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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力度推进国家自创区改革创新

2009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

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首个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国

家自创区”）。从 2009年到 2024
年，从一枝独秀到雁阵齐飞，国

家自创区走过波澜壮阔的 15
年。

15 年来，国家自创区已获

批复 23家，涉及 21个省份的 60
个城市，覆盖 66个国家高新区，

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重大战略区域，形成覆

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

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

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体部署，彰

显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

心。”近日，参与国家自创区 15
周年发展改革评估的有关专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自

创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新

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

开展探索，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立足改革，向“优”而生

历经 15 年的探索实践，国

家自创区在政策体系、体制机制

及行政管理方面大胆探索适应

本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

求的改革举措，出台各类政策举

措近千项，取得诸多成效。

深入落实中央深改委精神，

深化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推动

国企研发准备金、科技成果先使

用后付费等 24项改革措施全面

落地，部市出台 50 余项配套政

策，充分释放创新主体活力。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海张江国家自创区在全

国率先开展“生物医药特殊物品

进口便利化”试点；武汉东湖国

家自创区推出“黄金十条”，开展

国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成都国家自创区在全国率先

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

有制改革……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以中关村国家自创区为代表的

23家国家自创区树立起改革创

新“试验田”的标杆，成为以更大

力度谋划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注脚。

截至 2023 年，23 家国家自

创区共实现营业收入 55.01万亿

元，工业总产值 31.93万亿元，认

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58
万亿元，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

平稳增长。

国家自创区拥有国家/全国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1964 家，在

信息网络、轨道交通、大飞机等

国家战略领域涌现出一批标志

性、世界级的重大科技成果，有

效增强了我国原始创新策源能

力建设。

23 家国家自创区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 12.77 万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14.81 万家，上市企业总

数达 2612家，引进境外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 1652 家，企业梯度

培育取得良好成效，有力强化了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深化首创性
集成化差别化改革

15年来，国家自创区充分发

挥首创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基础性制度开展深层次

改革试点，推动形成更多高水平

制度创新成果，更好地发挥了改

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

用。

15年来，国家自创区设立了

大量的改革试点。如中关村国

家自创区的股权激励试点，中关

村国家自创区和武汉东湖国家

自创区的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

新试点等。

15 年来，坚持创新思维，跟

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国家自

创区坚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

实现变革创新。

在优化研发攻关体制机制

方面，中关村国家自创区支持企

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基

础研究税收政策试点。深圳国

家自创区以立法形式规定政府

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的资金应当不低于深圳市财政

科技研发资金的30%。

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方面，

成都国家自创区率先探索“职务

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重

庆国家自创区在国有技术类无

形资产管理制度上开展科技成

果初始权益分配改革试点；合芜

蚌国家自创区探索在转化前即

对成果所有权进行分割，率先实

现从“分粮”到“分田”的突破。

在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融合

方面，福厦泉国家自创区开展

“知保贷”“知融保”“专利执行

险”等知识产权金融试点特色业

务。杭州国家自创区推出“科技

金融汇”等专注A轮早期项目路

演活动。鄱阳湖国家自创区创

新“政、银、园、担”四方合作机

制，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痛点。

在人才引进培养体制机制

方面，武汉东湖国家自创区率先

开展人才注册制、积分制，挂牌

成立光谷人才集团。山东半岛

国家自创区创建全国首个人力

资本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

“人才有价”评估体系。

15 年来，23 家国家自创区

奋楫争先，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更好服

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其中，中

关村国家自创区“新 4 条”“24
条”、武汉东湖国家自创区“黄金

10 条”等 30 余项首创性突破性

政策实现全国范围复制推广。

探索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改革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如何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与有关部

门和地方一道，加强改革整体谋

划和系统集成。

“建议设立东中西部地区科

技合作引导专项，强化东中西部

自创区的科技合作统筹支持。”湖

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

斌建议国家指导支持长株潭国家

自创区承担国家自创区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任务，在先进制造业、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文化等方

面加快探索、形成突破。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任俊峰建议，设立专项政策资金

引导国家自创区开展政策试点

相关工作，同时推动下放更多的

经济发展权限，推进国家自创区

财权与事权有效匹配。此外，建

议开辟国家自创区重点科技项

目、产业项目直报通道，允许国

家自创区直接向部委推荐“两

重”等重大项目，加速推进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杭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楼

秀华建议允许扩大国家自创区

范围。根据地方区域创新发展

规划布局，允许国家自创区适时

增加自创区创新核心区数量（如

新增科创走廊、科学城等作为自

创区范围），打造全域创新发展

格局，进一步发挥国家自创区示

范引领带动作用。

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钱德平建议支持国家自创

区结合各地实际，在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端人才集

聚、“耐心资本”培育、外籍人才

引进、人才跨界自由流动、关键

核心技术应用生态构建和场景

建设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适时

总结推广试点举措，营造科技创

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来自山东半岛国家自创区

的青岛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

常务副主任，青岛市城阳区委副

书记卢阳建议探索区域合作利

益共享机制。以产业协同创新

网络、高新区联盟等为依托，完

善协同创新联动机制，推动创新

资源共享和产业协同发展。

放眼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耕好改

革开放“试验田”，国家自创区将

勇立潮头，大胆探索，实干争先，

坚决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走在最

前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本报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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