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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让科学家回归本身，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课题和实验，可以把 90%的精力都放在研究上。”

今年 43 岁的邵峰，2005 年 7 月 16 日从哈佛大学医

学院来到位于昌平与海淀交界的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致力于病原细菌感染和宿主天然免疫防御

研究。在国际上很少有人两个方向都能做得比较

深 入 的 情 况 下 ，邵 峰 已 经 有 了 系 列 原 创 性 发 现 ，

并 在《自 然》《科 学》《细 胞》三 个 顶 尖 科 学 刊 物 上

发表了 10 篇论文，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 60 多篇，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和美国微生物

学院院士。

“在科研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秀的

同伴，与最优秀的人为伍。很幸运，我在北生所遇到

许多优秀的同行和前辈。”这是陈婷研究员之所以做

出留所选择最由衷的感慨。

“只有人才集聚、主体活跃、潜能激发，才能让一

个地方焕发勃勃生机。”昌平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燕

友说，昌平能有‘高精尖’的基础和高端产业蓬勃发展

的态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高端人才在昌平聚集。

“十三五”时期，昌平要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就需要聚

集一批顶尖科学家和科研团队，让人才智慧得到充分

激发，提升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水平。

把创新人才留在家门口

过去人们一提起昌平，想到的首先是“睡城”两个

字。这里有著名的回龙观和天通苑，人口加在一起接

近一百万。而这一百万人口里面有 65%以上是大专

以上毕业，70%以上是 18—45 岁的人群，并且也是

BAT公司在京员工生活的主要聚集地。

曾经，由于缺乏产业配套，大量居住在回龙观、天

通苑的年轻人每天过着潮汐般的生活。白天，他们搭

乘地铁、公交，涌向中关村、国贸、金融街等高新技术

产业密集区；晚上，人群又奔涌而归。职住分离，使得

这两个地区成为“睡城”“堵城”。

“这类人群实际上是最具有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

的人群，是今后昌平创新创业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

人才资源储备，这些人才资源将为昌平的创新创业及

产业高端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昌平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贵光说。

但如何让这些优秀人才不仅在昌平居住，更能在

昌平创新创业呢？

从去年开始，昌平区政府和腾讯合作在回龙观成

立了全国第一个双创社区——回+双创社区，给创新

创业者提供更多便利、低成本的选择，让创新人才真

正实现家门口创业，大大缓解了职住不平衡、交通拥

堵等大城市病问题。

目前，回+双创社区内，国内单体最大的众创空

间——腾讯众创空间已入驻团队 180 多个，空间办

公、创业总人数已达 2000 人以上。“今后三年内，腾讯

众创空间预计吸引 500 家科技类企业，汇集 100 名左

右各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外专家，200 名左右中青

年科技骨干，带动近 1000 人就业，对相关产业形成不

低于 1∶10的拉动作用。”苏贵光说。

除了众创空间及孵化器的集聚为昌平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双创人才，在昌平，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种子

也正生根发芽。昌平区科委主任李雪红介绍，目前昌

平区聚集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北京邮电、中国石油、

华北电力、北京化工等在内的 43 所高等院校。这些

高校里众多的实验室、众多的科研成果、众多的科研

人才，以及培养出来的源源不断的年轻人都是昌平创

新的“源头”。

高端人才相继落户扎根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昌平科技

园区内的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中组部“千人

计划”、北京市“海聚工程”引进专家解江冰博士创办。

解江冰是美国加州大学高分子化学博士，专门研

究眼科材料。2010 年他回国创业，当时的想法很明

确，要研发生产自主创新、民族品牌的白内障人工晶

状体，未来还要开发全系列眼科医疗产品，包括植入

类眼科耗材、手术器械、手术设备、眼视光产品、眼科

药品等系列产品，覆盖白内障、青光眼、眼视光等诸多

领域，成为引领国内眼科医疗领域的领军企业。

企业落户在哪里？是一个问题。

昌平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绝对的支持、信任，最

好的适合生产的条件，让解江冰留在了昌平，这一留

就到了现在。从 2010 年到 2014 年的时间里，解江冰

一直没能拿出成熟的产品，研发、投入，再研发、再投

入，许多人都有点扛不住了，难得的是昌平科技园和

解江冰都扛住了。2014年，爱博诺德拿出了成熟的产

品，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折叠人工晶体的生产企业。

和解江冰一样，选择留在昌平的“千人计划”专家

还有 202名、“海聚工程”和“高聚工程”人才 42名。仅

生命科学园，就聚集了高端人才 97 人，其中院士 14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22 人，“千人计划”33 人，

“海聚工程”66 人，“高聚工程”11 人；聚集了施一公、

王晓东和贺福初等 13名美国科学院、中国两院院士，

成为当前国内大健康产业领域高端人才的高度集聚

地。在未来科技城，通过“千人计划”已引进海外专家

176 人，常驻专家 57 人，高级职称以上科研人才 1318

名，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6个。在已入驻园区的 8500名

科研人员中，有超过半数的高级职称人员聚集在能源

研究领域。3 年来，园区内央企累计获得有效专利

2435 件，能源领域占到近 90%。此外，依托众多的高

校和科研机构，昌平累计培养了 15 万名科技企业从

业人员，其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达到 50%以上……

打造高端人才栖息地

张燕友表示，昌平要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依托产业集聚区、骨干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集

