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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创新破题的场景创新破题的““北京探索北京探索””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12 月 11-12 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部署 2025年重点任务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

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开展

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问场景创新之需，答场景应用之问。”近日，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探索实践中，北京市突出以场

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重点聚焦高精尖产业发展

需求，以新范式和新模式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供

需合作对接，通过高质量科技供给、高效率成果

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积极成效。

以北京市应用场景统一发布平台与北京市

产业地图实现对接为例，截至目前，2024 年该平

台已发布场景 108 个，其中需求类 77 个，能力类

26个，示范项目类 5个，平台自上线以来，累计访

问量达 20余万次，为北京市科技创新持续提供场

景资源。

坚持场景牵引与应用导向

从星际航站楼到熔岩星球，从生态秘境到星

舰商街，从时空VR影院到全虚拟失重体验，以中

国科幻故事为线索，让观众置身虚拟世界的科幻

乐园。

在北京首钢园，应用 5G+XR 科技赋能首钢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开创了 5G、云 XR 技术方案

从本地体验升级到全域体验的先河。这里以科

幻为特色产业牵引，聚集科幻、元宇宙产业链企

业 125家，形成了科幻产业完整链条。

“架起场景创新桥，构建协同创新链，铺设一

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高速路’。”

该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和

关键枢纽，北京市正通过场景创新加速关键技术

的突破与产业化。

据悉，自 2019 年启动场景创新工作以来，北

京市明确了以场景创新促进科技创新的工作主

线，重点关注通过场景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和关键

技术突破，聚焦技术创新、城市智慧化、产业数字

化与重点区域，推动政府部门、国企、行业领军企

业开放场景需求。经过几年的实践，成效显著，

有效带动了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机器人等

前沿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

例如，在促进关键技术验证迭代上，支持大

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资源，为新技术新产

品提供真实验证机会。小米联合清华大学、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围绕人形机器人在 3C 制

造业应用场景上的技术需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关键技术攻关。

企业是场景创新的主体。北京市以供需合

作平台为媒，推动科技企业参与场景建设。以

2024年为例，支持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与北

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基于量子保密通信

的列控系统数据安全传输技术，解决密钥分配与

管理难题，形成基于量子保密通信的通信加密技

术方案和产品；支持北医三院与连心医疗、语坤

科技共同开展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宫

颈癌智慧放疗场景项目，验证迭代连心与语坤基

于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宫颈癌智慧放疗系

统，提升宫颈癌放疗的智慧化、精准化、个体化。

“一方面，应用场景可以为产品创新提供目

标方向，更好地结合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另一

方面，产品的市场应用又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问

题靶向，进而形成场景创新与应用的良性循环。”

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促进处处长蒋崇华向记者

表示。

坚持向“新”而行与深耕生态

摸底调研、重点走访，企业座谈、政策宣讲、

面对面“揭榜挂帅”、成效追踪、总结思考……在

中关村政府采购促进中心，记者看到一本工作笔

记本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工作日程。

半年时间，从夏到冬，13 场中关村论坛系列

活动——“向新而行”2024 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

系列活动密集进行。

6月 25日上午，该活动组织 30家企业 80余位

参会者同时走进华为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沉

浸式、面对面畅聊场景创新的各种合作机会。

“场景不仅是技术与产品应用的载体，更是

连接用户与服务的桥梁。”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

心总经理李祖义表示，通过深入挖掘用户需求，

构建精准场景，“大家在一起能够为用户提供更

加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体验，从而推动生产力

提升和效率优化。”

当天下午，鲲鹏组织联合多家鲲鹏原生应用

伙伴进行合作签约。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华为鲲

鹏签署合作协议，加入鲲鹏生态大家庭。同时，

为激励开发应用，创客北京 2024·鲲鹏应用创新

大赛宣布正式启动。

“以‘走进领军企业’方式，开展产业链生态

合作及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为企业‘找市场、找合

作、找资金、找场景’搭建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合作对接，推动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纷纷点赞。

“场景创新能够促进资源聚合和业务创新有

机衔接。”谈起这 13场活动安排，中关村政府采购

促进中心主任葛志杰向记者介绍说，举办“向新

而行”2024 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系列活动，就是

希望通过场景赋能产业升级、重大示范场景创

设、场景开放对接促进、场景创新主体培育和场

景政策创新支持等，以这种多重叠加的方式赋能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坚持合力推进与多点开花

按照“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的双找

路径，北京市积极探索“政府搭台、企业出题、企

业答题”模式，通过总体统筹、谋篇布局、搭建平

台、促进对接、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调动政府部

门和市场的积极性，推动场景创新合作，有效解

决“需要什么”和“我有什么”的双重供需难题。

从高处谋划、在实处落子推进场景创新，

2019年，北京市成立加快应用场景建设统筹联席

会，并于 2023年出台场景“一号文”，建立“两级三

类”应用场景工作模式，通过北京市应用场景统

筹建设联席会形成场景创新“一盘棋”。2024 年

施行的《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从法

律层面进一步保障北京市应用场景工作机制。

在此框架下，北京市国资委先后组织发布 3
批 300 多项国企应用场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北京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连续两年发布近

