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
“数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
效”系列报告首篇。报告显示，
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10.4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

2013年的1.9倍，十年来经济总

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京津
冀区域发展格局日渐清晰，协同
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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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
“一核两翼”格局日渐清晰

北京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0年
来，京津冀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
阶。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为
10.4万亿元，是2013年的1.9倍。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数据显示，京津冀三次产业构成由
2013年的6.2∶35.7∶58.1变化为2023年
的4.6∶27.7∶67.7，第三产业比重提高9.6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三产占比保持在
八成以上，天津占比超六成，河北突破
五成且提升最快。新兴经济快速发展，
三地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较2019年三地均增长20%以上。

亮眼数据背后，“一核两翼”格局日
渐清晰。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
超大城市，北京发挥“一核”辐射带动作
用，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
“两翼”齐飞。

一核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成绩显
现。北京坚持减量发展，扎实开展“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心城区累计拆
除违法建设超8000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6000余公顷，市属高校、医疗卫生资源加
快在中心城区以外布局新校区、新院区。

两翼齐飞，建设与承接同步推进。
2023年，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1303.6亿元，是2013年的
2.2倍；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成效显著，
城市框架全面拉开，截至去年年底雄安
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70亿元。

区域产业协作成果显现
创新主体彰显活力

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支
撑。10年来，京津冀重点承接平台精准

定位、错位承接，众多产业项目在地理
位置的变迁中重塑生产力。

具体来看，天津加快建设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
重点承接平台。截至2023年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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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天津吸引京、冀投
资额2305.6亿元，占全部引进内资的
57.4%，较2017年提高12个百分点。河
北集中打造“1+5+4+33”重点承接平台
体系，积极吸引京津产业转移，2014年
以来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中北京占
比近八成。

同时，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协作成效
显现。2023年5月以来，京津冀三地工
信部门联合绘制6条产业链图谱，促进
构建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
融合新体系。去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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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驱动

力增强，创新主体彰显活力。2023年7
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五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京津冀上
榜365家，占全国的9.9%。累计共有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400家。

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获得感不断增强

京津冀三地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居民认可度不断提高。例如，
三地联合签署协议推动社保“一卡通”
建设，区域内三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纳入互认范围，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
就医普通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区域内异
地就医实现“同城化”，“异地看病难”问
题得到妥善解决。

居民收入也在稳步增加，获得感持
续增强。2023年，京津冀三地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1752元、51271
元和32903元，与2013年相比，年均名义
增速分别为7.2%、6.9%和8%。

产业协同与人员往来均需交通支
撑，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实现突破，
极大便利了居民通勤出行。目前，京津
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
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轨道上的京津
冀”主骨架成型。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年末，京津冀地区高铁总里程达到
2576公里，实现了对区域内所有地级市
的全覆盖。截至2023年11月底，京津
冀“定制快巴”已开通6条主线、36条支
线，累计开行2.64万班次，客运总量突
破100万人次。

（常佩琦）

本报讯 刘惟真 王民 天色蒙蒙亮，
家住河北廊坊的薛晨停好私家车，匆匆
步入永清东站，准备乘坐津兴城际列车
到北京上班。

大学毕业后，薛晨留在北京工作，
“高铁+地铁”的组合成为了她的首选通
勤方式。去年12月，津兴城际铁路正式
开通，薛晨从永清东站乘高铁大约15分
钟就可以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换乘
地铁后再花20多分钟就能抵达公司。

津兴城际铁路的开通运营，结束了
廊坊市永清县、安次区不通高铁的历
史，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加安全、绿色、
高效、舒适的出行方式。近年来，加密
的京津冀交通网络让区域内城市“越走
越近”，薛晨的经历正是不少居民过上
“双城生活”的缩影。

2008年8月，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
通运营。自此，往返京津通勤的旅客逐
步增多。随后，京津城际铁路延长至滨
海新区于家堡站（后改名“滨海站”），乘
客从北京南站乘车，仅需1小时左右即
可抵达天津滨海新区。

坐落于京津之间的武清站，是京津

城际铁路的重要经停站，也是观察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一扇“明窗”。

今年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武清站站长姚冰来到站内工作的
第13年。自2011年起，他见证了这座
车站的转型成长，也感受着京津城际铁
路给武清带来的变化。

“刚到这里工作时，武清站日均发
送旅客仅3000多人次；如今，每天我们
发送旅客近万人次，是之前的3倍左
右。”姚冰表示。“初来时周围只有几处
零散的楼盘，配套商圈、生活设施还没
有完全建成。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实施，不少在北京工作的人员来到
武清居住生活，拉动了商超等多种消费
业态在高铁站周边落地聚集。”

