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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布局大学城产业组合
同频高校创房山特色产业

九三学社房山区工委

一水一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尤 劲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良乡大学城是我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智力和人力资

源的强劲动力引擎，是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加

速建设我区区域性科创中心的主体。2021年确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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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加速大

学城五所高校融入房山区及京南京西南地区的整体发展

中，让高校的科研教育与地方的产业经济充分融合，是当

前亟须明确和解决的战略性重点问题。

自2001年市委、市政府批准建设良乡高教园区以来，

在历届房山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持续优化园区环境

品质，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为高校

师生的教学与科研创造了优质的发展环境。然而，通过调

研，房山区在良乡大学城的整体运营上还存在如下几方面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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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整体治理与经营水平有待提升。大学城的治理水

平高低在于是否能够与园区内大学同频共振，借助大学在

人才、学术和科研项目上的优势，带动大学城内丰富的交

流活动，进而打造出高度开放的园区社会环境。

二是产业集群发展主体力量不均衡。大学城的发展有

赖于政府、产业、大学三方力量之间的高效互动。当前高

校的技术研究重点与房山区重点扶持的产业间并无直接

关联，独立性较强，政府很难借力高校优势。其中主要原

因在于政府对于自身希望扶持的重点特色产业缺乏清晰

的界定，高校专利技术成功落地本区的意愿和概率偏低，

资源投入的孵化风险较高。

三是创新保障要素供给尚不到位。具体体现在园区创

新设施（特别是共享科研设施）、投资基金、产业人才、

环境氛围等四大方面对创新创业的优化配置还有待持续

加强。

鉴于上述分析，在比较借鉴国内外科技产业园区及大

学与地方共建实践的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如下三点建

议：

一是明确独特优势产业细分赛道，精准引导产业发

展方向。当前房山区的突出优势在于地质与生态禀赋、农

业种植（中草药及山地植物）、传统宗教文化与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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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集团原子能研究院与燕山石化等大型国企对周边产

业的带动效应。为此，我区是否在重点聚焦新能源、新材

料、医药健康、智能制造四大产业方向时，进一步细分出

房山区的优势赛道，如：核材料、化工新材料、核药物、

中草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更加关注应用场景与市场前瞻

的科技创新领域。此外，加大扶持文旅产业的发展，引导

大学城高校师生在森林康养、地质研学、文体娱乐等文旅

产业方向上的创新创业，以吸引大学城文科类院校和专业

的关注并发挥其价值。

二是围绕重点产业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校成果落

地转化。我区重点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区域内加速构

建和完善产业链。政府政策应向细分赛道倾斜，从而引导

相关上下游企业和产业资本聚集在房山。以我区重点产业

中企业的实际研发和生产需求拉动高校科技创新。推动大

学城科技园建设，强化区校合作，鼓励师生创新创业的同

时，让有限的政府资源聚焦在真正有助于快速提升我区竞

争力的优势产业细分赛道上，变高校科技成果普惠性支持

为创新成果优中选优且为我所用。

三是探寻产业复合发展创新机遇，推进学科建设校

际合作。随着技术的进步，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发展，各高

端产业逐渐体现出产业链长、科技含量高等特征。不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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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变得更加密切，不同行业之间的边界

逐渐模糊，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也日益增强。当前

的产业融合已超越了不同产业间技术的简单叠加和互补，

进一步拓展到以市场和产品为导向的深度协同合作。通过

举办产业复合发展相关论坛、会展与研讨会，以产业变革

趋势推进高校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之间、高校与区域内企业

之间的广泛合作，促进高校发展的同时，形成高校与地方

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教及产业融合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