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科技城——科研人才聚集高地。科技商务区——世界级科技商务集聚区。

进入“十二五”时期，随着北京建设世
界城市战略构想的实施，昌平在首都发
展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特
别是中关村核心区扩区，给昌平的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按照新
的形势要求，昌平紧紧抓住历史机遇，
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化京北创新中心、国
际科教新城，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将全区经济发展带入一个新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已经初见成
效。今年上半年，昌平新引进各类企业
178家，注册资本金139.7亿元，分别增
长91%和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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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总部经济模式
转型发展高端产业

昌平区是央企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未来科技
城所在地，目前神华集团、
中国电子等 15 家央企已正
式入驻。以未来科技城为
核心，央企军团开始快速向
昌平聚拢，成为昌平区经济
发展的动力引擎。

据统计，昌平区目前已
拥有 32家央企旗下的112家
公司。央企项目激增，高端
要素迅速聚集，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
经给昌平提交了第一份成绩
单。数据显示：2009年央企在
昌平项目的财政贡献为1.55
亿元，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
涨到了5.3亿元，年均增长率
超过 60%。而仅今年上半
年，央企的财政贡献就达到
了3.89亿元，同比增长33%。

随着未来科技城等重
点功能区的建设，央企的集
聚 和 辐 射 效 应 正 逐 渐 显
现。“近水楼台先得月”，随
着央企科研成果的就地转
化，新材料、新能源、智能电
网、航空航天等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将在昌平区域内
兴起。此外，昌平正在建设
北京科技商务区，以科技金
融、科技商务、研发服务三
大新兴业态为主的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未来也将成为
区域的主导产业。

据了解，目前，昌平拥有
已建和在建的国家级产业园
区6个，市级产业园区4个，包
括未来科技城、中关村国家工
程技术创新基地、中关村生命
科学园、北京工程机械产业基
地、北京福田新能源汽车产业
基地等。10个产业园区集中
连片，空间上与海淀北部的永
丰产业基地、中关村环保园、
中关村软件园等园区相接，形
成了蔚为壮观的京北高科技
产业聚集带。

依托重点产业园区，昌
平积极探索“总部+研发+
产业”的发展模式，集中引
进和实施三一北京制造中
心、北汽福田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形
成能源科技、高端现代制造
和生物医药三大支柱产业，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2006年翻一番。

科技产业空间升级
助推18家企业上市

目前，昌平区正面临着
中关村核心区建设的历史
机遇。这将为昌平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提供极大的政
策和项目支撑。2010 年，昌
平六环路以南220平方公里，
被纳入中关村核心区。昌平
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开始谋
求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了
降低房地产在区域经济中的
比重，为核心区建设提供空
间，昌平区“咬牙”把原规划的
10平方公里住宅用地调整成
了科研和产业用地。

“调整时，部分房地产
项目其实已经开始前期的
开发运作了，政府拿到的土
地出让金，要原封不动退回
去；同时，还要拿出大量的
钱，开发建设科技园区——
这 是 一 个 相 当 痛 苦 的 过
程。”据昌平区区委书记侯
君舒介绍，在“壮士断臂”般
的发展阵痛中，昌平区在坚
持注重服务央企的同时，仍
不忘积极培育扶持创业带
动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发展。

截至目前，中关村昌平
园已有 18 家上市企业。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昌平
园 197 家规模以上（年主营
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
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实现
490.5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
值的89.9%，同比增长23.2%，
增速高于全区 3.1 个百分
点 。 对 全 区 的 贡 献 率 为
101.1%，拉动全区工业产值
增长20.3个百分点。今年一
季度，昌平园18家上市企业
总市值达到650亿元。

“既抓能够‘顶天立地’
的大项目大企业，也不放弃

‘铺天盖地’的创业带动就
业的中小微企业。这就是
昌平区政府‘抓大助小’的
发展思路。”昌平区区长金
树东介绍说，正是对央企的
良好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的
大力扶持，引领着昌平产业
结构向高端升级，推动昌平
经济转型发展。

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三年内清退三高企业

昌平区一方面积极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
面，不断清退低端业态，为
产业升级腾出宝贵空间。

