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9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江金骐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许舒扬 美编：杨清语

园区·创业

【寻找中国最美园区·影像记】

本报记者 石岩

当下，中关村“创客经济”形态正

对区域经济布局产生影响。

上半年， 中关村创业企业快速成

长，带动围绕“创客”需求的服务业同

步发力，迸发出新动能。而在中关村创

新创业热潮驱动下, 北京市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达

11.1%，同比增长 0.3个百分点。

“创新创业”成为北京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新的增长点，“创客经

济” 带来的创新与聚集正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

诺奖得主的旋风

秋高气爽的时节， 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乔治·斯穆特,刚刚在北京度过

了难忘的一天。

那天凌晨 2 点到京， 休息不到 4

个小时去清华科技园探访 3D 打印公

司、参观中关村创业大街、与中国工程

院院士做学术探讨， 次日凌晨 1 点踏

上飞往欧洲的航班离京……让他慢不

下来的， 是北京这片逐渐成为全球创

新创业瞩目焦点的热土和时刻涌动的

创新创业机会。

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泰斗级大

师对中关村创业大街充满了好奇。“这

里服务过的初创企业， 三年后仍然健

康发展的有多少？”“你们的投资服务，

更偏向天使阶段， 还是稍微后期一

些？ ”斯穆特走到哪里就问到哪里。

不仅是好奇， 斯穆特也掏出“干

货”： 一家创立仅仅一年的中关村 3D

科技企业拿到了斯穆特的 2000 万元

的天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承诺将亲

自担任公司首席技术指导、 公司和产

品可使用本人的肖像权、 每年至少 2

次来华配合活动……

3D打印相关企业千万家，为何斯

穆特唯独与这家“对上眼”？ 在手机屏

幕上左捏右调一会儿， 一个抽象的立

体模型在手机 3D 设计软件里成型

了。 通过蓝牙相连，3D 打印机开始启

动。半个小时后，刚刚在手机上设计的

3D模型就在这台 3D打印机上打印完

毕。 将脑海中的设计创意随时记录在

手机上， 再用手机控制 3D 打印机将

其变成实物。如魔术般的场景，在这家

企业变成现实。

敲定了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首笔投

资，斯穆特还计划在北京创业。通过与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交流， 他将有

可能探索与中关村共同成立基金，发

掘更多的优秀科技公司。

打造有温度的“家”

今年 5月份， 北京首个创业社区

在中关村开业，工作、娱乐、生活一站

式解决的独特模式成为全国首创。 8

月份，继“中关村创业大街”后，中关村

核心区海淀区将打造占地约 600 亩、

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创业为主的

“硬创业”聚集区，以市场化手段支撑

创新创业。

据了解，“中关村领创空间” 将中

关村的技术、人才、资本、市场、平台等

要素与区域优势相结合， 为创新创业

搭建线上虚拟服务平台和线下实体服

务空间。 该项目负责人倪敦曾表示，

“中关村领创空间”利用“互联网+”将

创新和创业结合在一起， 线下和线上

结合在一起， 投资孵化和产业服务结

合在一起， 打造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

目前， 该平台已涵盖 20000家中

关村企业、100 余所高校、206 家科研

院所、120家创业服务机构、50家海外

分支机构、20000 名海归创业人才、

1000 余家科技金融机构和 100 名知

名创业导师。

“中关村领创空间” 这一新型业

态, 将逐步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一区十六园”扩展，并通过“全

国百城优选计划”,选址 100 个城市建

设“中关村领创空间”，为全国创新创

业者提供服务。

想一想， 数百个创业者住在一栋

楼里，卧室独立、客厅共享———休闲时

出了卧室就是大客厅， 工作时则是免

费公共办公区。 在“中关村领创空间”

