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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内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
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墙内墙外两重天。

红砖、素瓦、铁皮门⋯⋯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东北角一间破旧的库房里，1980年，由纪世瀛、陈春

先、崔文栋创办的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诞生。

纪世瀛被誉为“中关村第一村民”。凡事称为

“第一”都很不简单，除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

业，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研究所、第一家民办研究院都

出自他手。今年 77岁的纪世瀛见证了中关村从无

到有，中国高新园区由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

回忆第一次“吃螃蟹”的经历，老人坦言说自

己当时是热血青年。“正是浓浓的爱国热情，不忍

心看老百姓过苦日子，想要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

的 纯 朴 思 想 促 使 我 放 弃 了 金 字 塔 尖 安 逸 的 生

活。”纪世瀛说。

1967 年，纪世瀛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

系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是严济慈的关门弟子。

创业之前，纪世瀛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工程

师，陈春先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

大墙内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

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墙内

墙外两重天。”纪世瀛说，当时还不允许公职人员

下海经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灰尘满布，大墙

外的社会却看不到一眼，更谈不上推广应用。

压抑、苦闷，浑身有劲使不出来。一天，中国研

究核聚变的领军人物陈春先闯进了纪世瀛的宿舍。

“老纪，你愿不愿和我一块搞个新试验？一个更大的

试验，更大更重要的聚变，科研与生产之间的聚变。”

当时，陈春先刚考察完美国128号技术公路和硅

谷归国，心潮澎湃，决定也要搞中国的“硅谷一条街”。

1980 年 10 月 23 日，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

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创立，无工商注册，无法人代表，中关村的“科

技游击队”就此开始“游荡”。

“现在创业是光荣的事儿，就连总理都来关

注创业大街。”纪世瀛感慨，回想我们那时候犹如

身处黑暗隧洞之中，四面楚歌。

创业初期的技术服务部，政策没有，开账号

不行，刻章不成，由于太“超前”，没有国家法制环

境来保障这一新生事物，被人认为是个“怪物”。

因为服务部提供咨询服务挣了 3 万元，每人发了

15 块的奖金，惊动了中科院，技术服务部于是被

查账、封门、盯梢，甚至立案调查。到 1982 年，技

术服务部被彻底封门。

1983 年 1 月 25 日清晨，纪世瀛被邻居拍门

喊醒，“你们可以翻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

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1 月 29

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为尽快把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

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

头，应予鼓励。”随后，中央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

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

之后，纪世瀛又和陈春先创办了北京第一个

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开发研

究所。1987 年，在民营企业陷入发展低潮时，他

又出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一干就是

14 年，为中关村民营科技发展奔走呼号。

中关村，曾经的京郊小村，正是一代又一代

创业者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开拓

创新，才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其成为中国改革的

试验田，到如今的创业高地。

“ 中 关 村 不 可 复 制 ，但 中 关 村 精 神 可 以 复

制。”纪世瀛总说，“如果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中关

村，中国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

纪世瀛：我是中关村最早“吃螃蟹”的人

1988 年 5 月 10 日，注定被载入史册。

这一天，国务院批准建设第一个国家高新

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即中关

村科技园区前身。随后，武汉、南京、西安、天津、

深 圳 ⋯⋯ 全 国 各 地 的 高 新 区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截至目前，国家高新区数量已达到 169 家。

2001 年，国家高新区 GDP 总和为 2855.4 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2018 年，国家高新

区 GDP 总和达 11.06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3%；2019 年前 7 个月，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

入 20.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

30 多年来，秉承“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理

念，国家高新区一直致力于打造“高新技术的商

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试验田。如今，国家高新

区已成为全国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科技投入最

大、科技成果和专利产出最高、新产品新技术产

出最多的区域，正朝着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稳步迈进。

从蹒跚学步到昂首阔步

国家高新区领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付丽丽

中国高新区的设立，要追溯到 1978 年 3 月召

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那次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

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成为我国科技工作改革与开

放的重要契机和起点，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

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的历史性决策。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一大批

科研人员突破传统科研和经济体制束缚，投身创

新创业大潮，进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激发了创

新创业活力。

“中国高新区建设确实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开

始的。”长期从事高新区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北京

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缉慈曾说，建立高新

区的另一背景是奋斗精神，觉得外国人做到的中

国人一定能做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新技术

的发展，可以说是“空转起步”——国家不给资

金、什么都没有，就是放活科研人员。很多学者

从高楼大院走出来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因而，中

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

展是几乎同步、密不可分的。在这种背景下，人

们本着一种很纯朴的要发展中国的高技术的想

法，开始建设国家高新区。

1980 年 10 月，在改革开放和美国硅谷传奇

的鼓舞下，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核物理

学家陈春先、纪世瀛等 7 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创

办了我国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

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为孕育国家高新区

播下了一粒“种子”。1983 年起，京海、四通、信

通、科海、联想等公司相继成立，并聚集了上百家

大大小小科工贸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

模，形成了早期的科技园区雏形。

1988 年 8 月 8 日，“火炬计划”点燃。“当时，

火炬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创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环境、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

