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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关村示范区及工业互联网产
业发展情况



（一）历史沿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关村已经成为全国创
新发展的一面旗帜，面向未来，要加快向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 国务院批复
中关村科技园区

◆ 国务院批复
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1988年初

198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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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

◆ 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先行探索

1978年

◆ 中央同意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调查报告》

◆ 国务院批复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

试验区暂行条例

2013年9月

2016年9月

◆ 国务院印发
《北京加强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 中央政治局
在中关村举行第九

次集体学习

中关村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领头羊

面向、依靠 科教兴国 自主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

1982 1995 2006 2012
国家

科技战略



（二）空间布局

➢政策面积： 488 平方公里

➢立足北京：16个分园，近50个专业园

➢辐射全国：京外建立24个共建园区（基地）

➢走向世界：硅谷、伦敦、以色列等10个海外联络处

北京中关村

北京 全国 全球海淀



➢ 90 余所高等院校

➢ 400 余所各类科研院所

➢ 300 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

➢ 80多万在校大学生

➢ 60多万企业科技人才

➢ 3万多留学归国人才

➢ 738 名院士

（三）科教人才资源



（四）创新发展成效

2018年前三季度，PCT专利
申请2323件。累计创制标准
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
项，国家标准4536项

2018 年 企 业 实 现 总 收 入
58841.9亿元，同比增长11%；
利润总额4833.2亿元，同比
增长11.9%

5.8万亿元

其中国高新企业数1.45万家，
约占全国约1/102.2万家

9.4万件

2017年中关村上市公司营收近
4万亿元，其中境外上市企业
108家

336家

独角兽企业占全国
50%

70家

1400多家创投机构，1万多
名天使投资人
2018年前三季度，创投金额
同比增长33.5%

1567.6亿元 2018年，新创办企业3.2万
家，同比增长10.5%，日均
新设立科技型企业89家

3.2家

高质量发展成效

显著

高水平双创成

绩斐然

创新能力持续

提升

引领辐射作用

凸显

产业集群优势

明显

2018年1-11月技术合同成交
额4195亿元，同比增长7%，
近50%转移到京外地区。

4195亿元



➢ 东方国信、和利时、用友、东土、航天云网、索为、太极等平台化转型布局工业制造领域

➢ 昆仑数据、寄云科技、云道智造等创业企业表现抢眼

➢ 华为、阿里、腾讯等领军企业在中关村开展工业互联网研发布局

➢ 百度、商汤、旷视等人工智能企业

➢ 360 、启明星辰、绿盟科技、立思辰等安全龙头企业

➢ 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积极推动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与外省市制造业龙头企业合作

（五）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优势明显

➢ 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制造跨界融合

➢ 行业应用垂直细化

➢ 产业平台化发展

➢ 企业间区域间协同创新更加活跃



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重大机遇

➢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

落户中关村顺义园

➢2020年，拟支持20个以上行业二级

节点建设

➢ 2018年，工信部支持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中，来
自中关村及北京的企业和单位牵头承担了44个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50%



二、支持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



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五大行动

前沿技术创新行动 开放平台建设行动 创新应用示范行动 协同创新链接行动

• 推动前沿技术与制造业全

流程融合创新

• 加强网络通信基础技术和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 建设云边端一体化的工业

智能操作系统

• 强化工业网络安全技术创

新

• 边云协同数据智能平台

建设

• 知识自动化工业设计与

仿真服务平台建设

•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工

业预测优化平台建设

• 基于纵向数据集成的企

业数字化决策平台建设

• 资源要素网络化协同的

工业云平台建设

• 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服

务平台建设

• 推动自主创新产品应

用示范

• 推动智能化生产管控

技术应用示范

• 推动协同制造技术应

用示范

• 开展预测运维技术应

用示范

• 开展个性化定制应用

示范

• 推动金融服务模式创

新应用示范

• 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 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企

业与制造业企业协同创

新

• 加强重点区域协同创新

• 深入开展国际协同合作

创新服务提升行动

• 建设工业APP开发者

创新社区

• 强化创新孵化服务体

系建设

• 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

培养

•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

系

•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加推动前沿技术与制造业全
流程融合创新

•强网络通信基础技术和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

•建设云边端一体化的工业智
能操作系统

•强化工业网络安全技术创新

（一）前沿技术创新行动

支持前沿原

创技术成果

转化和产业

主要内容 支持措施

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额30%的比例，每年给

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的资金支持，连续支持不
超过3年



•边云协同数据智能平台建设

•知识自动化工业设计与仿真
服务平台建设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工业预
测优化平台建设

•基于纵向数据集成的企业数
字化决策平台建设

•资源要素网络化协同的工业
云平台建设

•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服务平
台建设

（二）开放平台建设行动

支持工业互
联网协同创
新平台建设

支持措施

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
30%的比例，每年给予最
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资
金支持，连续支持不超过
3年

主要内容



•自主创新产品应用示范

•智能化生产管控技术应用示范

•协同制造技术应用示范

•预测运维技术应用示范

•个性化定制应用示范

•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应用示范

（三）创新应用示范行动

支持工业互
联网协同创
新平台建设

支持措施

按照项目总投资或合同金
额30%的比例，给予最高
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
支持

主要内容



•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与

制造业企业协同创新

•加强重点区域协同创新

•深入开展国际协同合作

（四）协同创新链接行动

支持科技服
务平台及科
技示范基地

支持措施

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科技园区建设，共建科
技示范基地。支持在境外
设立研发中心、离岸孵化
器等分支机构。

主要内容



•建设工业APP开发者创新社区

•强化创新孵化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五）创新服务提升行动

在产业、人
才、创业、
金融等方面
提供支持

支持措施

支持中关村海外人才创业
园、高端人才创业基地和
雏鹰人才企业。支持创业
服务机构，支持企业通过
科技信贷产品融资等。

主要内容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2019年重点工作

➢ 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平台建设和标准创制

➢ 强化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 深入钢铁等行业和京津冀及中关村合作园区开展示范应用

➢ 筹划建设中关村工业互联网特色产业园

➢ 支持工业互联网领域双创发展



让我们携手共推工业互
联网产业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