务业高端发展”的“641”产业发展格局，首次提出产业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编制示范区“十三五”规划的产业篇章。二

是前瞻布局新兴产业政策，出台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

智能硬件、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 8个细分产业

政策，其中联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国家高新区互联网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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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融合创新工程》，早于国家“互联网+”政策半年，大数据产

业超前国家 3年布局，智能硬件政策早于国家 2年发布，贯彻

科技部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及时出台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各项

产业政策有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生物健康、大数据和云计算

均已发展成千亿级产业，今年 2 月小米发布自主研发芯片澎湃

时，雷军董事长在发布会上特别感谢了中关村示范区集成电路

政策的支持。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改革。争取国家食药总局关于

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研产分离”等 12条支持中关村政策

批复，推动在集成电路企业开展进出口通关政策试点。四是通

过公开路演方式面向全球挖掘和培育重大前沿颠覆性创新项

目。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宣传、展示、落地等一揽子服务，已

发掘地平线、驭势科技等 57家前沿技术企业，呈现出技术水平

高、人才团队级别高、市场评价高、社会关注度高的“四高”

特点。五是精准服务企业，从“十百千工程”到精准服务领军

企业和潜力企业、发布企业创新升级领航计划，不断创新服务

方式和提高服务能力，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航

母型科技创新企业，联合市相关委办局、区县以“做于细、成

于严”的态度，主动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六

是建设重大产业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

通信、石墨烯等前沿领域，主动搭建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中科

大“1+2”平台、石墨烯转化孵化平台等重大平台，实现产业资

源聚合效率提升，其中以 PPP项目模式支持北京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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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创了政府支持新型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二、承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双创周等重大政治任

务 

产业处戮力同心、加班加点、从不推脱，上下形成了敢于

担当、迎难而上、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作风，出色完成

了多项重大任务，赢得了国家部委、北京市各级领导和示范区

创新主体的高度评价。在 2013年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重

大任务中，全处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周六周日

的休息时间，没有白天和黑夜，用 3个月的时间，科学规范、

专业高效、全面细致地完成了一般情况下用时一年的展陈改造

任务，重点展示 3D打印、集成电路装备等 8个产业 140家企业

“最新、最亮、最前沿、最有潜力”的 520项技术成果和创新

发展的思路、理念和举措，这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把课堂搬到

红墙外，也是展示中心完成的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政治任务。

圆满完成 2015-2017年三届全国双创周北京会场展览展示与服

务保障等工作。2016年北京会场以“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为主题，通过 5个展区的 195个项目突出“深、新、硬、

协”四大亮点：一是央企国企、民营企业、高校院所、创业服

务机构等各类主体深度参与，二是充分展示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新业态，三是人工智能、颠覆性新材料等前沿硬科技

支撑双创，四是突出央地及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主题展成功

接待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以上领导 6人、省部级领导近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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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观众近 2万人次。2017年北京会场围绕“双创促升级 壮

大新动能”主题，突出“融合、协同、共享、服务”，展示 300

余项双创项目。展览主题鲜明、展出面积最大、展出项目最

多、项目水平最高。参展观众近 5万人次，获得多位领导同志

“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为之一振”的高度评价。 

三、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发布实施《中关村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

计划（2016-2018年）》，聚焦“4+N”重点区域，实施政策先行

先试工程、创新社区共建工程、重点园区建设工程、新兴产业

培育工程、京津冀人才圈建设工程、金融服务一体化工程等六

大工程。初步形成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为代表的两地共建

共管园区、以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为代表的技术品牌服务输

出、以石家庄正定中关村产业基地为代表的产业链协同创新等

多种园区建设模式，为京津冀科技园区建设进行了体制机制创

新和探索。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已取得扎实成效，新增

注册企业 194家，注册资本金超过 18亿元；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已有 95家企业进驻，50%以上企业来自北京。 

四、落实一岗双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认真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按照每月 1个主

题、至少 2次集中学习、1次特色活动、每季度 1次专题讨论

会的安排，组织全体党员积极参加系列学习活动。开展以践行

“四讲四有”服务首钢服务京津冀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联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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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第四巡视组开展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特色党日活

动，受到市委《支部生活》的报道和巡视组的高度评价。书记

与支部成员及产业处工作人员多次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和一对一

廉政谈话，不断加强党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系统

梳理近三年资金支持项目及相关资料，完成内控规范、廉政风

险防控等相关工作的梳理，制定积极落实防控措施。产业处支

部多次被评为中关村管委会的优秀党支部，支部党员多次被评

选为市直工委优秀党员、北京市科普先进个人、中关村管委会

优秀党员等；“641”引领工程获得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管理

创新创优项目；被采纳的两办信息近百篇，连续五年排名全委

第一，多次获得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同志批示；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等产业报告获得北京市领导同志批示“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