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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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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双城持续引领区域发
展。京津双城经济总量占区域
的比重近6成，其中北京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5成。双
城联动不断增强，津兴城际高
铁建成运营，将天津市区到大

兴机场车程缩短至40分钟，北
京到武清和宝坻开通定制快
巴；天津充分利用中关村资源，
在天津城区设立两个中关村实
体服务板块，主要为北京研发、
天津制造成果的转化提供七个

方面全生命周期的科技服务；
2023年9月26日举办京津产业
握手链接洽谈会，两市企业签
约合作项目41个，意向投资额
约271.8亿元。

（据《北京市政府网站》）

强化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京津双城优势互补共发展

城市副中心城市框架逐步
拉开。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
2024年 1季度城市副中心“两
区”建设项目系统中新增入库项
目188个，落地项目172个，运河
商务区新增注册企业588家。重
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千亿量级，北京城市副
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正式对外开
放；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一
期、六合村住房等重点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截至3月底，北京城市
副中心站枢纽主体工程结构施
工已完成87%。有序承接疏解
资源，截至2023年，城市副中心
已累计落户央企二三级公司和
北京市属国企及下属企业超150

家，金融级关联机构430家。重
点区域合作持续深化，2023年9
月，北京通州?河北廊坊北三县
项目推介洽谈会成功举办，签约
合作项目50个，意向投资额约
426.8亿元，涉及产业、交通、公
共服务、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与承
接步伐加快。一季度，雄安新区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4%，
拉动河北全省投资增长1.7个百
分点。一批市场化疏解项目加
快建设，北京援建的“三校一院”
顺利开学开诊，首批疏解的四所
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全部开工建设，雄安宣武

医院正式交付，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雄安院区建设工程项目开工
建设。交通建设增强雄安新区
承接力，2023年12月，京雄高速
公路北京五环至六环段开通，标
志着京雄高速全线通车运营。
雄安新区人才虹吸效应正在形
成，2023年雄安新区新增各类创
新创业人才约2.59万人，发放近
万张“雄才卡”。截至2024年2
月底，中央企业在雄安新区设立
子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200多
家。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揭牌至
今（4月初），累计对接企业3200
余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
科技创新型企业占比达62%。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加
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
落实2024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
会会议精神，积极构建京津冀一体化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12315投诉举报
协同发展工作格局，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消费
维权协作机制，深化协同治理，拓展协
同领域，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消费
环境、激发消费活力，积极营造经营者
依法依规诚信经营、消费者能消费敢
消费愿消费的京津冀一体化消费场
景，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发展。下一步，
将采取以下八项举措。

一是协同开展消费维权知识宣传
普及工作。加强消费维权知识宣传普
及，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理性维权的
意识和能力；加强对经营者普法宣传、
行政指导和合规指引，提高经营者依法

经营意识。
二是协同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

示工作。聚焦重点时段、消费热点和特
殊群体消费者，加强对投诉、举报信息
的分析应用，及时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
提示。

三是建立健全消费争议多元化解
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制定有关消费争
议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尤其是源头化解
工作机制，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协商、
调解、投诉、仲裁、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四是推动经营主体实现异地异店
退货。引导推动京津冀区域大型商
场、超市、平台等消费量较大的经营主
体，率先实施无理由退货服务规范国
家标准，承诺践诺京津冀异地退货，满
足消费者就近退货、便捷退货、高效退
货需求。

五是建立投诉举报信息共享机

制。实现京津冀三地投诉举报信息共
享，定期交互消费者反映较为集中的经
营主体、诉求问题、处置情况等信息。

六是建立典型案例协同发布机
制。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种渠
道，定期展示京津冀消费维权显著成
果，曝光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营造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浓厚法治
氛围。

七是建立投诉举报异常信息研判
机制。定期分析研判恶意索赔、高频诉
求等相关情况，指导经营主体和行业组
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提升合规能力水
平，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八是建立投诉举报共享知识库。
建立京津冀三地投诉举报法律法规数
据库、焦点问题处置经验数据库，实现
三地知识库共享，提升基层人员处置
能力。