昌平曾是京北最大的
煤炭集散地。截至2010年，
昌平区共有煤炭储运场地
56 处，储煤总量为 344.2 万
吨。储煤场地越聚越多，对
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
益明显。从去年 8 月开始，
昌平区开展了史上最大规
模的煤炭经营市场和储煤
场地专项治理整顿工作。
按照整治计划，今年年底前，
昌平将全部退出储煤产业。

“未来2-3年，与储煤场
地一样将成为历史的，还有废
品回收、建材存放等低端产
业，以及鹿牌保温瓶厂等 35
家‘三高’企业。”昌平区发改
委总经济师樊懿德介绍，昌平
区将提高产业的准入门槛，加
大“五小”企业等落后产能和

“三高”企业的淘汰力度，腾
笼换鸟，盘活空间，推动地区
产业向高端转型升级。

为激发区域中小企业
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从
2009年起，昌平区财政每年
拿出 3000 万元，扶持大学
科技园、企业孵化器建设，
鼓励企业创新，支持科技型
中小企业上市。

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昌平园技术合同登记处
共登记技术合同 388 项，同
期对比增长 26.8%；成交总
金额达 141912.56 万元，同
期增长 2.03%；其中技术交
易额 140762.98 万元，同期
增长 1.98%；实现合同份数
280项，同期增长16.67%。

过去 5 年，昌平房地产
税收占全区地税收入的比
重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房
地 产 增 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下降了近 6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过去 5 年，中关
村昌平园增加值年均增速
22.1% 。预计到“十二五”
末，昌平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将 超 过
30%……这些数字预示着，
昌平的转型发展已经取得
一定成效。

央企集聚和辐射效应显现，科技企业激活增长动力

昌平撬动转型杠杆 促产业高端升级
创新创业要素快速聚集，创业之路服务全程伴随，全市首个“国家创业型城市”

青年昌平创业成活率超80%

布置背景墙、设计京白梨logo、确定各农户家的采摘地点、游客安保措施……这些天，昌平区阳坊镇京白梨合作社社长蔡长清和社里的社员们
正为第三届京白梨采摘节忙碌着。创业至今，得益于昌平区的政策，蔡长清已累计获得贴息贷款65万元，专用扶持资金15万元。

蔡长清只是昌平区近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创业模范中的一员，在“全民创业”理念愈加深入人心的昌平，创业主体不断增加，参与层次更为立
体。截至2011年，昌平区累计帮扶11.8万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人数32万；三年创业成活率达到了35.8%，其中青年创业成活率达到了80%以上。

创业者能够在创业的道路上站稳脚跟，越
走越顺，在这背后，是昌平区政府出台的 40 多
个政策文件的有力支撑，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有
效服务。

2008年以来，昌平逐步健全完善了以《深入
开展全民创业行动实施方案》为核心的“1+4+
5”创业扶持政策体系，制定集成 40多个政策文
件，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行政管理、解决融

资瓶颈、扶持创业税收优惠、增加创业场地优惠
等政策，加大对青年群体、农村劳动力、城镇失
业人员、高端人才 4 类重点群体创业的政策扶
持力度，形成了涵盖创业培训、市场准入、融资
贷款、税收优惠、创业资助、经营场所保障、手续
办理等 7 个环节的政策扶持体系。与此同时，
还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2008 年创建工作开
展以来，区财政累计投入就业创业资金 8.74 亿

元，占全区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的22%。
“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昌平区着力抓好现

有产业发展政策的落实和新政策的出台，目前
我们正在梳理整合昌平现有产业政策体系，即
将出台加快发展科技商务产业和金融业、建立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相关政策，打造吸引资金、
技术、人才和项目的政策‘洼地’。”昌平区常务
副区长张燕友表示。

【创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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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能够成为全市首个“国家创业型城市”，在
北京青年创业园发家的董世运并不感到意外。在他看
来，昌平获得这个称号完全靠的是实力。“交通便利，环
境优美，有政策、有场地、有资金扶持、有创业资源……
创业者需要的条件这里通通都具备。”董世运表示。

董世运的北京和欣运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节能产品制造和建筑物节能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在创业园的 2 年时间里，公司快速发展，由当初的几
个人壮大到35人，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元。

