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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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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3）》发布
建议三地在区域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协作上求突破

报告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是创新区域协同发展动力、机
制与模式，推动京津冀都市圈高质量
发展。

创新协同发展动力，形成加快协
同发展的创新支撑体系。加快构建创
新人才支撑体系，努力实现京津冀人
才支持政策相互衔接、工作体系相互
对接、资源市场相互贯通、发展平台相
互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相互促进，不断
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加快构建
创新平台支撑体系，鼓励京津冀三省
市在科技前沿、共性关键技术和公共
安全等领域集中优势科技资源，加快
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基地。

创新协同发展机制，推动三地实
质性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快建立区域
利益协调机制，推动生产要素在京津
冀区域内有序流动。全面梳理和重新
定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
提升发展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落
地性。

创新协同发展模式，打造大开放、
大协同的区域发展格局。打破经济融
合的行政性障碍，建立都市圈内统一
的经济运行规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和优化配置，依靠市场机制实现都市
圈内的资源整合，以达到整体效益的
最大化。

二是健全京津冀公共服务体系和
共富制度安排，推动京津冀构建均衡协

调发展新图景。围绕适应现代经济
社会要素流动需要，加快构建
包容共享、协同一体的都市圈
公共服务新体系。优化京津
冀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促进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联合制定
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激励
政策，推动京津三甲专科医院或综合性
医院疏解或通过对口帮扶等形式支持
河北建设，谋划共建共营一批重大文化
体育设施、医养结合设施和城市公共服
务综合体。完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
接续机制，在实现养老保险和基础养老
金省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基础养
老金京津冀统筹，三地养老保险单位缴
费比例、缴费基数下限基本统一。

三是突出新能源发展和新动能培
育，持续推动京津冀产业绿色转型提
升。以能源产业新发展打造经济增长
新引擎，推动京津冀联合建设京津冀绿
色技术与产业孵化平台。聚焦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健康、高端智能装
备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三地以国家
级新区、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高新区、经开区、
综合保税区为依托，打造绿色产业创新
场景开发基地。多维构建京津冀产业
转型提升的保障体系。加大对京津冀
尤其是河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
家支持，使河北在退出传统产能的同
时，新兴产能及时跟进，补齐京津冀产
业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短板。

四是统筹融合京津冀文化资源，
激活区域文化创造力和引领力。建立
京津冀三地文化发展资源库，摸清文化
资源家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与治理，
培养区域文化认同与自信。推进三地
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体系建设，进一步
探索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体制
机制改革路径，着力解决三地制约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打破体制界限，整合三地社会资源，
提高配置效率，形成开放多元的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体系。

（马彦铭）

报告提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
已进入全新阶段，产业、创新、环保、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发展中深层次
问题的解决和协同发展新空间的创造
都亟待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进行突
破，提供制度保障。

报告认为，京津冀三地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状况有所缓解，但经济差
距并未缩小，与均衡共富的要求还相
差较远。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京津冀三地均获得了长足发展，三地
经济实力均获得了不同程度提升。
2011年到2021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
值由4.4万亿元增加至9.6万亿元，增
加了5.2万亿元。从发展增速来看，
从 2019年至 2022年第三季度（除
2021年外），河北的GDP增速均要高
于京津，表明京津冀三地内部发展差
异有向小的趋势。与此同时，京津冀
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没有改
变。一是三地之间发展不平衡。以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例，河北与京津
的差距呈扩大趋势。二是三地自身
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地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也在
扩大。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三地尽力弥补公共服务的发展差距。
2021年，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为
127.6，较上年提高1.8。从基本公共服
务看，区域每千名常住人口拥有卫生
技术人员9人，较上年增长9.6%；区域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211万

人，较上年增加48万人，区域公共服务
不断发展。尽管如此，三地公共服务
差距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公共服
务支出的差距与不平衡式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
提升。

在各项政策举措的激励和约束
下，京津冀污染排放较为集中的河北
将去产能范围由国家要求的钢铁、煤
炭两个行业调增为钢铁、煤炭、焦化、
水泥、平板玻璃、火电6个行业。与此
同时，在环保、质量、技术、能耗、水耗、
安全等方面实施了严于国家标准的地
方标准，倒逼不达标产能退出市场。
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取得了显著效
果，但面临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导
向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京津冀产业
结构调整未来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而
艰难。

近年来，河北与京津不断深化文
化合作，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初现。
2021年，河北省1324家规模以上文化
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968.3
亿元，同比增长19.0%，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3.0个百分点。北京市文化产业
收入合计 17563.8亿元，同比增长
17.5%，两年平均增长8.9%，超过了疫
情前水平（2019年增幅8.2%）。尽管京
津冀三地文化创新创造取得了较好的
发展成效，但文化赋能的能力还明显
不足。不少文化企业依旧局限于传统
的发展机制，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
足。跨越京津冀的文化产业集群生态
还未形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
亟待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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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报告提出，京津冀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主体，应主动应变，积极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造一个协
同发展的示范样板。

报告认为，京津冀要在区域资源的配置方式与产业分工协作路径上实现新突破，形成区域层面共同富裕的样板。
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上实现新突破，形成区域全面发展的新范式。要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上实现新突
破，成为全国人口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地。要在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的确立上实现新突破，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区
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示范。

创新区域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模式
推动京津冀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