里，创业、生活、社区化全搞定，一个有

温度的“家”在此被打造。

“创客经济”正热

市场化创业融资服务每小时可创

造价值 206 万元, 创业大街日均孵化

1.6 家创业公司,平均每家创业公司获

得融资 500 万元, 中关村人均创造利

润增长 8.8%……

上半年,“创新创业”潮涌翻滚。 1

到 6月,中关村新增科技型企业 12652

家,创下新高。 仅在为科技创业企业解

决融资难题的“天使汇”平台上,发布

创业项目数达 18868 个 , 同比增长

237%。 创新创业，正在催热“创客经

济”。

“天使投资+合伙人制+股权众

筹” 正成为中国新一波创业热潮的主

流模式。

据悉，涵盖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

中国青年天使会、 联想之星、 亚杰商

会、 创新工场等国内领先的天使投资

机构, 包括多名天使投资人的公益组

织“天使成长营”在中关村快速壮大。

如今, 这些导师正开始着手搭建

与国际接轨、“五位一体”的孵化空间,

支撑“创客”做强。

中关村“创客经济”形态，正对区

域经济布局产生影响。 围绕着软件服

务业、科技金融、创业孵化、知识产权

及标准化服务等, 形成了创新创业的

“一城三街”格局。

不仅如此， 创业服务业也在发挥

“聚集效应”。 中关村科技金融街区

聚集了 396 家金融机构, 深交所中关

村上市基地、蚂蚁云金融、中关村互联

网金融研究院、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服

务中心、融 360、拉卡拉等一批科技金

融企业在此落户。

按照计划,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关村的

创业新模式和“一城三街”的探索,将

为全国创业热潮提供有益借鉴。

“创客”潮涌中关村

诺奖得主现场“下单”

王利博制图

“平台 +市场”碰出创业火花

如今“跨界”、“转型”渗透于各行业之间，当“众创空间”与

“创新创业”放在一起，对产业园区开发商来说，也许会碰撞出不

一样的火花。 比如合生创展，最近在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合

作中，合生以自身丰富的城市运营商的经验，把握住众创空间

和时代创新的需求，及时开启“转型”的市场化运营模式。 对此，

合生创展商业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刘铭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

合生的发展战略、运营理念等做了详细的解读。

媒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 2015 年的关键词，要创

新，才能有所发展，合创产业中心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达成合

作，可谓是当下创新发展的一种表现，您是如何解读本次合作

的?

刘铭：能够与创新创业大赛合作，更加确切地说是一个双

向选择的过程。 本次合作与三个因素分不开，第一是简化政策。

之前是国务院授权给科技部进行授牌，挂市级园区、国家级园

区、国家级火炬高新技术园区。如今，众创空间没有国家级、市级

区分，政策直接下发到各个省，以众创空间的形式来做。 第二是

成熟团队。本次创业大赛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理解的年轻人，他们

中更多是有着资深阅历的学者、研究者或组织团队，他们有新的

技术， 有成熟的经验和创新创业的实力。 第三是创新平台的搭

建。 首先我们要使用开放的众创空间方式，其次对众创企业提

供相应的办公地方。 再次为企业提供总部或者成本更加便宜的

后台。

媒体： 作为大赛的合作伙伴以及赛后的企业孵化基地，对

于优胜团队会有哪些孵化的计划和准备?

刘铭： 我们在大赛中的核心任务是辅导企业如何发展下

去、如何尽快找到正确的方向,把企业最需要的资源整合起来、

对接起来。比如我们现在跟文化创意协会、家具协会等很多协会

组织来谈相应的合作，形成一个完善和庞大的园区平台。

我们会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通过市场的手段，才会真

正推动产业发展的进程。企业最终想要盈利，就需要做既有创新

性又有实践性的东西。

媒体：这种全产业平台化及高度市场化，和公司以往传统

的房地产模式相比是个“转型”的过程，转型中是否有遇到什么

实际的阻碍?

