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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良乡大学城建立创新街区的建议

苗英伟

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从国外实践看，创新街区已经成为

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发达国家都利用

创新街区来承载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群，纽约硅巷、伦敦硅环、北

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波士顿 128 公路、汉堡海港城、剑桥肯德

尔广场等创新街区在引领区域新一轮发展中作用明显。当前，科

技部火炬中心正在基于国内外特色街区实践，重点围绕内城市创

新街区（依托老旧城区）、近城市创新街区（依托高新区）、环大

学创新街区（依托高校院所）三个方向开展试点。

良乡大学城目前已入驻北京理工等 6 所高校，师生共计 4.86

万人，院士 30 名，全区创新位势进一步提升，基本形成了以良乡

大学城为核心的创新策源地，总体上形成了“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三级孵化链条。将来如何充分发挥良乡大学城的创新引

领作用，将三级孵化链条往前后延伸？如何把创新链和产业链“两

链”、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这“两核”有机连接起来？这是需要我

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分析：

受多重制约因素影响，良乡大学城在房山区新一轮发展中应

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亟需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升级发展。

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创新创业层级不高，特别是紧密结合

房山区产业资源和实体经济开展的创新创业创造还不多；高校科

研成果数量增长迅速，但真正实现产业化生产的成果却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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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深度不够，高校与企业间协同创新主要停留在技术转让、

合作开发、委托开发等“小打小闹”的低层次合作，亟待建立集

聚核心突出、创新要素灵活的物理空间和创新机制。

建议：

创新创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孤岛化、单点化难成气候，

应充分发挥大学城理事会重要平台功能，促进校地共建共商共治，

打造集特色消费、宜居生活、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街区，

融入房山区“1+3+N”重要功能区建设，延长三级孵化链条，构建

“技术研发-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五位一体的创新

格局，把创新街区打造成为输入“高新”技术、孵化“高新”企

业、培育“高新”产业的“新经济 CPU”，建设首都科技成果转化

和高精尖产业集聚重要承载区。

一、加速成果转移转化。在创新街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平台，挖掘吸引培育优质高校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探索院地共建

项目发掘、评估筛选、审批管理、落地孵化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

二、强化新产业育成。围绕房山区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在高校实验室研发成果早期就介入，挖掘具有市场前景的项目，

培育一批聚焦前沿领域的新动能企业。

三、构建融通创新生态。依托高校重要创新源头，形成涵盖

高校、产业链上中下游、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多元服务机构，

解决创新主体之间的孤岛效应。

四、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支持创新街区通过校企共建创业学

院、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

创业实训、项目路演、创新竞赛等活动。

五、建立市场运营机制。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校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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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通过技术、资金、土地等多种形式，参与创新街区建设和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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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良乡大学城建立创新街区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良乡大学城管委会

一、良乡大学城基本情况

2001 年市委、市政府批准建设良乡高教园区。2004 年起，北

京工商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相继启用良乡校区。2019 年，成立了良乡高

教园区建设发展理事会，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理事长，每年召开理

事会议研究良乡大学城建设发展重大事项。2022 年，更名为良乡

大学城，确定了“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教及产业融合新城”的发展

目标，开启良乡大学城由“园”向“城”转型发展新阶段。

良乡大学城包括主园区、拓展东区和拓展西区三个部分，规

划总占地面积约 1712 公顷，规划总建筑规模约 1500 万平方米，

规划人口约 19 万人。其中：主园区为基本建成区，规划总用地面

积约 664 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500 万平方米，规划实施率达

85%，五所大学目前在校师生 5.6 万人，其中学生 4.8 万人，教职

工 0.8 万人；拓展东区占地约 574 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 500 万

平米；拓展西区占地约 474 公顷，待拓展东区建设初具规模后，

适时启动规划建设。

二、结合委员建议，开展工作情况

（一）规划建设创新街区项目正在推进。为进一步优化大学

城道路设计，根据大学城高校师生创新创业空间需求和时尚活力

的生活特点，将隔开校区的阳光南大街、学园北街等道路进行改

造，腾退部分空间，用于建设约 1.7 万平方米装配式成果孵化和

创新创业空间。该规划已于 2022 年 6 月批复的《北京房山区良乡

大学城主园区、拓展东区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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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35 年）中明确。目前正在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细化，预计年

内动工。

（二）计划通过公开招标确定运营主体对创新街区进行统一

管理和运营。将来建成的创新街区，将布局孵化器、加速器、创

业会客厅、天使投资人中心、双创学院、共享办公生活服务中心、

科技成果交易服务平台等创新元素。围绕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

重点实现以下几个功能：一是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投融资服

务、路演大赛等配套服务，探索院地共建项目发掘、评估筛选、

审批管理、落地孵化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成果转移

转化；二是围绕房山区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健康和

智能制造四大产业方向，联合高校，结合新型研发中心的研究成

果，从创新源头挖掘面向市场应用的具备产业化的转化项目，加

以培育，为其在房山就地转化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三是针对高

校师生创业特点，在知识产权布局、法人治理体系、引入社会资

本投资、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等方面发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优

势，帮助其补齐短板，构建多元服务机构，解决创新主体之间的

孤岛效应；四是发挥大学城高校集聚的人才和科技优势，通过搭

建校企合作平台，探索高校在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在高

校设立奖学金、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同时开展企业

赞助的路演和创业项目竞赛等，为企业选人、选项目提供条件，

也为高校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创造条件；五是开拓创新，结合大

学城东区开发建设的契机，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校友企业

等通过技术、资金、土地等多种形式参与合作，在拓展区建设更

大面积的创新载体，并参与建设和运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管委会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融入“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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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大局，寻找新机遇，实现新突破，围绕“结构合理、要

素齐全、职住平衡、充满活力”的发展内涵，高标准推进 2.0 版

良乡大学城建设，将良乡大学城建设成为践行教育强国战略的示

范区、培育时代新人的示范区、校城融合的示范区、科研成果转

化的示范区、开放共享的示范区，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教及产

业融合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