目前，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共入驻企业45家，园
区企业注册资本达 2000 余万元，合同金额达 1.3 亿
元，实现纳税 660 余万元，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400 余
人。“北京青年创业示范园其实就是一个小型企业孵
化器。”据园区中心主任刘飞介绍，昌平区正在筹划
举办第三届青年创业大赛，将于9月份开始报名。

目前，昌平区正在着力打造“两城九园”、校园创
业与田园创业相结合的创业实战平台。重点打造未
来科技城、奥北创业新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昌
平园、中关村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北京青年创业
示范园、咨询产业集聚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宏福创
业园、淘宝创业园、巧妇创业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等9个主题创业园区。

在昌平，任何一个群体想创业，都有相关的职
能部门相对接。人力社保局统筹全区创业工作，青
年创业找团委，农民创业有农委，留学人员创业有
留学人员创业园……形成了“人人创业有人帮”的
局面。昌平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主要领导
还担任创业领导小组组长，区政府 41 个职能部门
和全区 17 个镇（街道）担任成员单位，为各类人群创
业铺平道路。

在资金支持方面，昌平整合孵化器、银行、
投资机构的优势资源，成立了北京青年创业就
业基金会第一只区县子基金——青年创业促进
基 金 。 目 前 该 基 金 共 接 收 捐 款 106.5 万 元 。 同
时 ，昌 平 还 联 系 北 京 银 行 、担 保 公 司 为 创 业 企
业搭建小额担保贷款“绿色通道”，帮助企业拓
宽贷款渠道。在一系列实际行动的支持下，北
京博奥联创孵化器、北京北控高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物医药科技
孵化器有限公司等 3 家规模孵化器企业，通过争
取政府创新基金、吸引社会机构投资、吸纳社会
私幕投资等方式，为企业融资近 1000 万元，吸引
各类风险投资 1 亿元。

“全程伴随”各类创业群体

通过创业大赛、创业者协会、创业青年夜校、北京
青年创业示范园等，昌平每年采集创业项目 100 余
个，并组建创业项目评审小组，对采集的创业项目进
行评估。经评估具有对外发布价值的，将在网站上进
行免费发布，并形成昌平自己的创业项目库。截至目
前，项目库共采集创业项目794个，发布632个。

创业项目库为想创业的人提供了发展思路。而
昌平区丰富的科教资源，更是为科研成果的顺利就地
转化提供了现成的养分。昌平有 6 个国家级产业园
区和 43 所高等院校；落户了 32 家极具实力的中央企
业和 15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家和市级科研
机构 18 个、重点实验室 12 个、企业技术中心 28 个，聚
集了近2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同时，昌平现有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化
工大学 6家大学科技园。截止到 2011年 11月，6家大
学科技园共有企业 82 家，总注册资金 1.63 亿元，总经
营面积19951.39平方米，总就业人数1357人。依托学
校丰富的科教资源和人才智力优势，众多创业者选择
了在华电创办公司，电力软件、新能源、新材料等与
电力领域相关的几十家公司纷至沓来。同时，大学
科技园也成为了高校学生创业、就业的新选择。

创业项目就地转化

打造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依托区内丰富的科教资源，昌平区近年来主动谋

求转型升级。其增长动力正在由扩大投资规模和增
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
创新等方向转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关村核心区
的建设，昌平正在成为全北京市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
区之一。

为激发区域中小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从
2009 年起，区财政每年拿出 3000万元，扶持大学科技
园、企业孵化器建设，鼓励企业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上市。过去3年，昌平先后有6个大学科技园启动
建设，9家企业在国内外成功上市。2011年，全区研发
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6.5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75
个百分点。以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为目
标，昌平正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努力把该区建设成
为京北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全国最具活力实验室经济
区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近几年昌平的发展一直保持着创新要素和创业
人才同步发展。目前，昌平聚集了很多创新要素，吸
引到众多高校、科研单位、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昌平，特
别是通过未来科技城的建设，吸引了更多的央企研发
中心到昌平落户。

中关村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技术产业带及主要功能组团示意图。

优美的温榆河畔吸引水鸟前来栖息。

集成7个环节、40余项政策支持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