刘铭：其实所谓的“转型”应该是合生从传统的地产开发转

型向投资型企业，比如销售型的项目或持有型的项目，以住宅地

产、商业地产为切入点，仅仅是在投资模式和资本运作方式上的

另一种解读方法，从开发商和地产商角度来说,更不会有本质性

的变化。

房地产未来的趋势是平台化的，因为行业本身有平台化的

趋势要求，至于转型去做投资，应该是更高的利用房地产平台的

良好行业基础来寻找投资的机会。

合生在 10年前就提出，“我们不是一个房地产商，而是一个

城市发展运营商”的概念。 简单来说我们的角色不是买地卖房

子，是真正城市发展运营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近两年商业

项目启动开来，确实成效颇多，现在也在采取向投资的方向去转

型。

媒体：合创产业中心立足通州区，而今年确定通州升级为

首都副中心，这一决策对于公司发展是否带来更多的机遇?

刘铭：这个利好真正落地是需要时间的。 从传统的经济在

北京的分布结构来看，传统的经济格局在大方向上有一定惯性，

但也会存在变数。随着成本逐渐增高，近年来大型企业就有了外

溢的需求，比如通州，升级为首都副中心，也会促使北京各个区

的经济结构有一定比例调整。 通州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和

它的区位也是分不开，再加上京津冀一体化的促进，价格偏低的

通州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政府会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其次从企业的推广来看，招商引资会把服务资源拉

进来，也会带动区域发展。 企业需要有一个市场化、开放化的平

台，通过这个平台达到资源整合和互相拉动的效果。

媒体：合创产业中心目前在园区运营方面取得了什么成效

以及未来有哪些规划?

刘铭：在通州的发展中我们曾经作为唯一的可利用的办公

物业平台，主要在于我们的物业类型是自身持有，企业入驻后一

切后续问题都会进行良好沟通，达成更为合适的相处模式。同时

对于平台化我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物理属性的收益已经

不是我们的主要方向，平台化的收益在我们看来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企业不仅可以在这里办公，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平台上发挥

自己的作用和优势，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正是我们希望打造

出的平台。

合生入驻通州后，前期主要开发商住项目，现在来看是商

住配套。而接下来商住中住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办公的比例会逐

渐加大。 安居乐业在现在的时代中，应该反过来说，要先有业才

有家，尤其是对于一个城市的概念，没有产业基础的话就不可能

成为一个城市。一旦具备产业基础为核心的城市，城市化就更容

易。

媒体：作为创新创业大赛的合作方，对于今后的赛事有哪

些期待?

刘铭：大赛这几年变化很快，一开始只有一场决赛，现在已

经变成七个行业赛，今年才是第四届，从一开始的几个省参加，

到现在 30多个省级单位均来参加。 从过去在央视大打广告、承

办晚会的宣传模式，到现在精简化推广，不但知名度未减，大赛

的规格和实用度反而提高，尤其是评委均由知名机构的投资人、

创始人来担当，更加提升了参赛企业发展的信心。从合生的角度

来看，马驹桥这个项目是正在实施对接，大赛过后，项目会承担

具体的扶持工作，同时，我们也会把所有的项目整合到一个系统

平台中，实现优质的平台化服务，以此来推动创业者和落地化的

后续发展。至于赛事自身，我们期望本次合作可以将大赛渠道上

升成一个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的不仅仅是个比赛，后面还

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落地项目跟进，为参选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

的扶持和帮助。（来源：搜狐焦点产业新区）

生态小镇·京东台湖

从 CBD 东扩到北京行政副中心落子,机

会又一次给了通州。

现在，整个通州被定位为“北京行政副中

心”，通州的规划建设，也随即被提升到了一

个空前的历史高度。 台湖地区作为通州与亦

庄的中间辐射地带，北接通州新城，南邻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文化旅游区、民企总部

基地、国际图书城、“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多

项利好， 台湖也因此成为经济迅速腾飞最大

的受益者之一，进而成为继望京、上地、亦庄、

万柳之后的又一块价值洼地。 （李秀梅）

经济发展与人文气息相得益彰

北京民企总部基地

31座独栋总部，创造生态办公新时代

北京国际图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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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500强新华联集团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