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武清站
也在2014年扩建，站房面积增加至4400
多平方米。姚冰说，平时还有不少游客
前来消费购物、旅游踏青，穿插的“通勤
流”与“消费流”让这座经停站活力不断
提升。

紧邻武清站的天津佛罗伦萨小镇
是活跃的“高铁经济”的最佳注脚。开
年以来，这座特色主题消费商圈已经吸

引了不少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游客。
从小扎根武清、在区内“新商圈”专

项工作指挥部就职的袁喜伟说，目前天
津佛罗伦萨小镇、V1汽车世界、创意米
兰时尚生活广场3个项目每年可吸引约
1000万人次到访，许多游客来自北京、
河北等地。“京津城际经停的短短几分
钟让武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仅是高铁。近年来，环京“定制
快巴”等创新出行方式，也为京津冀三地
居民拓展工作生活圈提供了新选择。

打开“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选
择乘车时间和上下车点位进行预约，点
击确认后刷身份证即可乘车……去年
11月，武清至北京的通勤“定制快巴”开
通后，“点对点”“门到门”的快速直达通
勤方式受到当地居民欢迎。

“如今，京津冀已基本形成多节点、
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逐步变为
现实。”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
刘道刚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交通的互联互通促进了生产要
素的流动，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加
快了科技协同创新的步伐。

本报讯陈旭任超一艘艘货运飞机整
齐地停靠在口岸边，隔着一条宽阔的大道，
是京津冀最忙碌的空港。这是日前在北京
天竺综合保税区一处货站发生的景象。

在天津港保税区，一座座岸桥鳞次栉
比，数不胜数的集装箱整齐摆放在京津冀
最忙碌的海港。

首都机场是京津冀的空中门户，天津
港是京津冀的海上门户，两地相距180公
里。如今，海港、空港“双港”驱动区域发
展的格局正逐渐形成。

去年8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管委会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签署
合作备忘录，海空口岸通关一体化正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跑出“加速度”。

满载罕见病药品“奥巴捷”的集装箱
从天津港进入中国，在天津港保税区完成
报关、通关后，直接坐上去往首都机场临
空经济区的冷链货车，最后存放在天竺综
合保税区的冷藏库内，静待发往全国各
地。得益于“双港”联动的口岸一体化通
关，药品“奥巴捷”的通关放行时间从3天
缩短至1天。

与上海、广东等沿海城市不同，北京
市仅有空港没有海港，天津市作为重要的
海港城市，担负着京津冀海运贸易的重要
作用，“两城双港”叠加出“1+1>2”的政策
效能。

“借助‘双港’协同，京津冀自贸区间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多地联合工作、产业
政策深度融合正在成为常态。”首都机场
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
处处长张廷军说。

近日，京津冀首票跨关区保税展示交
易落地，试点企业王府井全球购香化、护
肤等832件保税商品，自首都机场临空经
济区发出，运往位于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
的首家京外店铺，北京将富有特色的全球
购新体验带到了天津。

2023年11月底，海关总署出台支持
京津冀协同发展12条重点措施，明确支
持京津冀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展示交易
异地监管模式，促进京津冀跨境贸易稳步
增长。

天津居民肖先生说，听说跨境电商体
验店开到天津，自己慕名而来，亲自试用
选购保税商品。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工
作人员介绍，还有不少网络达人前来探
店，为镜头外的观众解释这一新鲜模式。

北京王府井免税品数字零售公司总
经理陈照亮说：“公司还计划在今年继续
增设体验店面，进一步激发消费新潜力。”

在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方面，京津
冀空港海港也联动发挥独特作用。

数据显示，天竺综保区2023年实现
进出口值1200亿元，同比增长38%；天津
港2023年集装箱吞吐量2217万标准箱，
创历史新高，“两港”货运量稳居全国空港
海港前列。

在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有限公司业绩增长45%，法荷航等
8家外航代表处入驻，总投资4亿美元的
北京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项目正式
开工；在天津港保税区，空客天津总装线
投入运营15周年，A320系列飞机第二条
总装线项目开工建设。

“空港海港联动、口岸通关一体化、保
税功能延伸、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将京
津冀门户枢纽的区域势能转变为协同发
展的动能，助力京津冀建设世界级临空制
造业集群。”张廷军说。

口岸联动助推京津冀
协同跑出“加速度”

协同发展10年交出亮眼答卷

京津冀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

便利交通网延展京津冀“工作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