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未满，张家湾设计小镇招商工作已迎来“开门红”。截至目前，共计40家企
业完成注册，注册资金约4.9亿元。新入驻企业集中在双碳环保、创新设计、元宇宙领
域，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城市科技产业聚集再添助力。

新入驻企业中，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企业占比达到60%，注册资本1000万元
以上企业占比达到40%。

17家外资企业注册落地

创新设计企业聚集效应初显

设计创造未来，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产
业定位为“创新设计+城市科技”，一批批行
业领先、业界知名的中外企业纷纷入驻，创
新设计企业聚集效应初显，成为城市副中
心的新增长引擎。

“老字号”国企北京建院是入驻张家湾设
计小镇的设计类企业之一。作为和共和国同
龄的市属国企，北京建院带头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2019年12月签约入驻张家湾设计小
镇，与城市副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去年12月
底，北京建院新总部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正式
动工，新总部未来将承载数字科技等创新业
务、国际化业务、增量业务等，承担职能办公、
高端人才队伍聚集等总部功能，承接科研、基
金、投资等相关投入。“我们也将深挖北京建
院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导入设计产业
新要素，培育新增量、新业态，孵化新企业，构
建创新设计产业集群。”中关村通州园常务副

主任、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组长余龙说。
北京新晨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是张家湾设计

小镇内一家国家高新企业，公司致力于模具设
计与制造等领域，曾在“2022年再生时代全球办
公设备及耗材行业大奖颁奖典礼”上摘得“国际
品牌”与“行业口碑”两项大奖。今年2月，该公
司负责人率领海外业务团队“出海抢单”，赴德
国参加2023年德国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展览
会，公司共近百件产品参展，包括零配件、卡
匣、套鼓以及定影器等多个品类，以精致的设
计和做工获得客户一致好评，与来自欧洲、中
东、非洲的数十个国家的客户达成合作意向。

通过头部企业带动和张家湾设计小镇
知名度不断提升，创新设计企业在小镇聚集
效应初显。目前，已有首都创新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央美城市公共艺术院、文博
智慧云（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30家设
计类企业入驻小镇。

拟向107家重点企业发放
扶持资金 1.86 亿元、梳理“两
区资源”汇总 117 条空间资源
信息……今年通州区投促中
心持续发力招商引资，拓展城
市副中心招商“朋友圈”。记
者获悉，2023 年以来，通州区
投促中心统计已注册招商目
标重点企业37个，注册资金总
额10.08亿元。

37 家注册企业按产业板
块划分为数字经济类企业 15
个、商务服务类企业7个、现代
金融类企业 9 个、文化旅游类
企业 1 个、先进制造类企业 1
个、其他类企业4个。其中，注
册资金在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3
个。城市副中心吸引力持续
增强。

元宇宙产业加速集聚

元宇宙是当今的热门领域，随着副中
心“元八条”产业政策发布、创新中心打造

“元宇宙应用创新中心”项目等软硬件营商
环境升级，元宇宙企业在设计小镇加速集
聚。目前，以蓝色宇宙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魈映画视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为代
表的34家元宇宙产业关联企业已注册落地
设计小镇。

步入张家湾设计小镇元宇宙企业启元
天地的动作捕捉棚，身穿光学捕捉服的演
员正在进行动作采集。摄影棚顶部 360度
环绕着 36个专业级动作捕捉相机，定位光
学捕捉服上粘贴的标记点，数据实时传输，

精确计算空间坐标，映射到虚拟模型上，完
成动作捕捉全过程。启元天地相关负责人
介绍，动作采集可广泛应用于虚拟数字人、
演唱会、线上直播等诸多领域。

在去年九月的服贸会上，张家湾设计
小镇的多个元宇宙产品精彩亮相。入驻企
业山魈映画推出的智慧型数字人“梅涩甜”
在副中心主题展区带观众零距离感受数字
人技术，精彩的表现受到大家热烈追捧。
同样吸睛的还有入驻企业蓝宇宙的赛博朋
克商业街区，将国内首个可以承载品牌、产
品入驻、开启品牌活动、互动的虚拟商业街
区建在了副中心展区，引来观众争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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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
片区”通州组团的组成部分，张家湾设计小镇
加强外资企业引入，着力打造国际商务区新标
杆。截至目前，共有包括全球知名美资设计类
企业楷亚锐衡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新加坡CPG中国区总部-新工（中国）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等17家外资企业注册落地。

全球知名外资建筑设计企业楷亚锐衡建
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CallisonRTKL）
于 2022 年 入 驻 张 家 湾 设 计 小 镇 。
CallisonRTKL 是一家全球性建筑与规划
设计咨询公司，由 RTKL 和 Callison 两家
设计公司在 2016 年合并成立，以多元化的
设计作品深度参与中国的城市发展。目
前，CallisonRTKL 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拥
有1200多名员工，其中北京、上海与香港共

