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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燕郊高新区，来自北京的“专精特新”企
业——联泰集群公司的首台算力设备在此下线。几个月
前，任睿杰刚刚把这家公司“送”到燕郊。

联泰集群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自主培育的企业，
在海淀成立，是一家为气象预测、石油勘探、视频处理等领域
提供超级算力技术支持和设备的公司。

北京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创新力量、手里握着多项算力
技术的企业，为什么要“送”到燕郊去？这得从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的设立说起。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协同创
新研究院也在当年成立。6年后，在研究院的基础上，我国
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获批成立。前后二者，都瞄准了协同创新。

“京津冀大地蕴藏着丰富科技创新成果，有的攥在科研
院所手里苦于无法转化，有的停留在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缺
乏资金支持难以落地。”任睿杰说，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正是为了攻克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通过知识
产权基金投资等方式，推动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

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需要土地、需要空间。相较于土地

资源有限的北京来说，一水之隔的燕郊特别适合初创团队。
北京创新网络里有了燕郊的一席之地。作为综合性协

同创新平台，燕郊中心重点布局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新能源、医疗器械与科学仪器、环境保护六大产业，承接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果的试验、放大和试产。

在平台的助推下，很快就有创新成果跨过潮白河到了燕郊。
去年，当联泰集群正为扩增产能的厂房选址问题而发愁

时，创新中心送来的一份位于燕郊的项目图纸，为企业在北
京和燕郊之间的联动布局打开了一扇门。没多久，联泰集群
的新厂房在燕郊正式开建，成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第
一家落地燕郊的企业。

放眼看，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协同发展网络以北
京海淀总部为原点，同心圆覆盖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
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等三地名校，而燕郊中心作为唯
一的产业联动平台，正不断吸引创新新成果落地转化。

今年，燕郊中心200亩的产业园区将拔地而起，2025年建
成后可以承载80家左右的初创企业。“这里既是中试平台、也
是产业加速基地。”任睿杰说，燕郊中心将打造京津冀产学研
协同创新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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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任睿杰驾车从京通快速路拐入通燕高速，一路向东跨过潮白河，只用40分钟就抵达燕郊。相反方向的路上车
流如织，大批住在燕郊的上班族正奔向北京。

任睿杰住在北京、工作在燕郊。他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的产业规划经理。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去年将唯一的产业联动平台落在了这里。他的工作就是将北京培育的创新企
业“送”到燕郊。

“北京科技企业舍得去河北？上班要往燕郊跑？”很多人对此充满疑惑。实际上，随着京津冀协同走向深入，燕郊正加
速融入北京的创新链条，越来越多的创新“候鸟”被水草渐丰、百鸟啁鸣的潮白河彼岸所吸引。

从隔水相望到携手同行

今天任睿杰上班走过的路，有研稀土高技术
公司的400多位员工已经走了3年。

有研稀土是地道的北京企业，在新材料产业
“风口”上快速扩张，但北京的厂房明显不够用
了。2020 年，公司位于燕郊的生产基地建成投
产。当时，企业里还有职工对这次“出走”很不理
解：为什么要去燕郊？

3年后，订单和收入足以回答这些质疑。2020
年营业收入1个亿，2021年两个亿，2022年4个多
亿……过去三年的成绩单令人振奋，有研稀土公
司负责人已将2024年的营收目标定在8亿元。

支撑营收增长的，是这几年发光材料等各种
产品产能倍增，订单好似长了翅膀一样“飞”过
来。有了更宽敞的厂房，从这里下线的稀土新材
料被发往各地，用于家电、手机等消费电子领域。

在产线落地燕郊后不久，研发板块也搬过
来了，400多位员工中有 300多位是研发人员，大
部分都是硕士、博士，还搞起了院士工作站、工
程实验室。产学研一体化让燕郊的创新资源与
总部互动配合，技术创新推动着产品创新不断
加速。

从隔水相望到携手同行，前赴后继的创新
“候鸟”正飞向燕郊小镇。两地产业链创新链融
合发展，既拓展了在京企业发展空间，又带动了
北三县产业升级和软实力提升。

潮白河对岸水草渐丰

燕郊与北京城一水之隔，在河北廊坊北三县里名气最响，不少北京
上班族在此安家。但是，要吸引对创新生态有着刚性需求的初创企
业来“筑巢”，能行吗？

创新中心落地燕郊、建设园区的过程，就是打消顾虑的过程。“去燕
郊以前，企业都会算账。”任睿杰明白，这要算的第一笔账就是平时的通
勤成本。

这几年潮白河两岸交通大动脉接连打通，同城效应让企业解除了后
顾之忧。

目前，通州区与北三县区域内已经建成10条对接道路、5座跨潮白
河桥梁，备受关注的厂通路公路部分总体工程进度过半，北京地铁 22
号线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被上班族点赞的北三县至北京国贸的通勤定
制快巴也跑了起来。

听说创新中心“带”着联泰集群来，燕郊所在的三河市也是做足了
准备，展现了筑巢引凤的诚意。三河市属国有企业金创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迅速完成对联泰集群的战略投资公司迅速完成对联泰集群的战略投资，，50005000万元资金将用于建设和生万元资金将用于建设和生
产运营产运营ARMARM架构算力产品智能化产线项目架构算力产品智能化产线项目。。

