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新区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
访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

“十三五”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工作，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宏伟目标，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国家

高新区自建设以来始终坚守‘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近年来，

国家高新区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定

位，成为了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平台，成为

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在全

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1988年5月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在

北京中关村设立至今，国家高新区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总数达到 169 家。

2019 年，169 家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

入38.3万亿元、工业总产值24.8万亿元、

出口总额3.8万亿元、净利润2.4万亿元、

上缴税额1.9万亿元，园区生产总值加总

达到 12.2万亿元，相当于全国生产总值

的 12.3%，比“十二五”末提高了 0.6个百

分点。

国家高新区成为
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

三十多年来，国家高新区以创新为

第一动力，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逐

步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增长极，创

新能力大幅攀升，成为科技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区域创新高地。

截至 2018年年底，国家高新区集聚

了全国 70%以上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实验室；拥有省级及以上新型

研发机构848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65家、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906家，拥有

高新技术企业6.7万家，占全国高企总数

的37.3%。企业研发（R&D）经费内部支

出达7455.7亿元，占全国企业R&D经费

支出的 48.9%；高新区企业R&D经费内

部支出占园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

6.7%，是全国R&D经费支出与GDP比例

的3倍，国家高新区实现了由“量”的增长

向更加注重“质”的提升转变。

“近年来，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参

与全球创新竞争的主阵地。”贾敬敦说，

国家高新区坚持开放协同发展，不断提

升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的创新竞争力显

著增强。截至2018年年底，国家高新区

内共有外资研发机构3646家，当年申请

的 PCT 国际专利受理量达到 2.3 万件，

占我国 PCT 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重超

过 41.8%。2018 年，国家高新区企业当

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 3362.6亿元，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

重达到 38.0%，对外直接投资额 1297.4
亿元，占全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比重达 16.3%，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

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高地。

科技战“疫”中的
“高新”力量功不可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高新

区充分发挥大批科技型企业和新业态

企业集聚优势，组织、引导各类企业精

准抗疫，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发

展，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为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了高新力量。

截至 5 月 13 日，全国 169 家国家高

新区已经复工的企业达到 112.4 万家，

企业总体复工率达到 93.3%，已经复工

的企业人员达到 2398.8万人，企业人员

复工率达到 90.9%。7.6 万家规模以上

企业的复工率达到 98.6%，其中规上工

业企业复工率为 99.1%，规上服务业企

业复工率为 97.8%，国家高新区中小企

业的复工复产明显好于全国中小企业

的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 3 月份，众多

高新区走出了“深V”的经济走势。

“可以说，无论是在科技创新对经

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作用，还是科技成果

的技术攻坚助力疫情防控，都体现出了

国家高新区在应对疫情，助推经济发展

方面的抗压性与活跃性。”贾敬敦表示。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趋于常态化，

国际疫情始终处于高压态势。国际需

求端的不稳定性对于出口额占全国

20.5%的国家高新区群体来说，具有重

大影响。

“国家高新区迈入‘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新时代的新定位对国

家高新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高新

区要攻坚克难，采取新的举措，在深化改

革上找出路，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找出路，

在开放协同创新上找出路，形成国家高

新区发展新优势。”贾敬敦表示。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引领。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高新

区发展的重要指示，研究提出国家高新区

中长期发展思路，及早编制国家“十四五”

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任务与举措。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优

化评价指标体系，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

的作用，强化国家高新区评价的政策导

向，有效指导国家高新区补短板、强弱

项、促提升，致力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建

设。支持国家高新区企业参与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支持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实验

室、国家大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等创新平台，开展前沿性重大科学研

究。支持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新型研发机构等创业

孵化载体，打造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升级，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应对

疫情影响的内生动力。

“一区一主导产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 3 月，科技部印发《关于科技

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

若干措施》通知，明确加快推动新布局

一批国家高新区，是落实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有力举措，对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具

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新升级国家高新区要充分认识国

家高新区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作用，贯彻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成为所在

区域科技创新的典范。”贾敬敦表示。

一是要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

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是国家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新升级国家高

新区要高点定位、长远谋划，按照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以“激发活力、增强动

力、提升效率”为目标，以深化“放管服”

改革为重点，遵循“小政府、大服务”的

理念，逐步建立机构精简、高效服务的

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是要做大做强特色主导产业。新

升级国家高新区要按照“一区一主导产

业”的原则，深耕主导产业，加强产业技

术创新，以科技创新推进实体经济提质

增效，把握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超前布局面向未来的前沿新兴产业。

三是要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新升

级国家高新区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的重

要载体，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

区域政策体系，促进科技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集聚，注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用人才和技术为产业赋能；依托双

创平台，聚集新兴产业；完善服务链，营

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

四是要深化产城融合发展。国家

高新区不是单纯的产业园区，应是产城

融合的典范，是具有现代化形象的科技

新城和城市新地标，在增强创新活力和

发展实力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示范、

辐射、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宜居宜业

宜商的创新高地。

“近年来，国家高新区在引领区域

经济发展、助推国家科技创新方面始终

走在了前列。但是，部分国家高新区在

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短板和不足，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创新驱动发展动

力尚未完全形成，人才、技术、资本等要

素还未得到很好集聚，原始创新能力相

对欠缺。”贾敬敦告诉记者，围绕这些短

板和不足，科技部火炬中心按照科技部

《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

稳运行的若干措施》的要求，正在研究

制定国家高新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

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大考核评价工作力

度，提高考核评价工作水平，用好考核

“指挥棒”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国家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

贾敬敦表示，“十四五”（2021-2025
年）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国家高

新区进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的五年规划。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

公布了《关于做好国家高新区十四五规

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希望各国家

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认真开展“十

四五”规划的研究及编制工作，在总结

“十三五”发展成效和剖析目标完成情

况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国家高新区“十

四五”发展规划。

▶ 本报记者 李争粉报道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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