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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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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
的《北京高质量发展蓝皮书：北京
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指出，京
津冀区域协同取得重大进展，京津
冀三地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优
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本报讯 梁倩 近日，中国国际供
应链促进博览会暨全球供应链创新
发展论坛“2023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
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的《京津
冀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京津
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十年，
三地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区域
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产业链深度融
合、互补，为全球产业链创新发展带
来新空间。9年来，三地工业经济向
高质量转型跃升，2022年京津冀工业
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是2014年的
1.43倍，年均增长达到4.6%。截至目
前，京津冀产业协同项目库数据目前
入库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达1.3万
亿元。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京津冀创新链、
产业链、供应链日益融合。”中国企
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朱宏任表示，京津冀新型工
业化发展中，积极促进骨干企业对
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系统整
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加快形成一批现代
产业集群，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的韧性和安全性。

北京市国资委一级巡视员杨鸿
宝表示，北京市紧紧抓住非首都功能
疏解这个“牛鼻子”，从单一城市发展

转向区域协同发展，首都功能显著增
强，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京津冀协
同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初步形成
“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推动形
成北京“一核两翼”新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企业主体不
断涌现。2018年至今，京津冀累计培
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60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8614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近8000家。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将重
点打造“五群六链五廊”。具体来
看，五个产业集群分别是集成电路、
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
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六条产业链
分别为氢能、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网络安全、高端工业母机、生物
医药、机器人产业链。五条产业廊
道则分别为京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廊道、京保石新能源装备产业廊
道、京唐秦机器人产业廊道、京张承
绿色算力和绿色能源产业廊道、京
雄空天信息产业廊道。

“河北牵头绘制了新能源智能网
联汽车和机器人两大产业链的图谱，
大力推动延链补链强链和区域产业
协同。河北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领域有一定的优势，拥有新能源整
车生产能力的企业7家，年产能108
万辆。汽车产业链条比较完整，从设

计研发、核心技术到生产制造，都拥
有全国领先的知名企业。”河北省委
副书记、省长王正谱说。

对于下一步发展，杨鸿宝表示，
北京将加强产业协作，支持链主企
业和供应商在京津冀区域布局发
展，一链一策，促进上中下游衔接，
大中小企业融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深化产
业链和产业集群带动，充分发挥重点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对产业协同
发展的牵引作用。“优化区域产业分
工和生产力布局的支撑作用，聚焦集
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
备、安全应急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加
强针对性政策支持，合力补齐短板，
拉长长板，锻造新板，聚链成群。建
立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机制，优化产
业分工定位，强化区域联动和政策协
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合力培
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他说。

辛国斌透露，工信部还将整体
推进京津冀地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协同构建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服务型制造体系，合力推进京津
冀地区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探索
推进京津冀标准联盟，深化数字经
济、绿色低碳等领域标准制定和转
化应用。

京津冀产业协同将重点打造“五群六链五廊”

京津冀区域协同取得重大进展 本报讯 尹希宁 张敏 近日，京津冀7个国家
级高新区及2家省级高新区携手成立京津冀国
家高新区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据了解，联盟旨在充分发挥各国家高新区
资源禀赋、创新要素比较优势，加强高新区之间
协同发展，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深度融合，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
通，共同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和世界级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推动京津冀国家
高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强、更
有力的辐射带动和高端引领作用。

联盟成员具体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保定高新
区、唐山高新区、燕郊高新区、承德高新区等7个
国家级高新区及沧州、衡水2家省级高新区。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陈克龙表示，联
盟要主动把握区域差异，高水平地推进协同创
新，聚集重点领域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促进更多新技术在京津冀高新区转化和产业化。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宇蕾表
示，通过联盟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三地高新区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聚焦生物医药、智能
制造、6G、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不断强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融合发展，
助力三地共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当天，首批发起成员单位共同签订《京津冀
国家高新区联盟倡议书》，倡议共担自立自强新
使命、共建交流合作新机制、共立创新发展新格
局、共筑协同发展新高地，推动京津冀国家高新区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有效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本报讯 王海超 近日，张家口市委书记、市
委“首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赵文锋主持召
开市委“首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暨京津冀协同
发展工作推进会，听取2023年“首都两区”建设
总体工作、察汗淖尔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情况
以及审计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审议《关于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的实施意见》和相关方案，安排部署下
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克良出席。

会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用好的重大历史机遇。推
进“首都两区”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的重
要实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自觉置身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加快“首都两
区”建设步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首都两
区”建设主责意识，坚决扛起实施重大国家战略
的职责使命，对每个环节、路径再梳理、再明确，
坚定不移将“首都两区”建设向纵深推进。要强
化“谋”的意识，紧紧牵住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
“牛鼻子”，结合各县区各部门实际，充分利用京
津冀常态化对接合作机制，系统梳理协同发展
合作事项，聚焦交通、生态、科技、产业等重点领
域，逐级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对接京津、服
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弘扬“实”的作风，
对党中央、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和目标任务不
等不拖、紧张快干，把任务分解到项目、落实到
岗位、量化到个人，制度化、标准化、责任化、项
目化、时限化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形成
“干”的机制，由分管市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协调
配合，各部门各司其职，细化任务、明确台账，形
成齐抓共管、互相协同的完善机制。

京津冀国家高新区
联盟在京成立2023版《北京高质量发展蓝皮书》发布

张家口推动“首都两区”
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蓝皮书认为，生态高质量发展和治理高质量发展为现阶段北京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继
续发挥北京生态高质量发展和治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进一步释放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仍是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蓝皮书指出，2022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10万
亿元（人民币），相比上年增长2%。北京发挥首都“一核”引

领带动作用，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
圈，京津冀三地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
势，优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此外，蓝皮书表示，作
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
翼，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提
速。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
通，大运河京冀段实现旅
游通航，由“通勤圈”“功能
圈”“产业圈”组成的现代
化首都都市圈的建设迈出
实质性步伐。 （李京泽）

蓝皮书基于新发展理念，提出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6个维
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高质量发展、创新高质量
发展、文化高质量发展、治理高质量发展，构建了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分析了2012—2021年北京高质量发展水平。十
年间，北京高质量发展指数由0.612上升为0.960，增长幅度为56.86%，年
均增长率为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