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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火炬 照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路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邓小平同

志“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题词30周年。

自 1988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火炬计划以

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踏上了高速发展之路。30多年

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

筚路蓝缕
高新火炬已成燎原之势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科

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5年，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

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同

时，首次提出“为加快新型产业的发展，要在全国选择

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

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

1988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把科技

发展与经济活动在物理空间上结合起来的首次尝

试。

1988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火

炬计划。在当时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背景下，火

炬计划具有很强的先导性，第一次把市场机制引入

科技领域，按照“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法，

重点培育和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使

得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可以承担国家科技计划。

在火炬计划支持下，上世纪 90年代，我国诞生了

以联想、方正、四通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科技企业，

掀起了“下海”创业热潮。

在火炬旗帜的引领下，通过开创性地引导建立

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转移机构和推动

制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交易税收减免政策等方式，

30多年来培育催生出了我国科技企业群体这支新兴

力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的关键支撑，形

成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燎原之势。

如今，国家高新区达到 169 家，国家自创区达到

21 个；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到了 27.5万家和 22.3万家；1.4万余家众创空间、孵化

器和加速器基本覆盖全国 90%以上的县级以上行政

区。

先行先试
国家高新区成科技创新主阵地

建设国家高新区是实施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

实践证明，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

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成功的典型之一。

自 198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家国家高新区以

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从无到有、由少到

多，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崛起，已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坚力量。

世界第一个U盘，中国第一台超级计算机、第一根

光纤、第一个光传输系统、第一个即时通信软件、第一

部国产手机、第一款中文搜索引擎、第一枚人工智能芯

片、第一个量子通信卫星……均诞生在国家高新区。

据统计，2020年国家高新区实现营业收入41.8万

亿元、工业总产值 25.8万亿元、利润总额 3.3万亿元、

出口总额 4.3万亿元。2020年，国家高新区当年新增

注册企业数 66.7 万家，日均新注册企业数超过 1827
家，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活跃度继续维持在较高水

平。国家高新区集聚培育了全国36.4%的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三成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 67%的科创板上市

企业。

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国家高新区在新时

代赋予了新使命和新定位，提出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

作为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

一，今年 2月，科技部印发《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为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设定了新目

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制造体系进一

步完善，绿色产业不断壮大，可持续的绿色生态发展

体系基本形成，培育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

绿色发展示范园区和一批绿色技术领先企业，部分高

新区率先实现碳中和。

事实上，作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绿色发展早已

融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基因。

据统计，2019年国家高新区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

能耗为 0.464吨标准煤，优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标准相关指标值和全国平均水平。

6月 8日，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多个国家高新区

发起《国家高新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宣言》，将加快

支持前沿性、颠覆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为我国“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

标贡献高新力量。

面向“十四五”，国家高新区承担着新的历史使

命。相关信息显示，国家高新区未来将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高举“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旗帜，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高水平创新创

业生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全力建设成为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成为引领和支撑我

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强大引擎。

明确方向
高新产业加速集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出顶层部署。这为火炬事

业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火炬工作始终坚持把

培育和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工

作重点，修订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规则，放宽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上线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系统，实施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加

快促进科技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数据显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自 2017 年

10月上线以来，入库登记的中小企业目前已达22.3万

家，企业研发强度超过9%，显著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

平。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

22.5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为

我国经济增长源源不断注人新动力。创新主体的不

断壮大也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

能。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10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共

集聚企业23638家，平均每个集群集聚企业约217家，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44%，企业科技活动支出占当

年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2%。2020年，火炬特色产

业基地新增38家，总数达478家。

破除藩篱
双创孵化迈入新阶段

1987年6月，武汉东湖之畔，一座面积为659平方

米的闲置营房里，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正式诞

生。中国创业孵化载体事业由此而发，探索前行，孵

化出一个跨越时代的梦想。

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创业孵化载体已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1.4万余家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加速器基本

覆盖全国 90%以上的县级以上行政区，载体数量跃居

世界第一为。截至 2020年年底，全国众创空间、孵化

器超过1.1万家，全年服务初创企业近62万家，累计吸

纳创业投资 3520 亿元；孵化器累计毕业企业 13.9 万

家，上市和挂牌企业达到921家，分别占创业板1/6和

新三板 1/10，总市值超过 3.3万亿元。创业孵化载体

蓬勃发展，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火炬旗帜的引领下，我国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呈

现出新趋势、新变化，以技术转移服务为核心的科技服

务业态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已培育国家

技术转移机构453家，创新驿站站点92家，省（市）级技

术交易网络平台40余个，创业孵化机构1万多家，国家

技术转移区域中心11个，各类技术交易机构超过2万

家，构成了我国技术市场服务体系的基础架构，极大地

激发出科研人员转化成果的热情，带动全国技术交易

活动日趋活跃。2020年 ，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

额达28251.51亿元；高校院所出现了一些技术成果作

价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带

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

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正在不断消融。

始于2016年的中国创新挑战赛，按照“揭榜挂帅”

的工作要求，开启了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集众智

迎挑战、解难题的序幕。这不仅是一项赛事活动，更

是一项聚焦技术供需对接、突出研发众包特色、打通

科技转化通道的系统性工作。仅 2020年第五届中国

创新挑战赛，就集中发布重点需求230项。如今，越来

越多的企业通过中国创新挑战赛解决了发展中的实

际问题，降低了创新成本；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通过

挑战赛将科研成果变成了累累硕果；越来越多的科技

服务机构在挑战赛舞台上逐步成长起来。

斗转星移、初心不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新时代的火炬人，将更加团结协作、更加担当作为，主

动应对风险挑战和把握宝贵发展机遇，推动我国科技

创新创业更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创新

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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