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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JIAN SHE QUAN GUO KE JI CHUANG XIN ZHONG XIN

左图：2014年，北京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
黎总部举办“感知中国”设计北京展。

右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
展中心筹备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2 年，北京市作为“设计之都”被批准加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以此为契机，北

京市加快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设计、科

技文化融合领域的产业发展逐渐呈现高端化、服务

化、集聚化、融合化等“高精尖”特点，成为促进

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提升文化体验和城市品质的

战略选择。

产业聚集，科技文化融合
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北京科技文化融合及设计产业规模保

持迅速增长态势，已成为北京经济发展新动力和城

市发展新引擎，突出表现为规模大、环境好、集群

化、国际交往活跃等鲜明特点。

产业发展环境良好。先后出台 《北京“设计之

都”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技术创新行动计

划 （2014—2017 年）》《北京市关于推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15—

2020 年）》，为“设计之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

产业规模较大。目前，全市拥有产品设计、建

筑与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与其他设计等各类设

计企业约 2.3 万家，从业人员约 25 万人，收入合计

超 1800 亿元。2011—2014 年设计产业收入年均增长

13.8%，快于第三产业年均增速 2.2%；2014 年，设

计产业收入增速超出全市第三产业平均增速 5.9%。

产业集聚特征显著。“十二五”期间，依托于北

京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形成西城区核心设计示范区、海淀集成电路设

计和电子产品设计、东城工艺美术设计、朝阳区艺

术时尚与展示设计、顺义和大兴工业设计、石景山

动漫游戏设计等各具特色的发展产业集群，培育了

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中国 （大兴） 工业设

计产业基地、751 时尚设计广场等 30 余个设计创意

园区。

国际交往活跃。2011 年以来，先后举办北京国

际设计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

“感知中国”设计北京展览、北京国际服装周、北京

国际电影节、北京文博会等系列创意活动，获得良

好的国际反响；北京国际设计周成为北京市极具国

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2015 年北京国际设计周

运行期间签约与达成意向合作的设计交易、设计贸

易额及设计消费额超过 120 亿元。创立北京—内罗

毕创意设计研究中心，完成旅游纪念品概念设计，

后续将被开发成两座城市的“旅游名片”，世界级的

城市间对话逐步走向深入。

资源汇聚，全面提升“设
计之都”影响力

科技成果提供动力原料，实现创新领先。
支持文化产业做强做大。通过深入实施首都设

计提升计划，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

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内，引入科学技

术，开展设计示范项目，助推设计与信息技术、节

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融合，推动企业与设计

公司对接。2011 年至今，超过 1700 家企业申报，带

动企业研发设计投入约 30 亿，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超过 700 亿元。2013 年起，开展北京市设计创新中

心认定及培育，至今共认定联想集团、牡丹集团、

小米科技等 161 家单位，且积极服务于“一带一

路”建设，承担的相关项目超过 400 项，服务范围

包括新疆、陕西、甘肃、重庆、广西、云南等省

市，作为设计创新中心之一的北京工美集团设计的

“和平尊”成为 9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向联合国赠送

的庆祝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礼物。

紧抓“高精尖”经济结构，围绕文化产业的科

技需求，重点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工程建

设、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和创新环

境建设四个层面推进科技和文化融合发展，2015 年

带动企业及社会资金投入约 4.5亿元，年服务机构用

户 3000家以上，带动文化消费超过 10亿元。例如建

设基于互联网、科技智库的定制化数字印刷服务系

统，实现出版流程数字化、印刷管理定制化、产品

销售电商化，推动定制化消费；集聚智能创意产品

产业链上下游服务资源，创建智能硬件创业生态

圈，采取“公益服务+投资优势项目+高端定制”的

服务机制，为文化企业提供智能硬件产品设计制造

一站式供应链服务；整合上中下游优势企业联合攻

关，形成“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现代设计素材开发+

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产业链条，开发系列特色

文化创意产品，以传统文化元素为文化市场注入新

活力。

提 升 文 化 事 业 服 务 与 创 新 能 力 。 围 绕 “ 设

计+”布局，突出社会示范作用，从“设计+农业”

着眼支持利用设计改善村镇环境、保护传统村落、

提升乡村旅游、休闲农庄及特色农产品品质；在

“设计+城市”方面，重点支持公共交通、城市景

观、公共设施、社区人居环境、养老设备设施、休

闲旅游及体育场所等与百姓衣食住行用息息相关的

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2015 年 2 月，北京市科委与故宫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以故宫文物修复保护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需

