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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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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同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结累累硕果
京津冀协同

发展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 重 大 国 家 战

略。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走向深

入，三地融合愈加

紧密、百姓获得感

越来越多——

在具体项目

建设方面，大兴

机场综保区地跨

北京市大兴区、

河北省廊坊市两

区域，通过京冀

两地共建共管共

享的方式，打破行

政区域限制，为区

域协同体制机制

和政策创新提供

先行先试；北京大

运河上的杨洼船

闸位于京冀交界

处，船闸布置于河

道右岸滩地，重塑

古时北运河槽船

穿梭、商贾繁茂的

盛景，大运河京冀

段通航后，将有利

于推动京冀两地

河道沿线文化、休

闲和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

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
北京市严格执行并修订发布新增

产业禁限目录（2022年版），不予办理新
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近2.4万件。
禁限目录在严守功能底线的同时，也为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了更大空间，
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的
新设市场主体持续增加，占比由2013年
的40%升至2021年的62%。

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扎实开展，5年来，疏解退出一般制造
业企业近2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市
场和物流中心640个，2014年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分别累计近 3000家、
1000个。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
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启用；核心
区三级医院床位累计疏解2200余张，
2021年核心区三级医院外地患者较
2019年同期减少约186万人次。近5年
来，城乡建设用地连续减量约110平方
公里，全市常住人口、城六区常住人口
连续下降，首都城市发展方式实现深刻
转型。

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支撑和带

动力量，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经阶
段。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
快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支撑，按
照职住协同、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圈
层结构，加快建设定位清晰、梯次布局、
协调联动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目前，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2021年北京企业对“通
勤圈”投资次数是2015年的2.4倍，“通
勤圈”作为北京产业发展腹地作用显
现。2021年北京企业对“功能圈”“产
业圈”投资次数分别是2015年的2.2
倍、2.1倍。2021年，现代化首都都市
圈三个圈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万
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超4成。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开局起步
北京市始终把支持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坚持雄安新区需要
什么就主动支持什么，扎实落实京冀两
省市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

以“交钥匙”方式在雄安建设3所
学校、1所医院，建成后将由北京四中、
史家小学、北海幼儿园、宣武医院提供
办学办医支持。幼儿园项目已于2021
年年底竣工交付，中小学项目正在加快
收尾工作，将于2022年陆续交付，医院
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及机电安装。
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发展规划加快
编制，超千家在京企业机构在雄安注
册，其中，中关村高科技企业设立分支
机构142家。十余家北京市属国企主
动参与支持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环境治理和金融服务等。京
雄城际铁路运营满一年，京雄
高速北京段加快建设，两地直
连直通的交通体系加快构建。

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
国家出台了支持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北京市制定了实施方案和政策、任务、
项目三个清单。

市级机关正式迁入，首批搬迁涉及35个部
门、165个单位、约1.5万人。

城市绿心公园开园，副中心剧院、图书馆、
博物馆三大建筑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

广渠路东延建成通车，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东六环入地改造
工程全面提速，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
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副中心政务服务中
心投用。

环球主题公园盛大开园，成为北京文化旅
游新地标。积极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城市副
中心集聚，北投集团、华夏银行等一批市属企
业落户，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约1.66万家，张
家湾设计小镇累计注册企业290家。

推动多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跨界道路通达性不断提高。通州区与北三

县对接道路已达10条，厂通路开工建设，姚家园
路东延、石小路、通宝路等均已签订接线协议，
通燕高速燕郊西出口改建工程建成通车。轨道
交通平谷线加快建设，这是北京首条跨区域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预计2025年底建成通车后，将
成为北京与北三县的重要通勤快速通道。

引导适宜产业向北三县转移布局。坚持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合作共建原则，2019年以来
连续三年举办北京与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
会，累计签约项目120余个、意向投资额约800
亿元，涉及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

推动重点领域协同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体化交通网络加快建设。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投运，北京“双枢纽”格局形成。轨道上
的京津冀加快打造，京张高铁开通运营，京哈
高铁全线贯通。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有序推
进，京唐城际铁路2022年将建成通车。市域内
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部打通，大兴国际机场北
线高速公路全线贯通，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
逐步扩大。

协同推进区域环境生态治理持续改善。
2021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33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较2013年下降
63.1%。今年1—4月，北京PM2.5平均浓度为
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2.1%。京冀两地共
同建立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协同推进京冀两地生态
水源保护林建设、京津两地风沙源治理。

产业对接和创新协作不断深化。京冀曹

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已完工投产北京项目达
到56个，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
业累计超过3000家。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
保税区首批货物通关，实现实质化运营。京津
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州中心、雄安智慧城市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加快建设，天津中心
揭牌成立。2017年以来，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
立分支机构超3000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
成交额1400多亿元。

建立京津冀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共
同筑牢首都防疫屏障，推动环京地区防疫政
策协同，建立通勤人员数据库。全力支持重
点企业上下游配套供应商复工复产、物流保
通稳畅。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稳步推进。推动北京
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天津、河北布局，成立15
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联盟），开展教育协同
帮扶项目。持续实施京张、京承等重点医疗卫
生合作项目。43项临床检验结果在京津冀485
家医疗机构实现互认，21项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在三省市239家医疗机构试行共享。京津冀
48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54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
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区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京津冀三地及
雄安新区实现互设“跨省通办”窗口，京津冀
“一网通办”专区新增区域服务事项55项。三
地税务部门联合制定19项跨区域协同便利化
举措，共同发布京津冀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

放大冬奥牵引带动效应
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

京冀携手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
的冬奥盛会，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
全力做好赛事组织与餐饮、住宿、医疗、物流、
防疫、交通等赛会服务保障，做好水电气热安
全运行和能源保障。全面落实冬奥遗产战略
计划，对每个场馆均制定了赛后利用方案，打
造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双奥遗产。大力发展
普及冰雪运动，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目标。协同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加强京
张两地在冰雪装备制造、高科技产业、农业等
领域合作。

过去5年，北京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雄安新
区和城市副中心“两翼”联动发展，重点领域任
务取得新进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生机勃勃。
未来，北京将深入推进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抓
手，以拓展腹地为支撑，以一体化为路径，主动
作为，携手津冀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
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发展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