心、实施火炬计划项目、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国

际化和培训人才。”原国家科委火炬中心副主任

叶吉唐说。

“有了高新区，可是高新区需要什么政策，应

该怎么办，当时一片空白。”叶吉唐说，作为一个

改革开放的产物和用高新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

新生事物，高新区需要什么政策发展，火炬项目

需要什么培育政策，在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

带领下，老一辈“火炬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为了让金融、工商、税务、土地等部门支持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他们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一次

又一次游说，受尽了冷眼，坐足了冷板凳。”对当

年的工作情形，叶吉唐记忆犹新。

直到 1991 年，原国家税务局终于决定采取

“放水养鱼”的办法，给予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火炬计划的资金来源不

同于以往的研究计划，除了国家划拨部分资金外，

更多依靠银行贷款、金融机构投资和企业自筹资

金。在多次向银行介绍计划之后，火炬办最终拿

到了 2000 万元的贷款指标，加上原国家科委划拨

的 400万元起步经费，火炬计划才得以启动。

初创探索 400 万元启动火炬计划

“与其他类型的开发区不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肩负了‘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历史使命。”科技部火炬中心主

任贾敬敦说，回顾这 30 多年的历史，国家高新区

建 设 过 程 大 致 经 历 了 3 个 阶 段 ，即 初 创 阶 段

（1988—2000 年）、二 次 创 业 阶 段（2001—2010

年）和创新驱动战略提升阶段（2011—2018 年），

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

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会武看来，

我国高新区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成为凝聚国家竞争优势的

重要载体。30 多年来，我国国家高新区走过了

从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发展的要素集聚阶段、植

入创新元素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全面创新发展

与生态建设的综合性园区三个阶段。

刘会武表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涌现了

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高新区，这些国家高新区

依靠先天优势、优惠政策或者创新理念及模式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崛起的

标兵示范。

在“一次创业”时期，以无锡高新区、厦门火

炬高新区等为代表，主要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实现

了快速壮大。无锡高新区积极引入新加坡等海

外资源，培育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先进产

业。厦门火炬高新区组建了高效的招商服务中

心，20 世纪 90 年代先后引进了 ABB、戴尔等跨国

公司，为产业起飞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

力量，2003 年其成为全国第一个每平方公里创

工业产值百亿元的高新区。

在“二次创业”时期，苏州工业园区、东莞松山

湖高新区等是营造创新环境，实现转型升级的有力

践行者。苏州工业园区在紧抓全球制造业转移机

遇，吸引电子信息制造和机械装备制造领域跨国公

司入驻，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之后，又积极推进

园区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实施“科教

兴区”战略，打造独墅湖科教创新区，集聚 24 所国

内外院校和 400余家研发机构。同时，该区开展科

技领军人才工程，引进一批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等。

“从目前发展形态来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深圳高新区、杭州高新区等成为国家

高新区新时期创业的样本。”刘会武说。

创业创新 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试验区”到“科技园”再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中关村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表示：“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作为改革创新的先行区，始终走在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前列。人才、技术、资本

成为‘新三驾马车’，中关村为创新发展注入了蓬

勃动力。”

有数字为证，2019 年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

节能领域等六大高新技术领域实现总收入 2.2 万

亿元，占示范区总收入比重达 80.3%。其中，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领域增长动力充足，同比分别

增长 14.6%、13.7%。1—6 月，示范区新产品产值

1706.7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32.2%。

“当前，国家高新区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已经成为全国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科技投入最

大、科技成果和专利产出最高、新技术新产品产

生最多的区域，正在实现由‘量’的增长向更加注

重‘质’的提升转变。”贾敬敦说。

国家高新区持续集聚创新资源与平台。从

市场需求出发，国家高新区鼓励和支持研发机构

建设，有效解决了科研与市场对接“两张皮”的痼

疾。目前，国家高新区集聚了各类大学 969 所、

研 究 院 所 3400 多 家 、新 型 产 业 技 术 研 发 机 构

1700 余家，建立起了 1000 多个省级以上科技企

业孵化器、2600 多家省级以上产品检测检验机

构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

国 家 高 新 区 持 续 提 升 创 新 效 率 和 能 力 。

2018 年，169 家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经费内部

支出 7455.7 亿元，实现同比增长 16.7%，占到全

国企业 R&D 经费支出的 48.9%；国家高新区企

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园区生产总值比例为 6.7%，

是 全 国 研 发 经 费 支 出 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例

（2.19%）的 3.1 倍。

国家高新区不断产生重大创新成果。国家高

新区在高效能计算机、人工非线性晶体、纳米材料

和印制、智能机器人、中文信息处理、量子通信、柔

性显示、人用禽流感疫苗、燃料电池技术和应用等

方面相继获得重要突破，开辟了产业发展新方向。

昆山高新区的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产业已有 10个创

新品种处在临床研究的各个阶段，苏州瑞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完成国内首例小核酸临床试验。

然而，贾敬敦指出，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加速重构全球经济结构，我国经济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科技的发展动力、发展

方向和发展模式都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高新区发

展也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如自主创新

能力还不够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严峻等。

“未来 30 年，国家高新区要深刻把握新的时

代特征，率先求变，主动践行新发展理念，探索新

举措，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开阔的国际化视

野，发挥好引领、辐射作用。要营造良好创新创业

生态和营商环境，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

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把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引领和支撑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强大引擎。”贾敬敦说。

由量到质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2017 年国家高新区营收数据

国家高新区数量增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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