有约300人，办公室遍布全球。
除了外企入驻外，张家湾设计小镇的

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
上打出副中心品牌。北京能源学会参与北
京市“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北京市绿色丝
绸之路创新服务基地。入驻企业北京建
院参与了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卢
塞尔体育场的建筑设计，让“中国设计”闪
耀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华天幕墙承接
了白俄罗斯足球场和游泳池运动场地设施
建设工程。

“我们将把特色产业培育作为重中之
重，营造产业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创新环境，
制定创新而具吸引力的政策，也欢迎更多
企业来到张家湾设计小镇投资兴业。”余龙
表示。

据统计，截至目前区投促中心储备在谈项目累计达到510
个，预计投资总额1827.4亿元。2023年新增在谈项目，预计投
资总额13.75亿元，项目含数字经济14个、商务服务7个、现代
种业3个、现代金融1个，先进制造和文化旅游各2个。

为了引来更多“金凤凰”，区投促中心梳理出一批“两
区”空间资源，汇总形成 117 条空间资源信息，累计占地面
积 6600 余亩，建筑面积超 870 万平方米，并同步在投资北
京地图上更新。

“今年还要探索开展数字化招商，运用‘经济大脑’为招商
目标企业和在谈项目投资企业画像，通过线上招商等方式，向
投资者提供远程考察、智慧选址等服务。”吴涛说，引来好项目
后，更要改革创新做好扶持和服务。此前，城市副中心相继出
台“通八条”、《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关于加
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今年拟向 107家高精尖企业发放扶持资金 1.86
亿元，让中小企业的扶持数量和扶持资金实现“双增长”。

本报讯（记者 刘薇）大运河北首、长
安街东端，一座商务新区正在加速崛起。
截至今年2月，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19672
家，注册资本金 4560亿元，越来越多的国
内外知名企业选择在此安家落户。

作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
重要载体，运河商务区在基础设施、生态
环境、产业规划、营商环境、人才引进等多
维度高速发展，一举成为国内外高精尖企
业落户热土。这个地处京杭大运河北起
点“五河交汇处”的黄金区域，正不断为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围
绕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三大功能
定位和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立足金融+总部
产业定位，运河商务区持续加大招商力度。

截至目前，运河商务区拥有总部企业
48 家、金融企业 289 家、高新企业 124 家，
专精特新企业 21 家，上市企业 2 家。中、
农、工、建、邮储等传统金融机构齐聚，三
峡集团20余家二三级子公司入驻，北京绿
色交易所正式迁入办公，全市首家绿色支

行、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等首创性项
目和业务落地，实现碳配额等成交额超30
亿元。

今年一季度，运河商务区跟进在谈项
目57个，全年新增意向企业19家。

之所以得到众多总部类企业、金融科
技集团和新兴独角兽公司青睐，离不开良
好的营商环境。

运河商务区启动“领导驾驶舱系统”
建设，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服务企业能
力。同时，研究推进“一楼一策”，对重点
项目“量身订制”入驻协作、落地支持、创
新服务等，形成从洽谈、签约到建设、运营
的全程跟踪精准服务体系，实现精准招
商、高效对接、全周期服务。

事预则立。本月初，运河商务区又发
布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进一步为高质量发展布局谋篇：到 2025
年，运河商务区将全面建成核心启动区，
高品质产业空间加快释放，交通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配套加快完善，高端商务氛
围更加浓厚，呈现集群化、数字化、生态化
的产业发展态势，成为“两区”建设示范样

本和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产业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

加快推进主导产业聚集，加快吸引顶级国
际财富管理机构落户，推动以华夏银行、
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为代表的
银行类财富管理机构，以中金公司为代表
的券商类财富管理机构聚集。依托北京
绿色交易所，启动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
所，助力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加快
推动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在运河商务
区聚集，积极引入提供基于互联网技术开
展金融业务的应用型科技企业，建设金融
科技创新中心。

预计到2025年，运河商务区将集聚金
融科技企业超过 110家，吸引绿色金融机
构落地超过 10家，绿色信贷规模突破 200
亿元，实现碳配额、自愿减排量等累计成
交超 1亿吨；加快推动财富管理业态集群
化、国际化，集聚财富管理机构力争超过
200 家；积极对接石油系、三峡系、中核系
等央企体系、二三级总部，承接和新设立
央企二三级总部机构40家以上，实现集群
化发展程度显著提升。

