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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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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红利 自日前召开的京津冀人
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第五次会议获
悉，小组成员单位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区域人
才一体化发展按下“加速键”。

三地携手引才聚才留才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

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
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
如何更好发挥三地人才资源优势？京津冀将
携手实施“联系京津冀”人才合作项目，依托
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整合人才政策
资源优势，营造良好人才生态和发展环境，提
升京津冀地区的人才竞争力和吸引力，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联系京津冀”人才合作项目包括“才知
京津冀”“才聚京津冀”“才通京津冀”等三个
子项目。“才知京津冀”，将通过各类活动，向
海外英才展示京津冀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发展
成果；“才聚京津冀”，将以举办创业大赛、强
化政策支持等方式吸引集聚高层次、创新型
人才；“才通京津冀”，旨在推动三地人才服务
部门共享政策和资源，打造互融互通的人才
发展生态。

引导HICOOL获奖项目落地雄安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棋局中，北京是

“一核”。为更好发挥北京优势，助力雄安新
区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京冀相关部门共同
决定设立海外学人中心雄安中心。

据了解，海外学人中心雄安中心开展人
才服务、认定评估、培训、交流合作、政策宣传
等业务。北京将以中心为依托，推动人才服
务资源向雄安新区全面开放，鼓励引导“HI-
COOL全球创业大赛”等获奖项目落地雄
安，示范带动人才资源有序流动，支持雄安新
区加快服务保障体系改革创新，全面落实人
才生活服务保障相关举措。

秉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理念，三地
还共同成立了京津冀外籍人才服务联合体，
搭建京津冀外籍人才服务协同平台，形成外
籍人才协同发展机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
供国际化人才支撑。

关注人才需要 拓展“区域通办”事项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强与天津、

河北、雄安政务服务部门协同合作，推动
京津冀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自贸试验
区政务服务“同事同标”，打造协同发展新
优势。三地有关部门提出，进一步完善北
京城市副中心与津冀地区人才“区域通
办”服务平台及联动机制，持续拓展通办
事项范围。

京津冀三地将协同发力，以人才需求为
导向，完善多样化通办模式。开展常态化调
查研究，密切关注京津冀地区人才在教育、就
业、社保、医疗、养老、婚育、出行等方面的多
样化需求，以及生产要素流动、企业跨地区生
产经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与企业密切相
关的异地办事需求。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和体验感，让人才
少跑腿，信息多跑路，三地还将进一步探
索“不见面”申请、远程互动、收受分离、便
捷寄递等方式，以通办模式畅通跨区域办
事路径。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平台为依托，
规范事项名称、办理要素、办事流程等标
准，做到异地受理“同事同标”，在通办事
项、受理系统、办理标准、工作机制、服务
标准五个方面实现统一，有效补足信息
差，缩短审批时限，提升“区域通办”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
发展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 杜丽娟 在中国城市
百人论坛2023夏季论坛上，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所研究员陆大道表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关键的是北
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在功能上的
定位，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陆大道介绍，随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三
地在功能上的定位逐渐明确，以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
“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三地
正在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
新格局。

事实上，对于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讨论最早始于2014年，当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天津、
河北三地后，对首都北京出现的
大城市病等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
调研，并作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重大战略。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
布，三地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各自
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在整体功能定位方面，
《纲要》明确要建立以首都为核心
的世界经济城市群，对北京的定
位是作为京津冀发展核心，强调
北京要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绿色
经济，推进高精尖经济结构建
设。”陆大道说。

基于此定位，在协同发展的
过程中，北京市也从“一城独大”
转向“一核两翼”，中心城区不再
“摊大饼”，同时雄安新区和城市
副中心作为北京“两翼”，主要承
接非首都功能疏解。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天津被赋予“一基地三区”
的功能定位，即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
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
行区。

围绕“一基地三区”功能定
位，天津全力服务北京非首都功
能的疏解及雄安新区的建设，在
产业的协同对接、区域的协同创
新、体制的协同改革、基础设施的
协同建设和社会的协同治理等方
面，发挥天津的独特作用。

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
究院院长刘秉镰在论坛中表示，
经过 9年多的努力，京津冀协同
发展从总体要求、产业政策和社
会矛盾等方面看，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这提升了京津冀在国家区
域战略中的地位。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变化
是，9年来三地一把手应该没有
坐在一起开过会，但今年 6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三地领导
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的现场
座谈，可谓意义重大，这将有效促
进京津冀三地更多交流。”刘秉
镰说。

据了解，自《纲要》发布以来，
三地也从“各说各话”转到了协同
发展的话语体系，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规划、标准、政策、管理等
四个方面逐步实现统一，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不仅如此，三地京津冀协同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从规划编
制、转变观念、打破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等方面做出积极转变。
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已从
集聚功能求增长转向了协同辐射
谋发展，并先后实施了两轮非首
都功能疏解。

此外，三地还在交通、生态、
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交
通方面，京张高铁、京雄高速都已

经建成开通，“轨道上的京津冀”
越来越近。在生态环境联建联防
联治方面，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
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全部达到
或优于Ⅱ类水质。

对于如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安树伟在论坛上表示，以国土空
间优化促进京津冀高质量发展
的总体思路，关键是要处理好人
地关系，形成“一主两副、双圈耦
合、四轴多点”的国土空间整体
格局。

他分析，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能不能带动外围地区发展主要取
决于三个要素：一是核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外围地区的
承接能力；三是中间的要素流通
渠道。目前京津冀只具备了第一
个条件，即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
能力比较强，但是核心城市和外
围地区要素的通道和周边地区的
承接能力相对比较弱。

“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
展最关键是要解决河北发展水平
偏低的问题，如果三者差距不能
缩小，那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会存
在很大困难。”安树伟说。

按照《纲要》，河北省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要紧紧抓住
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对
接京津，服务经济，加快发展。

与会专家建议，京津冀协同
发展是河北省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河北省应以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雄安新区带动河北发展，加
快推进张北地区建设，支持环京
津市县与京津联动发展。此外，
还要推进重点承接平台提质增
效，加快建设区域产业体系，与京
津共同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第一
梯队。

京津冀协同发展9年
从“各说各话”转向协同发展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话题
成为各界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战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