求，加强技术集成创新，提升文物保护修复能力和

技术水平；此外，支持卢沟桥历史抗战博物馆进行

数字化展陈改造，实现卢沟桥博物馆从传统博物馆

的数字转型；支持首都博物馆开展古玉器鉴定研究,

建立首个北京地区出土古玉器文物科技数据库，为

古玉器科技研究及鉴定奠定基础。

全面合作开拓发展思路，实现理念领先。
2013年，北京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主办首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来自 19 个

国家的 31个创意城市通过了 《北京议程》，建立了长

期合作机制，此次峰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

“推动文化与创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活动”。

2014 年，北京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

举办“感知中国”设计北京展，39 家设计机构的

近 400 幅作品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

等方面的创新设计，提升了北京市设计品牌的国际

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设计红星奖从 2006 年成立

至今，已有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4000 多家企

业的超过 36000 件产品参评，包括韩国三星、英国

戴森设计、日本三菱、东方航空、美的电器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成为中国设计界、企业界极具影响力

的奖项。

2009 年以来，每年由北京市科委组织、北京工

业设计促进中心主办的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活

动，已经形成了“国庆·北京看设计”的特色文化旅

游品牌；2015年设计之旅活动范围涉及 28个设计园

区、创意街区及时尚商圈，并首次扩大至京津冀地

区，充分发挥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科技创新中心

的枢纽作用，辐射带动了天津、河北等周边地区创

意设计产业发展。今年 11 月，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

在 京 设 立 “ 国 际 创 意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心 （第 2

类） ”，这是全球首个以“创意与可持续”为主题的

第 2 类中心,表明了教科文组织及广大会员国对北京

在“设计之都”建设和创意城市网络建设取得成效

的充分肯定。参与创意城市网络年会，创意城市网

络协调会等各项活动，积极主动将北京设计理念、

设计成果推向海外。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

背景下，积极推进北京企业与石家庄市正定县合

作。针对正定电视台在提升电视直播水平、升级电

视直播及制作设备的实际需求，组织新奥特 （北

京） 视频技术有限公司与正定电视台合作，开展数

字媒体技术平台建设，推动正定历史文化的传承和

传播；基于正定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佛教资源，组织

北京洛可可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具有正定特色的

“赵云”及“佛教”系列文创产品。推动京津冀三地

的设计企业、设计机构、设计院所、设计师及相关

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联合发起成立包括北京印刷学

院、汉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工业大学、南开

大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等 62 家成员单位

组成的京津冀设计产业联盟，旨在为京津冀设计产

业提供开放性交流协作平台，促进京津冀设计产业

协同一体化发展。

企业集聚催生规模效益，实现成果领先。
建设孵化基地，营造创新创业文化。北京 DRC

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形成 4 万平方米产业集聚

区，在孵企业超过 200 家，年产值超过 20 亿元，吸

纳就业 1 万余人，培育了洛可可、正邦设计等一批

服务世界 500 强企业的设计服务供应商，梅泰诺科

技等以设计研发为主导的科技型创新企业以及视觉

中国网站等为代表的创意服务企业，2014 年 DRC

基地成为全国首批 4 家“中国工业设计示范基地”

之一。丰富新型孵化服务业态，联合清华美院等高

校以及美国杜邦等国际新材料团队共建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为在孵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形成“创客网

络”“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服务化服务业

态。推出国内首家 3D 打印及个性化定制平台“叁迪

网”，采用互联网“O2O”模式，为设计师和消费

者提供扫描数据存储、设计验证机个性化产品定

制，已吸引超过 3000 设计师开设店铺，服务了约

800家中小设计企业和团体。

市区联动推动中关村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建设。推动北京中关村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成为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朝阳区纳入后形成“4+1”模式。北京市科委

积极推动基地建设，支持海淀景观设计协同创新与

孵化服务平台建设，借助土人景观设计的品牌以及

管理流程，搭建景观设计集成模式研究与典型企业

信息平台，形成开放性、标准化、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服务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在朝阳区建立传媒

