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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硬科技企业全周期培育 
国高新企业达 3106 家

听说过黑灯工厂，有听说过黑灯实验室吗？中

关村丰台园就培育出了一家以黑灯实验室设计建

造和科学仪器设备研发为主业的硬核企业北京戴

纳实验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将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全面应用于实验室设计、建造和使用全过程，实现

实验室模块预制和自动化装配，广泛应用机器人替

代实验人员，通过搭建数字孪生实验室实现高效

管理，深度参与了昌平、怀柔、苏州等国家实验室规

划建设，为清华、北大、中科院等众多高校院所提

供服务，为联合利华、中海油、万华等国内外知名大

企业提供实验室解决方案。同时，公司自研的微重

力随机定位仪，能够提供空间站级的微重力环境，

解决了“卡脖子”问题，光子定向精准微生物识别仪

等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还是疫情期间方舱

实验室最大的设计和建造企业，获得了可持续实

验室奖、国际卓越奖、鲁班奖等国内外重量级奖项，

主编或参编实验室领域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准9

项。丰台区在人才服务、空间保障、应用场景等方面

持续给予戴纳公司大力支持。

戴纳公司的成长过程正是丰台加强硬科技企

业全周期培育的一个缩影。丰台区聚焦做大国高

新企业基本盘，建立分级分类培育库，争取到评审

权下放试点，坚定落实高企支持政策，推动全区国

高新企业增加至3106家，同比增幅全市最高，数量

全市第三。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设立市级专精

特新服务站，给予“小巨人”企业专项支持。加大重

点高精尖企业引培力度，高精尖产业规上企业达

到769家，同比增长10%。深入实施独角兽“八条”支

持措施，区内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

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解决“卡脖子”问题

2023年9月，广西南宁一位危重患者急需送

往广州治疗，在转运和后续治疗过程中必须使用

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来提供生命支持。医疗团

队第一时间找到了丰台区的航天新长征医疗器械

（北京）有限公司，并使用了该公司研制的辉昇—I

型ECMO，这名患者连续使用65天后，脱离了生命危

险。这家企业成立于2021年底，是航天一院的成果

转化企业，2023年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成为全国

首家完全自主研发ECMO设备的企业，解决了“卡脖

子”问题，实现了国产替代。在公司整个发展过程

中，丰台区从研发资金、生产场地到注册取证，都给

予了大力支持和悉心保障。

研发ECMO只是丰台区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的众多案例之一。2023年，全区直接

给予近千家科技企业2.5亿元资金扶持，为区内企

业争取到国家和市级2.4亿元专项资金，并在办公

空间、人才引进、公租房等方面给予有力保障。同

时，大力支持企业建立高水平创新研发平台，2023

年，新增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5家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2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平台数量达300

家，一大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正在

加速培育。

首创新型科研组织模式 
践行科技创新引领

2019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余贵珍偶然

看到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网站上发出的丰台区轨

道交通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申请了相关课题，自此与丰台结缘。丰台轨道交通

联合基金是区政府联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起设立，聚焦服务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市、区、企业共同出资，由

企业“出题”，采取“揭榜挂帅”方式，遴选和资助优

秀创新团队开展面向产业的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

攻关。该模式由丰台全国首创，后被海淀、昌平等区

借鉴。截至目前，丰台联合基金已资助131个轨道交

通技术攻关项目，每年吸引清华、北大、中科院等近

200个高水平团队前来“答题”，5年内产出了650余

篇高水平论文、141项专利，实现城轨无人驾驶、虚

拟编组等一批全球领先技术，已有40余项（组）产

出成果在13号线、冬奥支线、香港荃湾线等应用，带

动新增超10亿元销售收入。孵化出埃福瑞、米塔盒

子2家企业，合计估值达8亿元、年合同额超亿元。

通过联合基金，交控科技公司与100余家院校建立

合作，形成创新联合体，还带动课题组的硕博士到

企业就业，并持续举办轨交青年科学家·企业家论

坛，有力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丰台区将扩大联合基金规模和覆盖

领域，聚焦轨道交通、航天航空、智能制造、数字经

济、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产业，遴选一批科技领军

企业参与基金设立，支持一批前沿技术、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技术加快攻关，更好践行以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科信局

在生物制造领域，直接用细胞来制造肉

品是一项颠覆性技术，能够替代传统肉类生

产方式，具有清洁、安全、低碳、可持续的优势。

丰台区的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在细胞培养肉

方面技术全球领先，区里积极支持其开展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推动细胞培养肉成果转化项

目在首农科创园实现落地，帮助其争取获批了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重大科研专项。

一个念头便能控制机器设备，这样的科

幻场景正在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正是这样一种

正在到来的人机交互变革技术。坐落在丰台区

的天坛医院是这项技术的领跑者，2023年多

次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等国际期刊上发表重

要成果。丰台区正在着力支持天坛医院会同相

关企业在樊家村鼎业产业园打造成果转化平

台，加快孵化一批脑机接口和神经科学企业。

丰台区将出台未来产业培育行动方案，充

分挖掘和导入创新资源要素，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在商业航天、卫星

互联网、增材制造、激光光电子、工业互联网、

垂直大模型、数智医学、脑机接口、人工器官、

细胞培养肉等领域进行布局，加快建设细分

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共性技术平台、专业孵

化器和特色产业园区，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加

快形成未来产业创新创业生态。

2024年，丰台区将进一步加大企业科技

创新支持力度，挖掘、引入和激活更多创新资

源，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更好的硬

科技创新创业生态，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推动丰台区“倍增追赶”和高质量发展。

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采

用的是丰台区企业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铁列控系统。面对欧

洲标准差异、测试认证难度大等问题，研究院总工

程师江明带领团队迎难而上，仅用3年时间，就完

成了对西方国家几十年技术积累的赶超，研发出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TCS—3级列控系统。江明是