百项智慧城市场景需求；北京市海淀区发布人工

智能全景赋能首批十大开放场景……各部门、各

个区围绕各自领域、区域，持续释放全域场景机

会与应用场景能力、应用场景示范项目清单，合

力激发各领域场景创新动能。

蒋崇华介绍说，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作

为北京市应用场景联席会办公室，2024年，以“未来

技术验证、行业场景开放、区域标杆打造、全域统筹

协同”为抓手，全面推进“两级三类”科技新场景建

设，链接服务百家企业，带动一批科技企业依托场

景创新实现快速成长。同时，借助中关村论坛这一

国家级平台，策划推出“向新而行”场景赋能新质生

产力系列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常态化挖掘重点

领域应用场景及合作需求，遴选一批前沿硬科技产

品进行发布推介，促进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匹

配，服务企业“找市场、找合作、找资金、找场景”，服

务园区产业集聚和招商引资引智。

另外，围绕北京市应用场景布局，深入挖掘

一批行业主管部门、领军企业、国有企业（央企）

的场景需求，结合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首台

（套）装备等技术领域，遴选匹配一批国内外最

新、最亮、最前沿的硬科技新技术新产品及示范

项目，采取“聚焦一个细分领域，联合一个产业园

区/领军企业，发布一批新技术新产品，促成一批

对接合作”模式，为高新技术企业、“三新”认定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企业等新技术新

产品找场景。截至 2024年 11月底，通过“向新而

行”系列活动共发布央国企及领军企业应用场景

需求 57项，推介新技术新产品 100项。

“开展场景工作的顶层设计、发布各具特色

的场景机会清单、主动策划重大场景、开展常态

化场景创新对接、培育场景爆发性企业等，这些

都是北京市等先进城市正在推进场景创新工作

方面的新探索、新经验。”二十一世纪创新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王仕涛点赞道：北京市高度重视场

景创新对接工作，通过制定场景专项举措，在全

域层面系统化推进各项场景工作，在清单发布、

供需对接落地、中关村论坛宣传推广和政策支持

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具有一定的引领示范效

应。

“场景破题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北京市在有组织、体系化地推进。”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场景服务

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北京市将继续以场景

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为主线，以全域开放思维谋划

重点应用场景，以场景建设驱动科技创新能力提

升，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率先打造开放式

场景创新的“北京探索”，在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上走前列、作表率。

本报讯（记者 张伟）12 月 19 日，

京津冀三地国资委举行“共筑创新·智

启新质”为主题的 2024 年国有企业应

用场景发布会，一批创新成果、创新行

动在北京市集中亮相，正式拉开京津冀

三地国有企业应用场景开放、创新主体

深度合作的大幕。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4年国有企业

应用场景白皮书》。《白皮书》汇集了来

自智慧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产业

前沿科技三大领域 56 家国有企业的

185项应用场景，包括北京市28家国企

发布的103个项目、天津市14家国企发

布的 31个项目、河北省 14家国企发布

的 51个项目。这些场景项目总投资额

超85亿元，项目平均投资额4900万元。

大会现场发布的《2024年前沿技术

解决方案集》，系面向科技企业、高校院

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公开征

集，收到了百度、网易有道、飞书、亚信

安全、神州数码、软通动力、蚂蚁数科、

中国科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等 129家科

技企业和高校院所的近 500个“揭榜挂

帅”项目，经过结合技术水平、需求匹配

度、转化落地可行性等维度进行筛选，

最终发布 296 项更具核心科技能力的

技术解决方案。

为强化应用场景供需合作，大会现

场促成一批具有牵引作用、标杆效应的

应用场景团队进行合作集中签约，来自

京津冀三地国有企业、科技型企业、高

校院所就新材料与表面改性中试验证

基地项目、转轮开发战略合作项目、智

能化煤仓清仓机器人项目等 12个应用

场景项目现场签约。

在大会首次亮相的“国企会客厅”，

北京电控、天津渤轻集团、河北港口集团

旗下公司相关负责人携场景开放项目做

客，安全大模型自动化运营、石墨烯运动

医疗智能监护终端、基于数字孪生的智

慧城市服务平台等 9个项目现场“揭榜

挂帅”，进行了“面对面”沟通洽谈。

京津冀三地国资委发布
185项应用场景

新闻多一点新闻多一点

本报讯（记者 张伟）12 月 14 日，

在石家庄市召开的京津冀创新应用场

景共建共享大会上，京津冀共建共享十

大场景及河北省区域特色场景发布。

据了解，京津冀共建共享十大场

景包括智慧港口应用场景、京雄高速

智能驾驶测试场景、全脑血管造影手

术机器人应用场景、光伏组件可靠性

检测视觉大模型应用场景、头孢呋辛

酯干混悬剂研发场景、“北斗+室分”

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应用场景、

机器人产业共享智造场景、钢铁行业

垂直领域大模型应用场景、先进膜材

料技术中试验证场景、汽车垂直领域

基础 AI 语言大模型应用场景等，生动

展现了创新应用场景对推动前沿技术

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京津冀协同创新的

重要作用和广阔前景。

大会还同时发布了石家庄栾城低

空制造与飞行应用、唐山高新区机器人

产业链协作共享、开发区先进算力共建

共享、衡水桃城低空文旅运动体验等 4
个河北省区域特色场景，宣传推广地方

政府运用区域特色场景发展优势产业、

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据悉，场景创新已成为提升京津冀

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的有力

举措。与会代表表示，此次活动为京津

冀三地搭建了创新应用场景经验交流、

亮点发布、深化合作的平台，开启了协

同推进场景创新的新篇章，为以场景创

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与动力。

京津冀共建共享十大场景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