技术成果集成与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具备创业孵

化、技术集成、消费体验等服务功能，将为 10 万家

企业提供产品在线展示、交流、交易服务；推动 798

艺术区提升科技服务能力，搭建在线 798 云平台，

突破 798 地理空间局限，实现艺术品线上线下展示

以及交易撮合功能；推动石景山区打造动漫游戏产

业平台，带动石景山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文创企业实现收入约 300亿。

协作机制保障示范应用，实现协同领先。
建设技术平台，实现创意到实物。DRC 快速

设 计 制 造 技 术 服 务 平 台 ， 整 合 全 国 54 家 成 员 单

位，38 个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开放共享 1023

台 （套）、 价 值 5.7 亿 元 的 科 技 资 源 。 依 托 该 平

台，北京联合美国 3D Systems 公司等世界先进企

业和机构组建中国工业设计服务联盟，开展 3D 打

印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建立中国首个 3D 打印电

子商务网，实现远程在线打印，为千余家企业提

供 技 术 服 务 。 2013 年 联 想 集 团 、 北 京 城 市 设 计

院、北京服装学院等 22 家单位发起组建北京设计

产业联盟，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促进设计跨

界融合。此外，北京市科委通过“设计之都”建

设专项引导、支持方正科技、依文服饰、雷士照

明等企业建立、建设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围绕设

计关键要素，整合设计资源、畅通产业渠道，提

升设计产业服务能力；支持小米科技创建智能硬

件产品设计平台，将自主开发的“智能硬件通信

模块组”“大数据服务智能应用技术中心”免费向

创客们开放；支持太火鸟利用众筹、众包方式，

引导社区参与产品设计开发全过程，包括提交创

意、审核、估值、开发、预售、生产、销售等多

个流程，打造创意设计生态系统。

打造保障平台，促进设计交易。建立中国首家

设计交易市场，提供国内外设计信息、设计对接、

设计业务交易、展览展示、投融资等服务，形成

“交易+展示+企业”的聚集格局，加速了设计要素

流转，促进北京设计交易额大幅增长，累计实现设

计合同金额 12.3 亿元。开展设计交易评估金融保障

平台建设，与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合作，在中

国设计交易市场建立集交易评估、金融服务、交易

数据统计监测与指数发布、展示体验推广等功能于

一体的创新服务平台，将中国设计交易市场打造成

为设计创意产生到产品实现、金融保障、消费体验

的全链条综合服务平台。依托北京国际设计周，北

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联合“天猫”于 2014 年推出

“设计猫”，采用双向 O2O 模式连接消费者与设计

师，实现从设计创意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设

计师互动再形成新的设计创意，为推动设计消费打

造独有的商业模式闭环。其后，又相继推出“设计

宝”“设计盾”项目，依托网络提供众筹、众包、投

融资、设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等系列综合

性服务。

创新驱动，全力开创科技
文化融合新局面

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按照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的定位，以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与薄弱环

节 为 切 入 点 ， 突 破 共 性 关 键 技 术 ， 加 强 模 式 创

新，大力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设计之

都 ” 建 设 ， 促 进 科 技 、 文 化 融 合 发 展 ， 服 务 于

“四个中心”建设。

完善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相关部门

统筹协调作用，结合新的形势与任务，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建立定期沟通和联席会议制度，增强部

门、区县、行业之间的协同联动。吸引、鼓励产品

设计、建筑规划类设计、视觉传达类设计等行业龙

头企业参与设计创新中心的建设，引导社会资金加

大设计投入，提高设计创新水平。

加强顶层设计和实施推动，推动相关产业深度

融合。统筹部署推进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消费品

加工、建筑、旅游、农业和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的

重点工作。吸引企业开展针对出口地区的产品对策

研究，利用设计能力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品牌

价值。科技文化融合方向，鼓励企业运用高新技术

成果提高传统文化创作、生产、传播等环节的技术

含量，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在出版、会展、影视等

领域的运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扩展服

务内容，延长产业链。

鼓励以设计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市民幸福感。

发挥规划设计在城市空间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城市存量空间开发等领域的作用，鼓励开展城

市标识系统和视觉传达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加强城

市公共交通设施、公共建筑和休闲娱乐设施的规

划。促进低碳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公共安全应急体

系、科技交通系统等市政系统建设，利用设计提升

城市公共管理、公共医疗、公共交通、老年服务等

城市公共服务品质。

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实施“高创计划”培养设计创业领军人才，推出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行业拔尖人才。支持文化企业

多方式、多渠道培养优秀科技人才，鼓励企业聘用

国内外高层次科技、文化人才并给予政策支持。鼓

励人才合理流动，为“艺术大师”与“科学家/科技

领军人才”合二为一搭建平台。

科技文化双轮驱动

加速提升“设计之都”影响力
□ 科 文

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进行的优秀设计作品展示

联想Yoga3 获2015年红星奖至尊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