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打造高层次

人才栖息地。

近些年，昌平不断地优化区域内生活环境、就医

环境、教育环境、创新环境。通过实施“名师名校”工

程，引进北师大附中附小、北京四中等优质教育资源，

建设了新的校区达 20 所；同时还引进了一大批优质

的医疗资源，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清华大学

长庚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未来科技城国际医院

等近两年来先后落户昌平。“下一步，昌平还将进一步

加快清华附中昌平学校、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北大人

民医院北院区等项目的建设和落地，积极引入高品质

国际学校、国际医院，探索建立专科医联体，强化新型

校际联盟辐射功能。”苏贵光介绍。

在人才引进方面，昌平区出台了“十三五”规划关

于人才工作的总体部署，并启动了“昌聚工程”，在推

进工作机制创新、人才激励、人才评定等多方面进行

细化。比如，为入选“千人计划”“海聚工程”等高层次

人才提供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为高层次人才创办

的企业优先提供融资担保、贷款贴息等支持，对承担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

目的高层次人才，由北京市政府科技重大专项及产业

化项目统筹资金给予支持。在配套服务上，昌平将优

先为“昌聚工程”高层次科技人才申请引进落户政策，

同时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住房保障、配偶就业等方

面给予优厚待遇。

爱博诺德企业发展部负责人郭煊告诉科技日报，

尽管企业已步入轨道，但是并没有离开昌平的打算，

因为“公司发展需要的这里都有了”。不仅如此，他和

同事们都把家搬到了昌平，也是因为“生活需要的这

里都有了”。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活环境，这些年我们不

断在改进完善。昌平住了那么多高端人群，我们希望

他们对昌平能有归宿感、认同感。”苏贵光说，“我特别

期望，今后的昌平能真正形成一种创新文化，每个人

可以在这里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理想抱负。而

这，应该是昌平未来最大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昌平真

正的动人之处。”

创新人才集聚 只待乘风破浪
——来自创新型城市的一线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年

度报告《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5 年中国

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与日本之和，我国的中兴

通讯和华为成为全球专利数量排名前十的企业。

海外专利申请数量直接评判的是一个国家

企业的创新能力，信息通信相关企业虽然继续走

在我国技术研发与专利申请的前沿，但在从数量

向质量的跃升中，还待努力。

通讯企业继续领衔我国专利排行榜
——行业“大咖”解读知识产权发展

文·本报记者 刘 艳

与其他大国相比，我国 85%的专利来自电

信、计算、数字通信和视听技术领域，这其中，领

袖型企业表现抢眼。

据中兴通讯首席知识产权官申楠介绍，中兴

通讯连续六年位居国际专利申请量前三、中国专

利奖 7金 31优、蝉联 PCT 第一、芯片专利中国第

一、物联网专利全球第三。

公开数据显示，中兴通讯在 2015 年的研发

投入高达 122亿元，同比增长 35.4%，位居国内上

市公司首位。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兴通讯

拥有超过 6.8 万余件全球专利资产、已授权专利

超过 2.5万件。

凭借知识产权实力，中兴通讯已成功狙击海

外多起专利诉论。据申楠介绍，自 2011年以来，

中兴通讯连续 6 年应诉美国知识专利运营公司

TPL、IDCC、Flashpoint等发起的 7起 337调查，成

为唯一获得美国“337调查”5连胜的中国企业。

但是，这些胜利不能抹杀我国企业对于国际

竞争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与国际巨头之间的差距，

无序的市场及相互之间知识产权竞争，更给企业

的发展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对此，申楠表示，中兴通讯越来越认识到国内产业

合作者应当坚持开放、共赢的态度，在政府或行业

协会的引导下建立产业联盟，减少内耗形成合力。

和设备商相比，运营商之间很少见到相互的

专利诉讼，有人因此认为专利创新与运营商没有

太大的关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

贾晓辉在201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第五

届 ICT产业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大会”上发言时

透露，运营商的高质量专利一点都不缺乏。

公开数据调查显示，在全球主要运营商拥有

的专利数量中，排名第一的日本运营商NTT年申

请量为3000—5000件，中国移动排名第三，约1500

件左右。在标准专利方面，中国移动排名第四。

通讯企业专利创新能力表现抢眼

涉及垂直行业众多，5G 作为下一代无线通

信技术革命的核心孕育着极大的商业价值，我国

推动 5G标准的士气很高，在 5G研发上的积极性

和争夺 5G话语权的决心更显而易见。

据申楠介绍，中兴通讯在位于中国、美国和

欧洲的 10多个研究所，已投入 800多位专家针对

5G 领域进行研发，2016 年—2018 年计划累计投

资 20 亿元。截至 2015 年底，中兴通讯已有近千

件涉及 5G关键技术相关的专利的布局。

虽然我国对 5G 专利申请的意识提升很多，

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

雷表示，现在世界各国都处在 5G 发展的起跑阶

段，我国虽不落后但也不能盲目乐观，专利技术

的申请应该与 5G标准研发同步。

王雷的观点代表了业内人士的普遍态度，通

信产业是标准至上的技术产业，专利作为体现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标准卡位战的重要

