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市区沿京港澳高速

奔西南，在窦店出口下高速，不

远处就是北京高端制造业基

地。近年来，这个声名不显的制

造业基地已悄悄引入15家头部

企业、12家隐形冠军企业，累计

实现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累计

实缴税金近80亿元。

偏居京城西南一隅的房山

区，怎样拢住如此多优质企业？

这离不开以中关村新兴产业前

沿技术研究院为研发办公载体，

以研究院周边的国有标准化厂

房为产业化空间打造的“前店后

厂”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

能为暂无财力“买地”建厂的智

能制造企业提供研发空间，还能

就近提供厂房，让科研成果就地

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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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店后厂托举隐形冠军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不久前，墨西哥首个政府级太阳
能项目佩尼亚斯科港光伏电站配套
储能工程全容量并网投运，其储能设
备全部来自中国。作为该工程设备
供应商的新源智储能源发展（北京）
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两年。这不仅是
企业的高光时刻，也是北京高端制造
业基地的又一次闪光。

2022 年 11 月中旬，新源智储能
源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3 万平
方米的智能工厂在房山区投产运行，
规划年产能 4GWh（吉瓦时）以上。
而今，高大宽敞的厂房边还规划出 1
万平方米的堆场，摆放着一排排形似
小型集装箱的储能产品。厂长王念
贵告诉记者，5月份公司总部也会整
体入驻研究院二期。

截至2023年3月底，作为中国电
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的新型储
能技术创新、集成应用专业化平台的
新源智储建设项目总装机容量近
2.5GWh（吉瓦时），在山东海阳、青海
格尔木、江苏常熟、新疆阿图什等地
陆续有项目落地。其工厂聚焦数字
化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自动化程度
高达95%。

王念贵说，随着企业迅速壮大，
新源智储积极打造储能大集控智慧
运营平台，预计今年年底，储能检测
实验室可实现电芯、模块到簇的自主
检测。

在这里大展身手的远不止新源
智储一家。作为中关村房山园的一
部分，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是房山区

高精尖产业的重要载体和策源地，聚
焦发展高端制造、5G 自动驾驶示范
应用、智慧医工、智能应急装备、新能
源等重点产业，逐步形成中关村示范
区唯一授权以“高端制造”为主题的
特色园区。

截至目前，基地已入驻包括长安
汽车、京西重工、京东方等企业 52
家，实现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形成
以驭势科技自动驾驶汽车、卫蓝科技
固态锂电池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以达闼云端智能机器
人、航景创新无人机等为代表的智能
应急装备产业；以北航医工交叉创新
研究院、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为
代表的医疗健康产业。预计 2023年
可实现产值近百亿元。

“前店后厂”模式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
和可推广性。近年来，房山区通过深化“前
店后厂”创新发展模式，打造满足高科技企
业研发办公、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全链条需
求的产业组织和服务体系，加速“高精尖”
项目落地发展，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年，中关村房山园引入以新源智
储、展视网科技、阿迈特医疗等为代表的
50 余家优质企业落地；今年 1 月份至 2 月
份，已对接达芬骑、深蓝航天、新源清材、新
心医疗、知形科技等110余家项目单位，近
30个项目即将落地，实现“签约落地一批、
接洽推进一批、甄别储备一批”。

企业不断集聚，对园区的空间供给提
出了更高要求。房山区的做法是：结合城
市更新行动，盘活利用低效工业用地，激发
存量发展潜力，着眼区域定位和发展趋势，
深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合理分类改造，
通过政府收储、迁建，以及自行改造相结
合，探索多元化土地利用路径。

近年来，中关村房山园紧盯产业链龙
头企业引优育强，全力加快城市更新项目
建设，产业集聚态势进一步凸显。充分发
挥中关村前沿技术公司产业组织优势，通
过广开项目渠道、全周期管家式服务等举
措，加快储备、遴选、导入优质项目资源。
为统筹优化园区存量空间，通过“买、租、
转、提”4 个步骤，将园区闲置空间分类处
理，为入园企业提供发展空间。截至目前，
已完成11宗地块408亩土地与25.7万平方
米厂房的闲置空间城市更新工作，正加快
盘活18个储备地块约439亩土地与15.2万
平方米厂房。

“腾笼换鸟”后，入驻企业排起了长队：
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房山园高端装备产
业化（一期）项目”预计 9月底完成土地转
让；北京航天华世工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产业化项目”预计在
今年年底投产；“永康药业三期新建工程项
目”一期用地，计划6月底前土地挂牌出让
……

（据《经济日报》）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鸟瞰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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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研发空间，后有测试厂房，
通勤时间 15分钟……作为一家专业
从事智能特种机器人产品研发的科
技型公司，北京史河科技有限公司自
从 2020 年搬到北京高端制造业基
地，公司员工的幸福指数更高了。在
这里，他们有 1600 平方米办公区和
4000 平方米的厂房，前后仅一路之
隔。这份便利，提升了研发与生产的
沟通效率，节省了时间和空间成本，
让产品快速产业化。

“我们的产品与现场息息相关，
研发涉及中试、小批量、量产，对空间
有要求。在房山区，可以把研发和生
产打通。”史河科技营销总监许鑫告
诉记者，公司最近发布的外墙清洗产
品，基本上就是在“前店”研发，在“后
厂”搭建测试墙，完成了组装、测试。

“房山区的各种优惠政
策，对我们初创型企业帮助

很大。这里的空间足以支撑我们现
阶段发展。”许鑫说，目前公司不少员
工已在房山区安家。“对创业公司来
说，每个要素都是增强回路。注入一
项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吸引力就会增
强。”目前，企业已有 280多项知识产
权，预计今年订单规模过亿元。

优越的环境，得益于 2017 年印
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
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用地政策
的意见》。该政策明确，房山区在北
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先后建设研究院
一期、二期共计约 23 万平方米研发
办公及生活配套空间和13.43万平方
米的标准化厂房作为优质空间载体，
用于承接“高精尖”项目落地。

以往，在京企业产业化往往是在
京外，技术人员疲于奔命。而今，与
研究院一路之隔的国有标准化厂房
让企业就近找到了产业化空间，几万

平方米的标厂切分成企业需要的生
产制造空间，实现总装工艺和智能制
造，与京外的产业配套资源协同发
展。技术人员前后穿梭即可解决生
产技术对接问题。

“针对企业面临的通勤距离、办
公空间、生活配套等方面的顾虑和需
求，我们将研究院打造为‘科学家的
社区’。”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副主任
叶强告诉记者，中关村发展集团提供
企业全生命周期专业服务。

叶强表示，“前店后厂”模式让企
业轻装上阵、轻资产运行。“前店”提供
优质生活服务配套，团队稳定了，企业
就不会轻易流向京外；“后厂”提供优
越的中试及产业化条件，有助于“高精
尖”产业链的培育及产业生态的形成。

同时，房山区统筹区级层面支持政
策，“一企一策”为企业扎根提供有“营
养”的政策保障；对应企业入驻和发展
不同阶段的需求，对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采取定向支持，通过市区联动给予该
领域企业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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