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中心：
首次成为千年古都核心功能

2014年，北京明确“四个中心”的城
市战略定位，“科技创新中心”首次成为这
座千年古都的核心功能。2020年10月，
北京将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转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2024年1月，《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颁布。

北京，正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全力打造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

“这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的战略布
局，也是一次重塑全球创新版图的历史机
遇。”连玉明认为，创新的本质是知识资
本、制度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进化系
统，这种优势的释放需要突破传统要素叠
加的线性思维，加快构建以“知识-技术-
人才”为核心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北
京的教育、科技与人才优势明显，创新力
量突出。同时，北京作为建设科技强国
的重要战略支点，近几年连续建成一系
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持续夯实，北京科技创新全球位
势实现新跃升。

“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审视，北京已
突破传统‘技术追赶’模式，在应用创新
领域形成显著优势，并正在基础研究层
面向全球引领者发起冲击。”连玉明说。

差异化AI竞速：
北京的“全谱系”能力

对比杭州“六小龙”的垂直领域突
破，北京如何走出自身的差异化AI竞速
之路？

连玉明认为，北京应发挥“创新链全
谱系集成能力”——这种能力将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三大环节深度耦
合，构建从“0到1”原始创新到“1到N”产
业扩张的无缝衔接体系。这正是北京在
全球科技竞争中最为独特的战略优势。

“从城市竞争力来看，北京作为国际
城市，未来发展的最大竞争优势就是京
津冀世界级港口群建设。”连玉明认为，
要以陆港为基础、空港为引领、海港为特
色、国际数字贸易港为战略制高点，推进
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规划布局。

人工智能+：
率先建设AI原生城市

“发展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连玉明说。
为贯彻国家“人工智能+”行动，加快

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大模
型技术创新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互促
共进、迭代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
百业，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2024
年7月，《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行动
计划（2024-2025年）》发布。

这一文件从标杆应用、示范应用、商
业应用等三个维度谋划推动人工智能应
用，构建大模型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景图，将“率先建设AI原生城市，推动北
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
策源地和应用高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已展现
出强劲势头。比如，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已
有30所高校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20
余所高校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

数据显示，2024年，北京市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提前完成
三年发展目标。截至2025年1月，北京
已拥有超过2400家人工智能企业，105
款备案大模型，稳居国内首位。

谈及“人工智能+”，连玉明特别以京
津冀为“蓝本”，提出“协同发展”的思考。

“要更加支持和拓展人工智能的场
景应用，鼓励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场景、
新业态在地方先行先试。加强关键技术
攻关与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提高自主可
控能力，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及能源支持
保障体系布局。”连玉明认为，需推动人
工智能在清洁能源、移动通信、自动驾
驶、辅助医疗、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落
地应用，积极支持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
开发和应用，打造一批重点领域人工智
能示范应用场景。“同时，加快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AI手机、AI电脑、智能机器人
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快速发展。”

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部署进入新阶段

2025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第二个十年的起点，也是“十四
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规划的谋
划之年。以1月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的
《京津冀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为标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部署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连
玉明两会建议的热词。从2023年的“数
字京津冀”，到2024年的“四港联动”，再
到今年的“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
他认为，建议的本质是贯通一致的，都是

要突出京津冀作为世界级智慧城市群最
大的协同效应。

围绕提升京津冀“对外开放门户功能”，
连玉明提出，应把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
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国际数字贸易港
与空港、陆港、海港之间的“四港联动”，努
力建成畅通我国经济大循环的强大引擎
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当前，北京的高密度知识生产机构
与高能级创新主体已形成独特的空间集
聚效应。在连玉明看来，要发挥北京拥
有人工智能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集群
优势，推动京津冀国际信息产业和数字
贸易港的发展，重中之重是加快推进京
津冀“人工智能+”行动，大力推动高质量
数据资源供给和高质量场景应用落地，
培育良好的AI产业发展投资环境，鼓励
京津冀头部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
创新联合体。

连玉明感慨道，“京津冀地区人工智
能领域人才聚集，特别是青年人才聚集，
要把更多资源向年轻人倾斜，支持他们
去闯，去放手干，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和
开放包容的环境，使他们更好地发展。”

AI立法“三位一体”：
未来法、基本法、保护法

从去年大模型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
用，到今年DeepSeek大模型产品持续
刷屏，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然而，随着生成式AI引发
的虚假信息泛滥、自动驾驶技术对责任
划分的挑战等，技术高速发展与法规相
对滞后的矛盾逐步显现。

连玉明表示，前几年人工智能浪潮
初起时，他就反复强调，“即便是最先进
的技术也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社会道德
和行业规范等制约条件无序发展”。

2024年5月印发的《国务院2024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预备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人工智能法草案。这就意味着
我国第一部人工智能专门法律已不远。

连玉明认为，人工智能法应是一部
“未来法”，作为面向数字文明的前瞻性
立法，其核心在于确立人与技术共生的
新范式，通过引领技术伦理重构、权利体
系革新和治理模式升级，为智能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同时，人工智能法也是一部“基本
法”。可借鉴民法典的立法经验，采用

“总则式”立法体例，突破传统法律应对
新兴技术的滞后性，建立技术发展与法
治建设的动态适配机制，构建稳定且开
放的制度框架。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法还是一部
“保护法”。立法要以守护人的主体性为
核心，明确数权保护、算法治理、伦理审
查等基础制度，防范技术滥用对人格尊
严、隐私安全和公平正义的侵害，建立特
殊群体的差异化保护规则，确保技术进
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集未来法、基本法、保护法‘三
位一体’的立法建构，不仅关乎我国在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更是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数字文明有序发展
的关键制度保障。”在连玉明看来，未来5
到10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期，应系
统编制人工智能“十五五”专项规划，加
快研究制定人工智能法，重视人工智能
企业的立法参与，强化人工智能立法的
基础理论研究，破解人工智能在国家安
全、公共利益、知识产权、个人信息权保
护等方面的立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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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

在基础研究层面北京正向全球引领者发起冲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戴云

人工智能+、6G、商
业航天……在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这些关键词
的背后，是已经到来的新
一轮科技浪潮。

“从全球科技竞争格
局审视，北京已突破传统

‘技术追赶’模式，在应用
创新领域形成显著优势，
并正在基础研究层面向
全球引领者发起冲击。”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创始院长连玉明在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专访时说。

2024年，北京获评国
家科学技术奖58项、占全
国28.7%，跻身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百
强科技集群前三位，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
角兽企业数量均居全国
城市首位……

数据显示，2024年，
北京市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提
前完成三年发展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
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

受访者供图

2024年4月24日拍摄的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