（据《天津政务网》）

本报讯 贡宪云 冯阳 近日，京津冀党政
主要领导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在天津举行。
从通报会获悉，一年来，京津冀三省市坚定
不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雄安新区
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联动发展，交通、
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突
破，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三地经济总
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达到10.4万亿元，
是2013年的1.9倍，区域整体实力持续提
升，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生机勃勃，扎实向世
界级城市群迈进。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开创新局面。
2023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
748.7亿元，同比增长109.8%。中关村企业
在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超1万家。京津
冀生命健康、保定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
两个产业集群获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推进“通武廊”合作，武清京津产业新城与
中关村通州园、廊坊开发区建立对接机制。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
新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津
雄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
时交通圈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持
续强化，2023年京津冀细颗粒物平均浓度
较2014年下降57.3%。京津水源上游重点
流域生态补偿已实现全覆盖。

此外，三省市人社部门还共同发布了
一批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
通”应用场景。截至目前，京津冀居民持
社保卡在三地可实现22项人社服务事项
“一卡通办”、64000家医疗机构“一卡通
结”、3909条交通线路“一卡通乘”等跨区
域便利服务。

本报讯 刘宇 日前，菜鸟和速卖通在京
津冀地区的首个跨境仓库日前正式落地天
津静海区，京津冀国三地内知名的特色产
品也将从静海走向全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仓库主要服务
于从事出口的国内商家，开在“家门口”的
新仓库将大幅降低京津冀乃至整个华北地
区跨境商家的备货压力。电商平台、物流
平台、跨境仓库等多方面的流程优化和补
贴政策，让国内的商家能更好地适应跨境
电商的发展变化，顺利完成模式的升级和
过渡。面对“618”电商大促，物流平台通过
智能算法模型的大规模应用，提升商家销
售量和备货预测的准确性，“出口柔性供应
链”模式也能提升包裹周转率50%以上，让
商家少“备货”，减少大批量备货和资金周
转的压力。

作为速卖通半托管模式上线后的第一
个“618”电商大促，菜鸟首次在“轻盈备货”
上实现突破。据介绍，菜鸟包裹智能算法
模型的大规模应用，可以提升销售量和备
货预测的准确性，出口柔性供应链提升包
裹周转率50%以上，让商家少“备货”，减少
大批量备货和资金周转的压力。跨境物流
持续提速。菜鸟针对“全球5日达”包裹进
行VIP仓配保障，“618”电商大促期间可实
现仓内一天多个波次运转，其中发往欧洲
重点市场的包裹时效进将一步提速。在智
能合单方面，无需合单的直发商品可从揽
收仓直接到分拨中心打包出库；合单商品
在揽收仓无需上架，快速出库，让“618”电
商大促期间发货再快几个小时。

京津冀跨境仓库
落户天津静海

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
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

京津冀消费维权协作机制正式启动

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以
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一年来，京津冀三地围
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共同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区域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以深化高质量发展为引领 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步伐坚实
创新合力不断积聚。高位

推进创新共同体建设，京津冀创
新基础日益坚实，三地人大常委
会同步立法，推进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大力推动京津冀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开展核心技
术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加大
创新投入，2023年“京津冀协同
创新推动专项”支持课题95项，
累计投入科研经费近2.4亿元。
创新产出成果丰富，科技成果在
区域内加速转化，2023年三地技

术合同成交额1.2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10.8%，技术合同成交额
互流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
1季度区域有效发明专利量累计
达73.5万件，同比增长22.5%，北
京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
190.7亿元，增长超1倍。中关村
创新服务平台作用凸显，截至
2023年底，中关村京津冀创新合
作园区累计注册企业7165家，
2431家北京中关村企业在河北
设立分支机构5163家；目前，天

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企业总数
已超5000家，为千余项北京科技
成果提供应用场景支持。在
2024年中关村论坛上，针对北京
优质科技成果和天津、河北的技
术需求，形成《京津冀科技成果供
给及需求清单》，内容涵盖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新材料、医
药健康、节能环保等前沿领域；签
约34个协同创新项目，合作范围
覆盖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
与网络安全等未来产业。

建设与承接同步推进“两翼”齐飞格局日渐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