这折射出潮白河对岸的创新生态之变这折射出潮白河对岸的创新生态之变：：为了方便科技型小微企业资为了方便科技型小微企业资
金周转金周转，，燕郊启动了科技型企业贷款授信燕郊启动了科技型企业贷款授信，，今年一期信贷规模预计达到今年一期信贷规模预计达到
11..22亿元亿元；；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已完成入驻准备工作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已完成入驻准备工作，，将持续引入高端将持续引入高端
科技服务机构和专业检验检测平台科技服务机构和专业检验检测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燕郊燕郊
高新区各级孵化器高新区各级孵化器、、众创空间达众创空间达1515家家，，各类科研机构达到各类科研机构达到9393个个，，国家级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66个个，，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99个……个……

协同创新的大格局下协同创新的大格局下，，燕郊的创新浓度稳步提升燕郊的创新浓度稳步提升。。近十年近十年，，燕郊燕郊
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从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从77家增长到家增长到135135家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科技型中小企业从00增加到增加到
12721272家家，，研发平台从研发平台从2525家增长到家增长到105105家家。。

问：眼神科技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落地雄安的？

问：作为北京企业，您为什么会选择雄安？

【创新密码】

【【亲历者说亲历者说】】
21万平方公里的京畿大地上，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故事每一天

都在上演。
天津滨海新区也有个“中关村”。“生”在北京、“长”在天津的卡雷

尔机器人占尽两地优势，降本增效。
每天与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班腾空而起的，还有京冀两地企业对临

空经济的期待。仅北京片区就注册企业 4392家，全国首个、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跨省级的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享有两省市自贸区政策，成
为服务和带动京冀及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向东看，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签约北京项目470余个，今
年2月一次推介会就签约了22个、总投资超过400亿元的项目，重点聚
焦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现代金融、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及
现代服务业。

“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已超2100亿元。”北京市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说，三地正在深化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发挥北京
创新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中关村企业已在天津、河
北设立分支机构累计9500余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4
年的83.1亿元增至2022年的356.9亿元。

与此同时，区域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京津冀三地签订营商环境
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及商事制度、政务服务等5个重点领域子协
议，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内179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同事同标”、231个
事项实现京津冀线上通办。

携手创新的故事共同孕育了京津冀新业态、新模式、新活力：2022年，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是2013年的1.8倍；2013年到2020
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417.27，年均增速达到22.64%。

协同是针，创新是线，一个更加紧密的协同创新共同体正在京津
冀加速成型。

区域联区域联动动 同事同标同事同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政曹政

眼神科技公司副总裁王厚金眼神科技公司副总裁王厚金

雄安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雄安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政曹政

66年来年来，，北京积极支持符合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的创新资源在雄安新区布局发展北京积极支持符合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的创新资源在雄安新区布局发展，，数千家北京来源企业在雄安注册数千家北京来源企业在雄安注册，，京雄两地协京雄两地协
同创新产业协作不断深入同创新产业协作不断深入。。

眼神科技是首批北京中关村服务新区建设签约落地的高科技企业眼神科技是首批北京中关村服务新区建设签约落地的高科技企业，，也是总部落户雄安新区的第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也是总部落户雄安新区的第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见证着协见证着协
同联动的变化同联动的变化。。近日近日，，记者采访了眼神科技公司副总裁王厚金记者采访了眼神科技公司副总裁王厚金。。

问：您认为在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如何去实现创新联动？

答：我们在雄安专门建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创新技术可以第
一时间在雄安得以研发、探索应用；在北京的业务可以对创新技术
和场景形成有力支撑，两方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问：往返北京和雄安两地，您觉得交通上方便吗？

答：交通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两年，京雄城际铁路、京
雄高速建成通车，北京到雄安的时间也缩短了，坐火车只需要几
十分钟，开车也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两地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往来更加便利。

问：落地6年的感受如何？是否享受到协同发展的红利？

答：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蛇口，这里充满着创业的空气、阳
光、水分。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雄安的确是一片创新和创业的
热土，我们的团队感受着雄安的速度、质量和创业热情。

问：6年来有哪些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

答：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不断注入“安全”和“便捷”
的元素，先后参与了雄安新区首个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智能征迁信
息化平台建设、一体化智慧大脑AI计算平台等重点项目，实现智慧
校园、智慧安防、智慧办公、智能支付等30余个智慧场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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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新力量奔赴燕郊

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给三地企业都带来了新的机
会。特别是雄安新
区 的 设

立，我们认为这对未来中国城市
升级具有导向性的作用，智慧城市

的规划建设也给人工智能企业
带来了很多机会，每一步都可

能是创新引领。公司落户
雄安，一方面是我们的技

术高度符合雄安建设需
要，另一方面我们有

更多机会参与一座
数字智能城市建

设，落地更多
创新场景。

答：2017 年 4月 1日，雄安新
区设立。两个月后，我们就开始
筹备投身雄安建设；当年年底，我
们就作为首批北京中关村服务新

区建设的高科技企业之一，签约
雄安；2018年 11月 28日，我们正
式将总部落户雄安，成为首家总
部落户雄安的人工智能企业。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展厅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展厅

联泰集群万台高性能计算联泰集群万台高性能计算（（ARMARM架构算力产品架构算力产品））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舒适办公环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燕郊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舒适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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