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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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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方素菊近日，北京市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京津冀
地区生产总值为10.4万亿元。其中，
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43760.7亿
元、16737.3亿元和43944.1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
5.2%、4.3%和5.5%，增速比2022年分
别提高4.5个、3.3个和1.7个百分点。

2023年，京津冀三地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落细系列稳
增长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区域协同
发展走深走实，区域经济稳步恢复
向好，协同发展合力持续增强。

生产回升向好
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

2023年，京津冀三地工业生产
稳中提速，优势行业“支撑足”。

数据显示，2023年，京津冀三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0.4%、3.7%和6.9%。其中，北京止跌
回升，装备、电力、汽车行业合计上
拉工业增加值增速4.1个百分点。
天津逐季加快，12条重点产业链在
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达
到 79.8%，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
点。河北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增
长8.5%，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6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实现两
位数增长。

不仅工业稳中提速，服务业也
提质增效，重点行业“势头好”。

2023年，京津冀地区实现服务
业增加值7.1万亿元，北京、天津、河
北分别为37129.6亿元、10486.2亿元
和 2304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1%、4.9%和5.5%。信息、金融等重
点行业表现较好，北京两个行业对全
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七成；天
津、河北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增速均快
于服务业平均水平，其中天津金融
业、信息服务业分别增长 6.0%和
5.5%，河北分别增长7.7%和7.3%。

内需逐步改善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2023年，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4.9%，其中反映企业扩大生产能
力的设备购置投资增长24.4%；天津
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下降16.4%，
但降幅持续收窄，降幅比前三季度
收窄4.4个百分点；河北增长6.3%，
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创新投资
驱动有力。数据显示，2023年京津
冀三地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活跃。
北京、天津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
长16.2%和5.9%，其中，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分别增长36.1%和19.3%；河
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高于全部投
资18.4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以及
各项促消费政策措施出台落地，
消费市场恢复向好。数据显示，
2023年，京津冀三地分别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62.7亿元、
3820.7亿元、15040.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4.8%、7%和9.6%。其中，升
级类商品消费增势较好，三地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金银珠
宝类、服装鞋帽针纺织类商品零
售额均呈两位数增长，新能源汽
车表现亮眼，分别增长 38.0%、
41.3%和74.4%。线下消费明显回
暖，北京限额以上主要实体零售
业态中，百货店和购物中心零售
额两位数增长，天津、河北限额以
上住宿业营业额和餐饮业营业额
均增长三成左右。

协同创新成效明显
产业协作纵深推进

京津冀三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融合，助力科技成果在京津冀区
域内落地转化，三地协同创新水平
持续提升。2023年，北京流向津冀
技术合同成交额748.7亿元，比上年
增长1.1倍，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与
社会发展、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和现
代交通领域，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
同成交额成倍增长。深入推进专利
转化合作，目前已有5300余项专利
开放许可技术在京津冀三地共享。
截至2023年年底，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近5000家，

累计为1009家北京来津企业提供
科技创新服务；雄安中关村科技园
累计对接企业2351家，其中北京企
业占比70%。

产业协作也在加速推进。三
地协同编制完成6条产业链图谱，
启动产业链“织网工程”，生命健
康、电力装备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搭建产业对
接平台，2023年京津冀产业链供应
链大会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52个，
意向投资额超千亿元，签约项目覆
盖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高
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机器人等六大产业链条。通州
与北三县一体化发展持续推进，北
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
介洽谈会已连续举办五届，累计签
约项目 210余个，意向投资额超
1500亿元。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发展成果进一步共享

2023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1752元、51271
元和329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
别增长5.2%、4.3%和6.0%，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三地城乡
居民收入比较上年均有所缩小。

2023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取得
新突破，津兴城际铁路开通，区域高
铁总里程达到2576公里，实现对区
域内所有地级市的全覆盖；环北京
通勤定制快巴运营以来客运总量超
100万人次，北三县三条主线日均客
运量5100人次左右，同城化效应日
益凸显。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2023
年，京津冀异地就医备案全面取消，
49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7000余
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普通
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本报讯 梁木 近日，2024净菜产业论坛
暨京津冀净菜产业交流会在河北唐山成功举
办。该论坛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净菜产
业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贸企协净菜委”）
主办，旨在加快构建净菜进京渠道，打造“河
北净菜”知名品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本次论坛以“解析行业现状，推进‘净菜
进京’”为主题，由综合论坛、专题培训、热点
直播、合作签约、年度颁奖、对接专场、企业考
察等环节组成。大会集中探讨了净菜产业前
端的一产种养殖、二产加工和后端的餐饮管
理、食材配送及相关的配套服务全产业链所
面临的问题，深入剖析行业未来发展。优质
基地、加工企业、冷链物流、餐饮连锁、技术厂
商、专业服务商、投资机构等业界代表以及净
菜行业专家学者等200余人参会。

开幕仪式上，中贸企协会长高景远，唐山
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马
建华，唐山市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袁
泉，中贸企协净菜委主任刘鹏飞作开幕致辞。

高景远在致辞中提出，净菜一头连着田
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净菜产业是实
现农产品价值增值、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模式，能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净菜逐渐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化、高效、环保的方向迈进，先进的种
植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既可以提高净菜
产量，同时也提升了食品安全水平。高景远
表示，标准化和规范化在确保净菜产业健康
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建立
并严格执行行业标准，不仅能够保证净菜产
品的质量安全，也能增加消费者对净菜产品
的信任。

刘鹏飞表示，净菜是实现农产品价值增
值、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型产业模式，中贸企协
净菜委将通过组织举办专题培训、主题论坛
等多种形式活动，积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他呼吁更多的净菜产业上下游企
业能够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建立一个开放、
共享的合作平台。净菜委也将持续发挥协会
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我国净菜产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大会还设置主题发言与对话环节。北京
物资学院洪岚教授围绕“如何加快净菜加工
业发展”的主题讲话，围绕净菜概念界定、净
菜产业发展背景、净菜产业链现状、净菜产业
发展对策与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在主题
对话环节，中贸企协净菜委特聘专家郑广辉
以“合作共赢、打造净菜行业未来”为主题，分
别邀请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博士张洁、
北京平安福生物工程技术创始人殷汝新，中
外运驿行供应链（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秦
冲，围场净菜加工产业园总经理陈华俊，张家
口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管静进行探讨。

“净菜进京”渠道对接签约仪式与“2023
净菜先锋”颁奖仪式也在大会期间举行。

京津冀共推
“净菜进京”2023年京津冀地区

生产总值10.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