保护种质资源，选育自主品种，赋能产
业发展……春耕时节，城市副中心广阔大
地上，育种人正开始新一年的忙碌，于家务
国际种业科技园区里，育种企业瞄准农业

“芯片”，全力推动现代种业全产业链发展，
高质量助力北京打造“种业之都”。

农业现代化，种业是基础，科技创新是
关键。位于园区内的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
服务平台，科研人员们正在进行分子育种
技术检测。“我们为育种家提供分子育种整
体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在保护种质资源的
基础上，致力于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攻
关。”平台研发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园
区进一步优化提升分子育种共性技术服务
平台，在全国CSAL资质基础上，平台通过
转基因检测扩项，成为国内设备较先进、装
备较齐全的高通量分子检测平台，正在为
全国30个省市400余家单位提供服务。

园区通过积极引进孵化高端科创资
源，60 余家院所高校和种业企业入驻，先

后被农业农村部、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国家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京津
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基地及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是首家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农业特色园区。

北京百幕田种苗有限公司是最早入驻
园区的企业之一，经过十年研发，已实现持
续性、高效的育种运转模式。公司占地
122 亩，主要用于科研实验、新品种展示
等。眼下，育种专家和工人们已开始新一
年的忙碌。研发大棚和露天实验田里，绿
油油的蔬菜覆盖了空阔的土地，技术人员
正仔细观察蔬菜长势。“这些试种的作物既
可用于选育自主品种，也可用于扩繁。”技
术人员陈永豪介绍。

经过10余年培育，园区建立了千亩新品
种展示基地，稳定保留了3万亩育种基地，建
成8.2万平方米综合服务大楼。通过平台应
用服务，推动入园单位持续创新成果，帮助
入园单位自主研发获得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审定111个、非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登记136
个，取得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证书33项；
从园区育出的京科968推广超过1亿亩，京
农科728超过2000万亩；京胡36、京春娃阻
击了跨国公司对国内蔬菜种业的垄断冲击，
京秋3号已成为秋白菜育种的标杆品种；种
业卡脖子技术持续突破，获得专利成果 33
项，软件著作权21个，重大科学技术4项。

据悉，通过完善提升农作物新品种展
示评价转化平台，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
区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农作物新品种展示
评价基地。目前，该园区在玉米、小麦、蔬
菜作物常规新品种展示基地基础上，策划
了生物育种产业化示范基地，已完成基地
建设招投标工作，将于今年建成。今后将
为种业企业开展获得安全证书的生物育种
回交转育提供场地，为生物育种监管部门、
种业研发单位提供生物育种品种中试展
示、推广示范服务，为“种业之都”建设提供
城市副中心力量。

筑巢引凤吸引力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37家重点企业落户城市副中心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围绕承接“疏解非首都功能”，通州区投促中心不断对接央企，
已在副中心形成央企集聚效应——三峡集团二三级总部已有 23
家落户城市副中心，中石油已落户的二三级公司有华北新能源、慧
普时代等。

今年 1月中旬，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城
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完成税务变更，正式实现在城市副中心工商
税务“双落地”。其主营业务包括资产运营、物业管理、商品营销、
餐饮管理和教育培训等，将辐射北京、山东、重庆、湖南多个省市。

中国铀业二级公司中核华创、中核科技、中核大地等此前均已
落户城市副中心。近日，中核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在城市副中心的
纳统事宜已获批复。该公司原为中核华创稀有材料有限公司，是
中核集团旗下以共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的专业化
产业平台，是中核地矿科技综合矿业产业实施主体，在京主营业务
为销售稀土。企业预计2023年营业收入58亿元。

“我们还在加快推进中国信通院国家 ICT技术产业创新基地、
中航建设总部，以及中科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等项目落地。”通州
区投促中心主任吴涛说。

易宝支付总部大楼将落地城市副中心。易宝支付有限公
司作为“行业交易专家”，于 2022年率先进军元宇宙领域，成为

“元宇宙交易服务领航者”，在全国设有31家分公司，2011年首
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2020年10月，
易宝支付将注册地址迁入城市副中心，今年 1 月已实现纳税
868.7万元。

今年1月中旬，易宝支付与中铁十八局集团签约，采取由中
铁十八局 EPC 总承包的方式，合作开发建设易宝支付总部大
楼，并于2月15日在城市副中心注册项目公司北京易创通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副中心招商还发挥“磁吸”效应，引来远客。国内砂产业科
技创新的领军企业仁创集团是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首批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拥有“硅砂资源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等研究平台。经前
期调研，仁创集团对落地张家湾设计小镇意愿强烈。其业务主
体原在安徽安庆的仁创生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已成
功在张家湾镇注册，注册资本11846.66万元。

集群化数字化生态化态势明显

中国特色大国首都运河金融城“加速跑”

瞄准种业“芯片”

城市副中心助力北京打造“种业之都”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一季度40家企业完成注册

张家湾设计小镇迎来“开门红”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央企“送”来子公司

民企落地效应凸显

储备在谈项目
累 计 510 个

城市副中心筑巢引
凤，吸引力持续增强。
（资料图）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