“丰泽人才”，丰台区积极支持他开展“高速铁路

复杂工况高安全运行控制关键技术”攻关，经过持

续研发和反复实验，最终实现动车组在暴雨暴雪、

高温高湿、风沙等复杂天气情况下的安全高效运

行。这项技术获得了2023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丰台区的优势产业，产业规

模超过2600亿元。2023年，丰台区会同市级主管部

门出台了《丰台区轨道交通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年）》，首次召开全国性的轨道交通创

新发展大会，首次颁发詹天佑秦驰道专项奖，推出

首批链长单位和合作伙伴企业，加快推动强链补链

和融通发展。

“引领人类第五次交通变革，让更快、更远、更

经济的轨道运输、洲际运输和星际运输服务走进大

众生活，这是我从研究院出来创业的初心。”北京天

兵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康永来说。天兵成立于2015

年，是商业航天独角兽企业，目前估值达150亿元。

2023年4月2日，公司研制的天龙二号运载火箭首飞

成功，实现全球私营航天首家液体运载火箭首次成

功入轨飞行，是全球首次采用煤基航天煤油作为燃

料飞行的液体运载火箭。当国内火箭企业都在做固

体运载火箭的时候，天兵科技锚定液体运载火箭，

快速完成了队伍筹建、发动机研制、火箭试飞。目

前，天龙三号批产发动机校准试车也已完成，计划

于今年年中完成发射，标志着天兵科技大型液体火

箭及液体火箭发动机进入加速批产化交付阶段。

航天航空是丰台区的千亿级产业。2023年，

丰台区率先出台《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一轴引领，双轮驱动，百+生态”的发展思

路，高水平举办2023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大会，推

动中国星网系统研究院、应用研究院落户丰台，以

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集聚发展。

从小小的银行卡，到大型的电力、交通基础设

施，其中的数据信息一旦泄露，将对国家安全和人

民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丰台区的北京数盾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聚焦数据安全领域，怀揣密码报国之志，

专注于国产密码技术研究和密码信息安全产品研

发，为能源、交通、铁路、金融、政府等领域提供密

码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是业内知名的“小巨人”企

业。2023年，在区政府支持下，数盾科技公司成功举

办了密码“丰”会、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大会等活动，

提升了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打通上下游链条，带动商

用密码产业集聚发展。

丰台区聚焦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

推动商用密码、工业互联网等细分产业加快发展。

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到663家，中国建

筑、中国物流等一批央国企的数字科技公司落地丰

台，园博园数字经济产业园、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

入选市级数字经济产业园，数慧时空等企业数据在

北数所挂牌交易，推动3家企业获评市级信息消费

体验中心，加快启动算力中心建设，有效促进数字

经济提速发展。

“我们就是看中了丰台的区位和交通优

势，决心扎根丰台。我们正在把高校院所科研

人员、大企业产品经理、连续创业者的一个个

创新点子、硬核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

孵化成企业，打造硬科技企业培育的‘谷仓’

模式。”谷仓智能硬件孵化器创始人洪华博士

说。洪华博士是小米系智能硬件产品和企业孵

化负责人，是业内顶尖的孵化专家。2023年在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支持下，丰台区主动邀请

洪华博士在玉泉营布局建设了这家孵化器，以

产品需求、技术创新为导向，提供从智能硬件

产品研发设计、样机试制到小批量生产，从培

训辅导、投资加速到渠道赋能的全周期服务。

2023年8月开业以来，谷仓已经在丰台落地20

余个高水平的智能硬件创业项目，成为全市仅

有的9家引领型标杆孵化器之一，并在《关于推

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作为孵化器唯一代表进行典

型发言，成为北京孵化领域的一张金名片。

丰台区高度重视创新创业生态营造，每

年投入资金支持孵化器、概念验证平台、共性

技术平台、特色产业园区等的建设发展，目前，

丰台区国家级、市级孵化器达到25家，排名全

市第二，还在加快推进街镇级孵化器体系建

设，已有14个街镇结合产业发展重点完成孵化

载体布局，聚焦硬科技、突出专业化的创新创

业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升级发展，大量早期优

质项目在丰台实现落地集聚。

科技支撑轨道交通、航天航空、数字经济 
新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丰台区抢抓时代发展机遇，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锚定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硬科技企业培育，全力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有力支撑全区“倍增追赶”和高质量发展。

落地前沿项目 
加快培育未来产业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国家级市级孵化器达 25 家

新长征医疗ECMO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新长征医疗ECMO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召开轨道交通创新发展大会，颁发詹天佑秦驰道专项奖。召开轨道交通创新发展大会，颁发詹天佑秦驰道专项奖。

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天龙二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天龙二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细胞培养肉项目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细胞培养肉项目

■ 区科信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