战场。在我国积极投入 5G 标准研发的同时，唯

有构建强大的专利库、专利保护体系，才能在当

下以及未来的通信舞台上占据主动。

与此同时，王雷强调，专利申请不能只注

重数量，还是要注重质量。据了解，目前 5G 专

利申请量中，如果说我国占申请总量的三成，

那美国占两成，欧洲韩国各占一成，日本占半

成，但我国有价值的 5G 技术专利还很欠缺，很

多 5G 关键技术，我国还没有成型的专利，诸

如，5G 高频通信、能够减少能耗的 5G 基站休

眠技术等。

5G专利申请要与标准之争同步
虽然专利诉讼是一场耗时费钱的持久战，

但在移动通信互联网领域愈演愈烈的竞争中，

无论是国外的苹果、三星、爱立信，还是国内

的华为、小米、魅族等纷纷卷入专利纠纷。但

是，我国相关手机企业在专利能力上并不完全

被动。

金立董事长刘立荣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知识产权是产品的入门券，是品牌建设的助推

器，更是为金立手机全球化保驾护航的“宙斯

盾”。金立知识产权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美

国、印度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统计数据显

示，2015 年金立专利申请量达千余件，截至目

前，金立手机累计专利申请超过 3000 件。

在我国手机企业中，中兴通讯、华为在专利

领域的积累最为深厚。截至 2015 年底，中兴通

讯终端专利资产超过 2.2 万件，其中已经授权专

利超过 4600 件，PCT 申请量近万件。语音操控

专利申请量超过 200 件，双摄像头专利过百件。

在 提 升 专 利 能 力 上 ，与 老 牌 手 机 厂 商 边

发展边布局不同，我国的新兴手机厂商往往

在成立之初就将知识产权和专利布局提到战

略高度。

360 手机执行副总裁李开新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深知专利不仅代表着

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代表着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360 手机虽然仅有一年多的历史，但自建

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专利的发明和申请。”据李

开新介绍，360 手机从成立到现在的一年半时

间里申请了近 500 个有关手机的专利，包含了

手机设计、交互、结构、功能等。

虽然我国手机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的硬伤仍

未根治，但在从“技术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中，我国手机厂商围绕材质、设计与功能，推出

了许多创新的技术、应用及服务。

国产手机专利能力并不被动

“农民工‘返乡潮’具有被迫性与被动性。”近日，中国科协第

117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举办，与会专家就“城镇化”与“返乡

潮”的思辨——如何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避免农村衰落等问题展

开热烈探讨。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宝富

如是说。

谢宝富表示，其在做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时发现，我国流动

人口在住房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如人口大城市流向与中小城镇

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矛盾；人口调控与城市发展离不开流动人口之

间存在矛盾等等，不解决这些矛盾，就无法做好流动人口住房服务

工作；做不好流动人口居住服务工作，流动人口就留不下来，就只

能被迫离开。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农民工“返乡潮”确实具有很

大的被迫性与被动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司原司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李兵弟认为，“返乡潮”是指在城镇居民就业的农村人

口因户籍制度限制、公共服务缺失、劳动技能下降等原因难以融入

城镇，被动地从异地城镇向本地城镇和农村回流的大规模区域的

人口迁移活动。

李兵弟表示，当前，我国已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时期，“返乡

潮”是不是客观规律，改革发展与制度供给的矛盾会不会影响到

“返乡潮”，如何破解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规律性衰落与凋敝等

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在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志锋看来，要想避免

农民工“返乡潮”，就需要解决户籍制度、住房、低保等一系列问

题。虽然现在很多城市都推出了廉租房，但农民工是不是真能享

受到实惠？如果想让农民工永久性地迁移留在城市，在住房方面

可能还要有一些实际的措施，比如说通过公积金的方式，把农民工

纳入公积金系统，使他们财力增加后能够在城里买房，买了房以后

才能真正地留下来。

当然，随着城市“留住”农民工，另一个问题即乡村衰败的问题

就会出现。如何避免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衰败的问题，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守英指出，要发现乡村的独特性，不要千

村一面；要解决好“主人”和“外人”的关系，现在资本、政府等各种

资源进到乡村以后，实际上已经把“主人”给流失了，乡村似乎跟

“主人”没有了太大关系。

“最为关键的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根本，当前宅基地的无偿

性和产业的无偿分配问题，也严重导致了乡村秩序的无序和空心

化。”刘守英说。

科协学术沙龙

专家思辨如何留住农民工

文·本报记者 付丽丽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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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双创社区内，创业者在相互交流。

回+双创杯 2016北京昌平户外三项挑战赛获奖选手合影。

生命科学园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做试验。

国际友人访问腾讯众创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