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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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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波

作为国家重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空
间载体，数字时代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如
何有效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同发展，进
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7月9日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
发展报告（2022）——数字经济助推区域协
同发展》从理论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如何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实际需求找寻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
对数字经济应用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
与成效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尚处于探
索阶段，数据交易平台数量相对较少，京津
冀范围内仅有北京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中
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

构建“2+11”数字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是
筑牢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举
措。蓝皮书认为，上升到区域协同角度，数
字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考虑城市内部自身新
基础设施的完善，而且需要考虑如何依托数
字城市建设实现城市间的横向协同，缩小城
市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避免因数字鸿沟阻
碍京津冀城市群数字化协同进展。

数字孪生是一种动态的生命系统，其应
用价值在于通过数据收集、挖掘、存储等技
术实现不同系统间的协同和适应性演化。
结合数字技术的自身属性来看，数字技术本
身具有一定的物理关联属性，利用数字孪生
属性有利于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间的
适应性协同发展。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
统，通过形成城市之间的“数字孪生”效应，
理论上能够实现不同城市之间在具体领域
的协同。位于京津冀的雄安新区在全国范
围内首次提出“数字孪生城市”概念，为京津
冀“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开端。

在数字经济产业中，数字要素驱动产业
与居民消费的联系最为密切。为探究京津
冀的数字要素驱动产业究竟能否对区域内
居民消费水平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蓝皮书研
究发现，在京津冀范围内的各城市样本中，
互联网平台产业、互联网批发零售产业、数
字内容与媒体产业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产
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平台产业对
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最为突出。从对农村
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数字经济中仅互联网
批发零售业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起到了显
著促进作用。

蓝皮书指出，数字经济总体上对京津冀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
用，对京津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作用稍
小，可能的原因是京津冀农村地区支撑数字
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难以
充分保障多种数字经济业态对农村居民消
费的促进作用。

国家实验室是支持科技强国建设、承担
国家重点科研任务的基础创新载体。蓝皮
书还建议，北京要对标硅谷、旧金山等国家
实验室所在地的国际一流创新型城区，总结
国家实验室建设经验和启示，通过吸收、消
化、再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优秀建设
模式。天津、河北要依托所在地高校、科研
机构的优势学科，力争在“十四五”期间高标
准完成国家实验室的筹建。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
（2022）——数字经济助推区域协同发展》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发布。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2）》发布

数字经济为京津冀“添翼”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2）——

数字经济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指出，京津冀城市群
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1万亿元，居东部三大城
市群之首。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蓬
勃发展，数字技术与各产业加速融合，数字经济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对于京津冀城市群而言，数字经济将进一步提
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

《蓝皮书》指出，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数字
经济规模为3.91万亿元。整体来看，京津冀数字
经济呈现出以北京为绝对核心，天津为次核心，呈
现“核心高、外围低”的特征。

数字服务业是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的重要服务

保障性行业。《蓝皮书》称，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
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共计 23779.62亿
元，居东部三大城市群首位。

数据显示，202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
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服务业在营
企业注册资本，分别高于长三角城市群3822.59亿
元、珠三角城市群18372.81亿元。

京津冀的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规模也在不断
扩大，平台企业增速明显。数据显示，2000—2020
年，京津冀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注册资本规模从
36.26亿元增加到 340.5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1.85%，远高于数字经济产业整体年均增长率
3.97%。

为产业带来积极变化
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产业的代表，

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尤为明显。根据《蓝皮书》的研
究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的各城市样本中，有互联
网平台区域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没有的
高出6.4个百分点；有互联网批发零售业区域的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没有的高出5.5个百分
点；有数字内容与媒体产业区域的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比没有的高出2.7个百分点。

在数字治理上，京津冀的数字发展规划也逐
步落地。京津冀三地先后在原有部门的基础上，
通过优化调整设置了新的数据管理职能机构。

2019年，京津冀区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区入
驻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共有事项全程网
办。

诚然，京津冀城市群在数字治理方面也面临
挑战。“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治理还面临着横向协同
不足、各地数字化建设进度不一的挑战。”首都经
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叶堂林表示，与我国其他省份相比，京津冀三地大
数据管理部门行政位阶相对较低、行政职能相对
单一、数字治理指挥联动能力受限，三地的协同治
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区域降碳重要支点
“在数字经济领域进行超前谋划和超前布局，

有利于在未来阶段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蓝皮
书》编委会指出，数字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可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
标。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
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开忠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
称，绿色经济从长远来看，关键在实现能源可再生
问题，而可再生能源大量的开发和普遍的应用，有
待于计算机通讯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支撑。

数据显示，目前，京津冀的碳排放强度整体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河北省的生产活动对化石
能源的消耗强度较高。2019年，全国平均碳排放
强度为0.66吨/万元，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碳排放
强度为0.71吨/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字经济的推广应用对京津冀城市群碳减排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据显示，数字经济服务
业发展规模每提升1%，城市群内整体碳排放量就
下降3.047%。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水
平将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化
转型，减少区域碳排放。

叶堂林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城
市群碳减排格局将更加完善。

此外，《蓝皮书》作为京津冀系列发展报告的
第十一部，还提出了可依托数字城市建设努力缩
小区域间的数字发展鸿沟，弥补京津冀范围内乡
村地区的数字基建短板，推动京津冀各地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的建设进展，为跨区域协同治理的重
点领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等建议。

（陶凤 陆珊珊）

为京津冀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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