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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责编：孟渤钧 版式：陈思宇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
国平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形成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加强国家科技力量体系建
设，大力支持基础研究，聚力攻克“卡脖
子”问题。一是系统性部署基础研究，
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满足核心技术需求、
优势产业需求与民生发展需求，加强培
育前沿科学与交叉科学，促进更多的国
家科技创新项目与科学研究中心在北
京落地。二是健全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
组织投入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投入
在R&D总投入中的比重。三是着重投
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加强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数字经

济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同时，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共建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李国平表示，
围绕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定位，强化
三地差异化分工和协作。北京市是国
际科创中心，致力于打造原始创新策源
地、技术创新总部聚集地、科技成果交
易核心区和全球高端创新型人才中
心。天津市是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现
代化制造中心，致力于打造技术研发及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创
新型中小企业集聚创新创业示范区。
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发挥“创
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作用，通过

承接北京部分科创功能转移，打造全球
创新高地。

第三，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津冀产
业链，打造一批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
群。需要织密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契合
点，加强三地间的分工合作，打造从知
识产出、科技创新到新产品生产销售的
全产业链。推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科院、中关村在津冀的分院分园及产
学研异地合作机制建设，以创新成果孵
化津冀产业新业态；聚焦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氢能、生命健康
等产业链，用链条思维统筹谋划京津冀
产业布局，以北京优势产业培育和带动
津冀做大做强相关产业。 （李如意）

本报讯 白波 邹明奇 2024年农历春节
的脚步已在慢慢靠近，采购高峰也即将到
来。为保障京津冀百姓“菜篮子”安全稳定
供应，作为北方地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枢
纽，首衡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已经
做好了准备。

早上6点，首衡高碑店市场入口处，来
自全国各产地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经销
商忙着根据订单出货，园区处处呈现出一
派节前繁忙景象。首衡集团总裁魏树俭介
绍，市场通过强化产地调运、加强实时监
测、提高配送效率等多举措保障“菜篮子”
“果盘子”货丰价稳。

强化产地调运 保障品全量足

首衡市场内，果蔬、干副、冻品、预制菜
等各业态都做好了节前产品的准备。为保
障节日期间产品品类丰富、供应充足，首衡
工作人员从7月起便与山东、云南、福建、
浙江、广西等9个省份及河北邯郸、固安、
张家口等10余个产区对接，签订产地订单
22.5万吨。魏树俭介绍，目前，市场应急储
备量达到4.2万吨，日交易量接近5.95万
吨，日交易额接近3.8亿元。

在蔬菜交易区，南方菜、冬储菜、设施
大棚菜一应俱全。特菜经销商王瑞仙说，
节日期间是特菜销售的旺季，他们对接了
云南、广东等产地，合理调配品种结构，丰
富商品种类，保障春节期间餐桌供应。

此外，首衡高碑店市场还与首衡孝感、
常德、永州等项目，以及国内其他市场建立
紧密联动机制合作关系，可以在全国各产
地组织调度产品，确保供应充足。

加强实时监测 确保价稳食安

确保市场价格平稳也是节日前夕的重
点工作，多家商户表示产品价格比较平
稳。园区设立信息监测专人专班，通过大
数据平台，及时掌握产品进场量和交易情
况，密切关注价格波动趋势，做好跟踪分析
研判。

“我们联合相关部门提高市场巡查频
次，严厉查处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
违规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
者权益。”市场负责人刘广说，在稳价格工
作中，除了以上举措，针对极端天气等特
殊情况，充足的应急储备也能起到稳定物
价的作用。

市场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项工作，
严把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严守产品采购索
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确保产品来源安
全可靠，防止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销售。

完善物流体系 提高配送效率

为了进一步畅通上下游物流通道，解
决“最后一公里”配送痛点，为保供提供更
优质的物流配送服务，首衡集配与京东、中
通等70余家第三方物流公司达成合作，开
拓培育近600余条物流线路，进一步优化
完善了物流配送体系。

通过优化SKU品类、提高核验效率、
提前规划物流线路等措施，首衡集配整
体提升了市场到各个城市仓的调运力
度，提高了配送效率。魏树俭介绍，“首
衡集配平台”与二批农贸市场、社区超市
共同织密“菜篮子”产品顺畅流通的基础
网络，保障新鲜产品第一时间抵达百姓
餐桌。

首衡高碑店市场保障
京津冀“菜篮子”稳定供应京津冀协同创新

指数年均增速12.9%

近日，北京大学首都发展新年论坛（2024）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北京大学
首都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3》。《指数》从三个空间层面分别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重点分析
2013—2022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发展趋势。结果表明，2013—2022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100增长到297.6，年
均增速为12.9%，京冀、津冀间创新指数的相对差距缩小，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效显著。

北京协同创新指数增幅最大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实质
性推进阶段，三地间在产业、交通、环境
方面率先实现突破，而产业、交通的协
同也带来了创新要素的流动与溢出，特
别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北京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疏解非首都功
能、雄安新区建设等都带动了京津冀整

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地区间创新协作
的加强。

最新的指数显示，北京协同创新指
数增幅最大。2013年到2022年，北京的
协同创新指数从661.7增长到1012.3，在
三地中增幅最大，创新能力、科研合作、
技术联系、创新环境等大部分指标都继

续保持增长。天津协同创新指数从
2017年起稳步增长，京冀、津冀间创新
指数的相对差距缩小。2022年，北京、
天津的协同创新指数分别是河北的2.6
倍和1.4倍，均比2013年的倍数（6.6倍
和4.8倍）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表明京冀、
津冀间创新指数的相对差距缩小。

北京研发投入水平全国领先

《指数》显示，在创新能力建设方
面，三地研发经费均有所增长，北京研
发投入水平全国领先，创新人才高地建
设成效显著。数据显示，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不断提升。京津冀研发经费支出
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3.22%上升到
2022年的 4.25%，高于同期的江苏
（3.12%）、浙江（3.11%）与广东（3.42%），
展现出京津冀在研发投入方面的优
势。其中北京从2013年的5.98%增加

到2022年的6.83%，继续保持在全国排
名第一的领先优势。

京津冀三地跨区域产业活动活跃，
区域产业对接和合作不断深化。京津冀
三地跨省（市）设立企业活动活跃，2022
年三地企业在区域内跨省（市）设立分支
机构8200家，增长8.7%。2022年，京津
转入河北单位4395个，其中法人单位
2286个，产业活动单位2109个。京津冀
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京津冀科技成

果转化基金完成设立，京津冀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天津中心完成挂牌。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中北京
企业占1/3，北京企业中科技型企业占
40%；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
机构累计9000余家，廊坊三河市27家科
创园入驻企业796家，其中京企占比达
65%。金隅曹妃甸示范产业园等一批重
大项目建成投产，北京巴威曹妃甸高端
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

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津冀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