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省
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
与经济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京津
冀协同发展报告（2022）》认为，面
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需
求和建设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原始
创新主要策源地的战略任务，京津
冀协同创新将步入以战略科技力
量体系化建设引领区域协同创新
发展的全新阶段。

该报告分析了京津冀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的布局现状与发展制约、应
避免的误区及着眼点，从强化顶层设
计、加快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
平台、培育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等
方面提出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与布局的实现路径与发展保障。

在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布
局的实现路径方面，报告提出强化顶
层设计、加快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
集聚平台等五大方面。

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总体方
针和总路线图。报告建议，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由战略
科学家主导、三地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参与的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指导
委员会，系统谋划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布局总路线图，为京津冀整体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有效保障。

加快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
平台，实现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的均
衡布局。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以及北京“三城一区”、天津中国信创
谷等创新建设主平台的建设基础上，
着力布局建设雄安战略科技力量集聚
平台，实现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均衡
布局，推动河北科技创新短板加速提
升。与此同时，加强雄安新区与北京
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
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合作对接，加快
推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建设。

打造从原始创新、应用研究到成
果转化产业化的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体
系。布局建设一批京津冀重大科技联
动创新基地和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夯
实战略科技力量的主体支撑。布局建
设一批京津冀创新融合的新型研发机
构，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布
局建设一批以领军企业为核心的企业
创新联合体，筑牢研究成果区域产业

化发展的根基。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形成跨区

域、跨主体、跨部门共建战略科技力
量的要素保障。人才是战略科技力
量建设发展的最核心要素。共建京
津冀人才服务体系，积极促进人才交
流和联合培养，不断增强对高端人才
的吸引力。共建京津冀高级专家数
据库，搭建三地高层次人才资源交流
共享平台。搭建区域科技人才信息
共享平台，健全跨区域人才多项流动
机制，推动京津科技领军人才赴河北
创新创业。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支撑战
略科技力量发展提升的制度保障。改
革创新京津冀三地重大科研计划的制
度设置和组织方式，破解当前各自为
战状态，根据新形势及区域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发展的新要求，深入改革，促
进跨区域、跨学科和跨主体的创新，健
全和完善重大科技任务京津冀三地联
合攻关机制。构建京津冀政府财政资
金有效鼓励企业主体进行基础研究的
新型激励体制，提升企业承担战略科
技任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京津
冀协同实施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
推进机制。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
技创新，提升通过国际合作全面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能力。建立京津
冀国际大科学计划组织运行、实施管
理、知识产权管理等新模式、新机制，
吸引三地政府、科研机构等参与支持
大科学计划建设、运营和管理。

（米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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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红梅“真没想到，我第一
年试验种植春季包尖白菜就获得成功。
因为是优质新品种，口感好，再加上错季
销售，基本上都销往了北京高端市场，亩
收入1.7万元左右。今秋，我还要接着
种。”近日，正在准备播种秋白菜的河北
玉田泽惠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瑞海
嘴角上扬，他表示，今年6月初，他春季种
植的6亩错季白菜效益很好，与玉田县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合作
密不可分。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是京津周边重
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近年来，该县积极创
建“玉田供京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发展规
模化、标准化、订单化经营模式。全县常
年蔬菜种植面积超40万亩，2021年全县
销售供京蔬菜85万吨，同比增长13%。

包尖白菜是玉田县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是享誉京津冀地区的玉田特
色蔬菜品种。然而，近年来包尖白菜遇
到品种退化、抗病性降低和产量下降等
诸多问题。

为充分发挥玉田包尖白菜的品牌效
益，促进菜农持续增收，今年年初，玉田
县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签
订《玉田蔬菜产业绿色发展合作协议》，
并安排专项资金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玉田研发中心，重点对玉
田包尖白菜等传统蔬菜品种进行优化改
良与提纯复壮、品质提升等，并开展8个
品类40个蔬菜新品种的试验示范。

该县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
究所合作后，通过反复科研攻关，培育出
春季包尖白菜品种，并修订了《地理标志
产品玉田白菜（玉田包尖白菜）栽培技术
规程》，按照标准化技术在今年春季种植
成功，6月初开始收获。

