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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良乡大学城创新街区建设
促进房山区创新创业发展

民进成员

北京双创街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英伟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创新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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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街区

来承载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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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街区（依托

老旧城区）、近城市创新创业街区（依托高新区）、环

大学创新创业街区（依托高校院所）三个方向开展试

点。

良乡大学城是北京重点建设的两大高教园区之一，

经过 20 多年发展，已入驻 6 所高校，师生总计约 5.5

万人，院士 30 名，基本形成了以良乡大学城为核心的

创新策源地。但是，受多重制约因素影响，良乡大学

城在房山新一轮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创新创业层级不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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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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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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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协同创新深度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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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房山区应充分利用好北京科技资源丰富、

原始创新力强的区位优势，结合以良乡大学城为代表

的高校创新群、中关村房山园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园

区等优质创新资源，重点围绕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

业孵化、双创载体优化等重点方向，加快建设良乡大

学城创新街区。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围绕试点方向开展先行先试。围绕“环大学

创新街区”试点方向，对标国内外知名创新街区，在

良乡大学城打造集特色消费、宜居生活、文化娱乐等

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创业街区，积极融入房山区“一城

三区多点”科技发展布局。支持在概念验证、场景孵

化、人才创新创业、未来产业科技园、科技金融融合、

科技文化融合、知识产权运营、国际科技合作等领域

开展试点示范。在土地供给、建设指标、基础设施配

套、要素资源、产业引育等方面统筹优先安排，统筹

创新街区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人才街区规划、驻地

单位发展规划，把创新街区建设成为首都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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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高精尖产业集聚重要承载区。

二是探索街区建设推进新路径。完善“管委会+

公司”的创新街区管理服务机制，构建协同推进的工

作体系，采取“房山区政府主导、规划引领、社会运

作、企业实施”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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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街区建设和运营。

三是提升街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探索建设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强与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

研究院等全区技术高地协同创新，深度融入京保石“研

发-转化-产业化”协作链条。挖掘吸引良乡大学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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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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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加强街区双创人才培育。完善高校“创新+

孵化器+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支持高校创

新创业学院和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鼓励各类

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为大学生免费提供创业服务和指导，

强化创业带动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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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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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优化街区创新创业环境。创新街区建设既需

要“硬件”支撑，也需要“软件”保障，重点立足提

升房山区创新创业能级，把高端创新要素引入街区，

坚持科创产城融合，以创新创业者为中心，打造功能

复合、文创特色明显的街区空间。积极打造创业创新

政策示范街区，积极与国家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对接，

争取各类双创政策在街区先行先试。以中关村政策先

行先试为牵引，加强顶层设计和引导，推动出台新的

支持方式，在科技企业、创新载体、成果转化、土地

使用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拓展支持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