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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刘景达

问题及分析:

近几年来，我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特别是“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企企都是招商大使”理念的推

广、“服务管家”机制的实行、教育资源的引进、商业配套的完

善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在政务服务、市场引导、企业监管、人

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集成不断升级，让社会各界看到了区委区政

府优化营商环境的诚意和决心。

高质量营商环境的打造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相关政策需

要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优化。尤其是当前在面

临整体经济下滑、财政紧缺等内外压力下，在营商环境方面的投

入产出效率尤为重要，当前我们在相关政策的精准度方面还存在

一些不足。

第一，面向的产业重点不够清晰。我们提出“四大产业集群

“发展规划，也面向四大产业出台了一些服务和支持政策。但是

四大产业集群涵盖范围广泛，不管是在我们房山还是其他省市，

全面开花都很难。而当前我们在四大产业细分领域的目标定位还

不够清晰，宽泛的投入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二，支持的目标企业有待侧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同

企业的竞争力不同、抗风险能力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不同、

对我区经济贡献的价值不同。我们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很多措

施、政策是普惠性的，普惠的支持政策降低政府投入的产出效率。

第三，对核心技术的产业应用支持不足。面临国内外技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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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态势，中国制造对自主技术的重视和需求越来越高，核心技术

逐步成为实体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区在基础研究

方面存在人才和投资瓶颈，技术的产业应用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

点，而我们在此方面支持偏少，不利于我区对核心技术的引进和

产业转化。

第四，对人才吸引的力度偏弱。人才是保障企业和区域持续

发展的重要资源，当前很多地方都在加大对人才的抢夺和投资力

度。我区在人才的落地、子女教育、老人关怀等方面政策的竞争

力不大，在人才吸引、留存政策的创新和力度方面都有待提高。

建议：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今年全区经济指标的实现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所以建议我区在营商环境的投入上有所侧重，将有限的财

力、物力、人力等资源优先使用在对我区经济发展有实质贡献的

领域，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并聚焦“四大产业集群”的细分领域。建议对四

大产业集群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周边区县、省市同类

产业的发展情况，结合我们房山区的现有资源和潜在能力，细化

四大集群的产业结构，定位产业集群里的细分领域，不追求大而

全，集中力量投资到区别于其他区域、有竞争力又互补的细分领

域，建立我区专而精的细分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

第二，侧重对有实质经济贡献企业的支持。建议对我区企业

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分类，在营商环境政策的导向和支持方面，

有所区分，有所侧重，不追求覆盖面，把资源优先投入给当前对

区内经济发展有实质贡献、未来有预期支撑的企业群体，提高政

府资源的投入产出比，稳定经济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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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大对核心技术产业应用的支持。建议针对上述重点

产业细分领域，加大对技术成果在我区产业应用阶段的支持力

度，尤其涉及进口替代、技术创新等突破性技术，对在我区内实

现应用的、服务于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给与重点支持，吸引

核心技术在我区聚集，促进我区产业的升级和增长。

第四，侧重对人才落地和价值贡献的支持。建议我区建立多

元化的人才吸引和奖励政策：一方面对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都给

与落地奖励和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的便利；一方面对有经济

贡献的人才给与重点奖励；一方面对引进、接收人才就业的企业

给与相关政策支持。通过创新措施和力度加强来推动人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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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发改委

一是聚焦“四大产业集群”的细分领域，建立专而精的细分

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在新型储能与氢能产业领域，培育壮大如

燕山石化、环宇京辉、卫蓝新能源、新源储能等一批带动中小企

业协同发展的骨干领军企业，加快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

占有率高、具有行业竞争力的新型储能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先

进基础与关键战略材料产业领域，依托北京石墨烯创新中心种子

企业孵化加速器，深化与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的

全面合作。引导燕山石化、中石化催化剂、八亿时空等龙头企业

通过生态构建、基地建设、内部孵化、赋能带动、数据联通等方

式推挤一批大中小企业融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新材料产业

集群。在智慧医工健康服务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京东方生命科技

产业基地，不断扩大京东方产业规模，培育九和药业、华素制药

等成长为龙头企业。依托北航医工交叉研究院、京东方生命科技

产业基地与中粮健康科技园创新资源，推动介入设备、手术机器

人、康复机器人、大数据精准医疗等产业的发展。在智能制造与

网联汽车产业领域，加快低空经济产业培育，构建以应急救援领

域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智能监测预警设备为主的产业集群，加

速航景创新、史河科技等企业成长。依托 5G 自动驾驶运营示范

优势，重点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发展壮大

长安汽车、驭势科技、中车长客二七、天仁道和等企业。

同时，围绕四大产业集群布局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概念验证

平台。引导北京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东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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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石墨烯未来材料、人工智能医疗装备等领

域谋划建设共性技术平台、概念验证平台。先后开展六次平台建

设工作会。目前已将两家企业的申报材料提交市科委主管处室初

步研究中。

二是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荐符合

申报要求的企业申报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从保险补

贴、新智造 100、绿色低碳、贷款贴息、老旧厂房更新利用、新

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新基建新技术新产品、升规稳规创新等多

个方向给予支持。同时，对符合房山区重点产业领域、战略新兴

产业的高精尖产业项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是支持核心技术产业应用。为进一步拓展核心技术产品市

场应用空间，房山区积极推广首台套装备。一方面加强重点企业

动员组织，开展宣传推广会 2 次，20 余家企业参会。另一方面

进一步加强首台（套）政策解读做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

品储备，制定《房山区潜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储备表》，

共梳理 14 家企业 22 款产品，涉及高端能源及节能环保装备、新

型基础设施关键装备及特色智能专用装备等领域。目前，已向市

发改委推荐成熟产品 8 个。

四是不断健全完善区级人才品牌计划。2023 年，我区全面

整合了区级人才支持资源和市级服务措施，制定实施了《房山区

实施“聚源计划”引才聚才支持办法》，作为我区的区级人才品

牌计划。“房山聚源计划”支持服务区内各层次人才。在人才类

别上，分为战略人才、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和优秀人才；在人才

支持服务措施上，提出“房山聚源计划引才聚才十一条”，为入

选人才发放“房山聚源卡”，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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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才解决在房山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首批“房山聚源计划”

共有 2300 余人申报，经评审，共认定 23 名领军人才，2200 余

名骨干人才和优秀人才。今年，结合首批“房山聚源计划”申报

评审情况，将进一步对“房山聚源计划”进行修订完善，进一步

突出对战略人才和领军人才的支持，在认定机制上，向市级人才

项目看齐，允许驻区央企、市属国企人才申报；在非申报开放期

间，对战略人才建立绿色通道，经区级会议研究，可纳入同等层

次人才类别，享受相应的服务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