春季包尖白菜品种和标准化栽培技
术结合，让玉田包尖白菜种植由传统的
一年一茬变一年两茬。

“我们以前也尝试过利用设施等方式
种植包尖白菜传统品种，但因品种问题没
有成功。”玉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艾会暖表示，作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品
牌农产品，玉田包尖白菜春季设施种植试
验成功，打破了传统的种植格局，填补了
夏季市场的空档，在促进菜农增收的同
时，也将进一步丰富北京蔬菜市场供应。

为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做到良种良
法配套，该县农业部门和中国农业科学
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合作开发了手机App，
对菜农进行远程技术指导。今年春季，
春季包尖白菜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干
烧心”现象，菜农李瑞海通过手机App向
北京的专家求救，得到“药方”后，苗情几
天就好转了。

如今，通过推广应用良种良法配套
技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的12个新品种蔬菜已在玉田试种成功。
今年，玉田县计划提档升级5万亩供京蔬
菜基地，示范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出
6大精品蔬菜单品。同时，通过县所合作
全域推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绿色转型。

目前，全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标准
化生产覆盖率达到70%以上，取得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个、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23个、绿色食品认证9个。

12个蔬菜新品种
在玉田试种成功

京冀合作县所联合

报告认为，京津冀区域战略科技
实力相对雄厚，具备打造创新策源地
的基础。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丰富，
无论是以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为代表的狭义的战略科技创新平台，
还是大学、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广义战略创新
主体和创新载体，都具有明显的比较
优势。与此同时，京津冀尤其是北京
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突出，每年的国家
科技奖励一等奖和每年的全国十大
科技进展中约有一半来自北京。相
对雄厚的发展实力，奠定了京津冀打
造全国创新策源地的基础。

报告也同时指出，京津冀战略
科技力量布局单核集中、区域创新
实力差距制约了京津冀整体创新效
能的发挥。截至2020年，京津冀共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54家，国家级技
术创新中心85家，但80%以上分布
在北京，布局呈现出单核集中的态
势。京津冀地区创新能力相对薄弱
的河北，截至2020年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有12家，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
有5家，分别占京津冀平台数量的
7.8%和5.9%。

单环节创新成效凸显，区域化链
式创新发展严重不足。北京作为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创新产出和对全
国其他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上，一直居
全国前列。2021年，北京技术合同
成交额突破7000亿元大关，位居全
国第一。但放眼京津冀地区，高创新
产出与低区域转化同在的状况依然
存在。2021年，作为京津冀地区研
发转化主要承载地的河北，承接京津
技术合同成交额300亿元，尽管增长
率超过40%，但仅占京津输出技术合
同成交额的3.6%。天津承接北京技
术合同成交额33.60亿元，仅占北京
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的0.7%。

报告认为，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
设应遵循体系化布局而非碎片化建设、
强化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服务
国家发展与服务区域发展的统一。

面对国内外科技创新趋势的深刻
变化，京津冀必须准确把握自身发展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特征，立足区
域创新体系和基础，聚焦新时期国家
和京津冀区域创新使命、创新任务、创
新发展需求，以提升全国和区域科技
创新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制约为目标，布局建设战略科
技力量。

围绕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发
展，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
系统性演变的规律和科学技术全球一
体化发展趋势下，京津冀要突破资源
配置的地域限制。改变过去只关注创
新要素构成和创新资源静态配置的局
部思维，以全球视野汇聚创新资源，将
其与已有区域创新体系有机融合，应
是京津冀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布局的

重要方面。
围绕增强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
量。这是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形
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安全可靠的产
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撑。

围绕构筑京津冀未来战略竞争优
势，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京津冀
立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对核心技
术进行集中攻关，形成对未来产业发
展的战略性科技支撑，这是京津冀都
市圈加速发展的关键。

围绕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
的培育，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这
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转型提升、主导
产业创新发展，使京津冀区域顺利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向价值链中高
端跃升。

围绕破解区域创新短板，提升区
域整体创新层级，布局建设战略科技
力量。这有助于重塑京津冀区域创新
格局、形成京津冀区域创新驱动合力。

京津冀区域战略科技
实力雄厚但布局单核集中1

五大实现路径助力京津冀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布局3

聚焦新需求新目标
布局建设战略科技力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