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从北京南站坐上京津城
际，33分钟抵达天津，换乘地
铁，差不多半小时就到著名美食
街‘西北角’。一个来小时，跟串
门一样方便。”今年“双节”长假，
和家人一起去天津“串门”旅游
的北京旅客马连凯在放假前就
做好了攻略。天津的佛罗伦萨
小镇?京津名品奥特莱斯每年接
待游客700万人次，其中一半都
来自北京方向。同样，天津的旅
客也可以来北京度过惬意一天。

从统计数据看，三地消费
市场不断恢复，接触性消费加
速回暖。前三季度，京津冀地
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074.8亿元，同比增长 5.5%。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分 别 为
10471.5亿 元 、2885.8亿 元 、
10717.5亿元，分别增长 2.5%、
6.9%和8.2%。

分领域看，住宿餐饮消费
快速增长，北京住宿和餐饮业
营业额增长29.1%，天津限额以
上住宿业和餐饮业营业额分别

增长31.6%和24.7%，河北限额
以上住宿业和餐饮业营业额增
速均超过3成。从类别看，升级
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三地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金银
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30.9%、24.8%和 15.8%，新能源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5.6%、52.7%和71%。

三地居民消费的“底气”，来
自保持平稳的就业、物价和稳步
提高的居民收入。据统计，前三
季度，北京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4.5%，其中9月当月为4.1%，
已连续4个月回落；截至9月底，
天津、河北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
29.14万人和80.7万人，分别完
成全年目标的83.3%和93.8%。
三地居民消费价格均呈现温和
上涨态势。

居民收入方面，北京、天津、
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61718元、40713元和 24243
元 ，分 别 增 长 5.3%、4.6%和
6.4%。

消费市场继续恢复

北京生物药、医疗器械领域
优势明显，天津在化药和中药领
域形成规模，河北主要布局中药
和化学原料药领域……如今，京
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已经初步
形成，地处京津冀腹地的大兴区，
成为北京生物医药科技创新成果
的重要转化地。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京津冀
工业生产稳步恢复，重点行业继
续发挥支撑作用。其中，北京电
力、装备、汽车行业持续带动，合
计上拉工业增速4.5个百分点；天
津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工业企
业增加值增长4%，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80.5%，同比
提高2.2个百分点；河北钢铁、医
药、汽车等传统优势行业贡献率
合计超过6成。

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活跃，
显现出强劲韧性。“前三季度，北
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其中
可以关注到，反映企业扩大生产
能力的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超过两
成。”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在信息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带动下增
长超过5成；天津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6.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增长11.2%；河北高技术产
业投资增长21%，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以31.1%的增速起到重
要的带动作用。

今年9月，京津产业握手链
接洽谈会暨联合招商推介会举
办，现场签约41个项目，意向投
资额约 271.81亿元。“北京研
发、天津制造”产业协同模式加
速形成。

三地合力攻关，协同创新
水平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
同成交额464.7亿元，同比增长
50.8%；与京津共同组织实施基
础研究合作专项，推动组建产
业创新联合体，开展氢能、钒
钛、中医药等领域重大技术攻
关。京津冀“5G+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基地项
目顺利启动。

“京津冀重点产业链图谱绘
制已初显效果。”市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9月份，网络

安全和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分别
录入企业282家和153家，涵盖
上游供给和下游应用；北京机器
人企业400余家，在机器人应用
场景方面已形成领先优势，天津
现有机器人企业近200家，初步
构建了涵盖关键系统部件、机器
人本体、机器人系统集成的全产
业链条，河北拥有上百家专用零
部件和集成应用关联企业。

“两翼”联动带动重点区域
建设成效显著。在北京城市副
中心，重点项目建设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
园两大项目落地；在雄安新区，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中国移动
（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项目、
中国联通雄安互联网产业园项
目均已封顶，雄安新区科技园挂
牌成立。

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7.6万亿元，北
京、天津和河北分别为31723.1
亿元、12252.6亿元和31776.6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分别
增长5.1%、4.6%和5.2%。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落实落细系列稳增长政策
措施，区域经济稳步恢复，供给
需求持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
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协同
发展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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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璐 近日，海关总署出台了支持京津冀
协同发展12条重点措施，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
行业产业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京津冀高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京津冀地区
实现外贸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规模占
同期全国外贸的12%。

瞄准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力
“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

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12条重点措施瞄准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力。”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表示。

措施提出，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构
建港区一体化监管模式，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展
示交易异地监管模式，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
制度协同创新和复制推广，着力打造综合保税区、自贸
试验区开放平台新优势。

同时，推动北京“双枢纽”空港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支持三地空港智慧口岸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深化
三地智慧港口建设，助力京津冀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港口群。

此外，大力促进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
极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提供海关通关服务保
障，助力北京会展资源与天津国家会展中心等资源互
补互促也被提上日程。

三地协作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和

关键。“12条重点措施聚焦新兴产业、重点行业发展以
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资源类商品保供稳链，通过强
化三地海关间的监管协作予以支持保障。”海关总署有
关负责人表示。

比如，对真空包装集成电路、平板制造等精密仪器
设备，实施京津冀跨关区一体化检查作业；对生物医药
企业进口符合政策的先进技术装备、关键原材料和零
配件予以免税；建立重点企业、重点物资通关绿色通
道，支持扩大京津冀区域重点行业产业原材料、生产设
备、关键零部件以及粮食、能源等进口；建设区域跨境
电商发展联合体，推进京津冀区域跨境电商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落地等。

“产业联创正成为北京海关与天津海关、石家庄海
关携手共促的重要方向之一。”北京海关关长张格萍表
示，支持区域战略性重点产业发展，以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网络安全等产业为重点，深化京津冀产业链供应
链通关保通保畅机制，进一步推动集成电路六位一体
“芯”模式和生物医药研发物品进口“白名单”等制度落
实落细。

截至目前，三地海关发布了由520家重点企业组
成的“京津冀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名单”，全力
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

对标国际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据悉，12条重点

措施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价，主动对接国际标
准和通行规则，大力支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措施提出，在促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上，京
津冀三地海关协同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
动，积极推动区域内航空口岸、铁路场站试点“直提直
装”创新模式，支持区域性“单一窗口”建设。在促进提
升惠企服务水平方面，重点措施加强“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培育和服务力度，帮扶企业充分利用RCEP
等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政策享惠进出口，引导企业更好
开拓国际市场。

“12条重点措施还将促进提升京津冀区域海关监
管服务协作水平。”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称，牢牢牵住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服务重点产业、央
企总部疏解项目，形成海关监管政策和承接政策“无感
切换”，汇聚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合力。

据悉，目前京津冀三地海关已联合制定京津冀自
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协同创新工作方案，提出了4项联
合创新意向，其中1项获海关总署备案推广。

海关总署12条措施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万亿元
前三季度经济稳步恢复

□ 陈雪柠

回暖

企稳 区域经济恢复向好

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