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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而生应时而生
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会同北京市相关部门和

行政区，共同推动筹备技术创新中心。按

照“政府统筹、市场机制、企业主体”思路，

该中心由领域内优势企业、区级资本共同

出资成立运营实体公司。今年 2月底，该

中心运营实体北京同创高精尖科学仪器

创新有限公司由卓立汉光、雪迪龙、水木

未来、聚睿众邦4家企业注册成立。

该技术创新中心将通过市场化机制

链接高校院所和企业资源，聚焦单靠某个

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的行业共性问题，组织

开展前沿共性技术研发、标志性高端科学

仪器整机和关键零部件研发转化、国产科

学仪器测试验评推广，解决制约高端科学

仪器产业发展的系列问题。

“恰逢其时！”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虹认为，成立技

术创新中心，标志着北京市依托产学研相

结合协同创新，推动高端科学仪器在自主

创新、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方面迈出关

键一步。

“关键一招！”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

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石镇山期望，技术

创新中心发挥北京市科学仪器学科优势

突出、应用场景丰富、企业特点鲜明、政策

环境优异等资源禀赋，在前沿共性技术研

发、标志性高端科学仪器攻关和转化、核

心关键零部件研发和转化、国产科学仪器

测试验评和推广等方面提供科学仪器创

新发展的“北京方案”和“北京标准”。

“信心倍增！”北京层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聚焦流式细胞领域，致力于实现流式

技术系统化、自动化、智能化。该企业总

经理刘铁夫表示：“这体现了北京对科学

仪器行业的高度重视，将有效解决基础性

底层研究投入不足，行业对人才吸引力不

强等问题，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和科技发

展。”

“前景广阔！”华谱科仪（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运营官（COO）于笑然表示，从

产业角度看，这是构建高精尖产业经济结

构的关键一环，能有效推动高端仪器装备

和传感器产业创新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

快速形成。从科研层面看，将有利于整合

多方科研力量，针对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核

心技术展开联合攻关，解决长期以来制约

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

定》”）指出，要“抓紧

打造自主可控的产

业链供应链，健全强

化集成电路、工业母

机、医疗装备、仪器

仪表、基础软件、工

业软件、先进材料等

重点产业链发展体

制机制，全链条推进

技术攻关、成果应

用”。如何真正把这

一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

近日，北京市高

端科学仪器技术创

新中心（简称“技术

创新中心”）在 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高

端仪器创新发展论

坛上揭牌。该中心

为北京市科委、中关

村管委会在北京市

海淀区设立，旨在提

升高端科学仪器关

键核心技术水平和

产业基础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业内人

士纷纷点赞，依托该

中心开展产学研合

作，将助力企业发挥

创新主体作用，汇聚

创新资源，实现高端

科学仪器产品国产

化，为北京市打造高

端科学仪器创新高

地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
科学仪器被誉为科学家的“眼睛”和高端

制造业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在很大程度

上能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研和工业发展

水平。

目前，北京市高端科学仪器领域呈现出

“两头强、中间弱”的发展局面。北京市的优

势在于科学仪器研发端科研资源丰富，整体

规模约占全国总量 1/3；应用端的高校、院所、

医院等用户群体庞大。但链接研发与应用两

端的产业端整体规模较小，高端科学仪器制

造企业数量较少；科学仪器产品涉及门类较

多，高端通用领域仍存在不少空白等问题亟

待解决。

坚持问题导向，近年来，北京市制定了系

列政策全面支持高端仪器研发、生产和应用

示范等产业链全环节在京集聚发展，成效显

著。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龚维

幂介绍说，北京市凭借独特创新资源与产业

生态优势，已逐步成为全国高端仪器创新技

术突破与成果转化的关键枢纽。

一方面，科学仪器领域高水平创新人才

集聚，科研实力突出。仅“十四五”期间，在京

单位承担科技部“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研发”经费数额占比 28.2%，位居全

国首位。另一方面，应用场景丰富，北京市聚

集了 90余所高校、1000余家科研院所、80余

家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三甲医院、2.97万家高新

技术企业，127家国家质检中心，为仪器仪表

提供了巨大的迭代空间和潜在市场。目前，

北京市创新型科学仪器企业已达300余家。

与此同时，北京市高度重视仪器产业发

展，充分发挥高端科学仪器关键技术策源地

和应用场景聚集区优势，全面提升行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积极打造高端

科学仪器创新高地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比如，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覆盖科学

仪器的技术攻关、产品研发、首台套资金支

持、采购支持、应用示范等各环节。

聚焦高端通用科学仪器开展技术攻关。

以产品为导向，支持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联

合研发，形成了无液氦稀释制冷机、超高效液

相色谱仪、极端环境下六自由度压电位移台、超

高速分子泵等代表性成果。支持智慧实验室建

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科学仪器发展。

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与产业集聚。形成

“市区孵化+怀柔转化”孵化模式，着力打造以

怀柔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示范区为核心，海

淀区、经开区、昌平区等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锻长板塑高端锻长板塑高端
打造全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近年

来，北京市出台《关于支持发展高端仪器装备

和传感器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及其实施细

则，酝酿已久即将出台《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

聚焦“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示范应用、产

业生态、开放合作”。据了解，《行动计划》提

出，到 2027 年，北京市高端科学仪器自主创

新、产业集聚、产业服务、应用推广能力全面提

升，构建北京创新策源、京津冀产业协同、全国

辐射带动的高端科学仪器技术策源地和产业

集群。

北京市如何充分发挥科学仪器领域院士

专家等高端创新人才集聚，高校、科研院所等

高水平研究机构众多，大科学装置和设施平台

等重大应用场景丰富优势，加快推动高端科学

仪器创新发展？

常虹从实际出发，建议充分发挥北京市的

资源和政策优势，撬动“研产学用”正反馈循

环；以耐心资本长期持续支持代替项目制政策

支持方式，帮助研发周期长、研发成本高的科

学仪器企业稳定发展；构建高端科学仪器性能

对比综合评价标准规范，推动国产科学仪器的

使用、验证和评价，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于笑然建议，北京市要进一步强化科研资

源优势，加大研发投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

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加强

政策引导，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完善的产业协同创新

机制；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尤其是高端复合

型人才，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

刘铁夫建议，在“锻长板”方面，增强科研

机构和企业的交流合作，增强政策资源投入、

证券资本市场开放。在“补短板”上，释放更多

的关于人才落户、医疗、教育、生活住房等人才

便利政策红利，以更开放包容的城市管理，吸

引人才集聚，为产业发展蓄力。

龚维幂认为，未来，科学仪器领域将呈现

“交叉融合、AI赋能、集团化发展”趋势。紧紧

围绕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目标，

持续推动北京市高端仪器产业高质量发展，下

一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会同海淀

区等方面，推动技术创新中心启动高分辨率透

射电镜、超高真空泵组等高端科学仪器重点领

域研发任务，并开展验评推广业务。加快出台

《北 京 高 端 科 学 仪 器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5-2027年）》，推动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创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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