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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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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十年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十年
一张蓝图一张蓝图协同共进协同共进

2014年2月，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发展
战略。2015年 6
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规
划纲要》），明确了
三地各自发展的定
位：北京市定位为

“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
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天津市定位为

“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北方国际
航运核心区、金融
创新运营示范区、
改 革 开 放 先 行
区”；河北省定位
为“全国现代商贸
物流重要基地、产
业转型升级试验
区、新型城镇化与
城乡统筹示范区、
京津冀生态环境
支撑区”。

10年来，三地
以《规划纲要》为引
领，一张蓝图绘到
底，坚定不移疏解
非首都功能，推动
雄安、北京城市副
中心“两翼”联动
发展，唱好京津“双
城记”；交通、生态、
产业、公共服务等
重点领域持续突
破，形成目标同向、
措施一体、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发
展格局。

从 经 济 体 量
看，三地经济总量
连跨5个万亿元台
阶，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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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取得新成效

2022年8月18日，京津冀
固安国际商贸城正式开业，高
效精准承接原北京大红门、“老
动批”等商圈4000多家实力商
户以及全国各产业带源头厂商
入驻。

“为做好精准高效承接北
京服装产业整体平移升级，我
们积极针对大红门商圈商户项
目给予租金、物业费减免等扶
持政策，把‘承接蛋糕’做好，有
序承接大红门商圈商户整体入
驻。”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相
关负责人表示。

毋庸置疑，作为承接方，京
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规划建设
以来，一直紧抓非首都功能疏
解“牛鼻子”，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在商贸物流领域的“践
行者”和“开拓者”。

作为疏解方，随着北京“动
物园批发市场”等市场疏解在
2017年底基本完成，“动批”所
在区域如何利用成为众所关注
的焦点。

10年前，动物园批发市场
面积最大的世纪天乐大厦，曾聚
集近3000家商铺。这个曾经热
闹非凡的批发市场，如今已焕然
一新，成为北京金融科技中心所
在。大厦改造后，最大限度保留
建筑结构，5A甲级写字楼内设
有城市会客厅、文化艺术空间等
商务服务及社交空间。

如今，新动力金融科技中
心大厅内，服务团队正在为新
一批入驻企业对接最新落地的
相关政策。

“北京市立足该区域在金
融、科技、区位和空间上的优
势，设立金融科技示范区，‘动
批’变身金融科技示范区，不仅
承载、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还
承担着服务国家经济转型与金
融改革的重要使命。”北京大学
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
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
平表示。

在一系列支持政策加持
下，经过多年努力，“动批”所在
区域“腾笼换鸟”，已转型为国
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截至目
前，200余家金融科技企业和专
业服务机构聚集于此，这里已
成为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创
新之地，为首都金融科技产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动批”蝶变是首都转变发
展模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生动样本。

雄安新区建设实现新突破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
对外公布。2024年4月1日，历经七
载光阴，雄安这座现代化城市正拔
节生长，城市雏形全面显现。

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7年来，“1+4+26”规划体系
和“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300多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000多亿
元，4000多栋楼宇拔地而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1+4+26”顶
层规划体系中，“1”是指以《河北雄
安新区规划纲要》为引领，“4”为《河
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白洋
淀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和 保 护 规 划
（2018—2035年）》《河北雄安新区起
步区控制性规划》《河北雄安新区启
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4个综合性规
划，“26”为支撑新区总体和起步区
层面的能源、交通、产业、市政等专
项规划。

在“1+N”政策体系中，“1”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
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
指导意见》，“N”包括相关的配套实
施方案，第一批已经出台了12个。

《总体规划》确立了雄安新区近
期和中长期建设目标，描绘了一幅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美
好图景：打造创新发展之城，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
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
深化创新创业机制，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

创新是第一动力，从《总体规
划》可以看出，雄安新区发展主要靠
创新驱动。在北京与雄安共建的雄
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处处弥漫着
创新的味道。

在科创中心，一项项雄安科创
成果在大屏上展示，科技成果交易平
台还滚动着众多科技成果交易信
息。全方位、高标准、一站式的科创
服务体系已经在这里打造完成，全面
助力新区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

“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创新之
城、魅力之城、未来之城，贵在创新、
成在创新。”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雄安高校协同
创新联盟正式设立，航天科工全国
重点实验室获批运行，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揭牌运营，聚集企业已
达97家。

“雄安将坚持把创新驱动作
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以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未来发展
蓄力。”雄安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

京津“双城记”展现新气象
京津“双城记”正在以实实在

在的步伐推进。从北京乘京津城
际到天津后，可以“无缝”换乘地
铁；从天津出发坐高铁可以直达大
兴机场……京津两地越来越快捷的
交通，让“双城生活”越来越随心。

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中，北
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规模较大、优势
突出。要将京津冀建设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深入
推进区域内部协同是重要一环。

2013年5月，中央提出要谱写
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
城记”。2015年4月，《规划纲要》提
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核、双城、三
轴、四区、多节点”空间骨架，强调京
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骨架
中的地位。

京津“双城记”从正式提出至今
已走过近10年历程。“10年来，通过拓
展合作广度深度，京津‘双城记’展现
出了一些新气象。”北京市发改委党
组成员、协同办副主任，京津冀联合
办副主任周浩将京津“双城记”取得
的成效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北京创新资源与天津先
进制造研发优势深入对接。天开高
教科创园累计注册企业超1600家，
北京清微智算等一批项目成果落
地。智慧互通等北京企业在天津建
设中试服务平台和生产研发基地，
中关村硬创空间中试检测实验室投
入运营。

第二，京津产业园区能级不断
提升。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累计注册企
业分别约5000家、1500家。

第三，京津半小时通勤圈日益
完善。京津、京沪、京滨、津兴4条
高铁联通京津双城交通格局，有力
支撑了同城化生产生活圈。京唐铁
路、京滨铁路北段通车，连通北京城
市副中心和天津宝坻、北辰等区
域。武清至北京“定制快巴”的开
通，京津同城出行便利化措施的实
施，有效释放了同城效应。

第四，天津港成为北京便捷出
海口。天津港至北京大红门及平
谷等海铁联运班列开通以后，天津
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200万标
箱，津冀港口群货物吞吐量超18
亿吨。

京津两地产业对接协作，无疑
是“双城记”的重中之重，也是两地
实现优势互补的关键领域。

周浩表示：“未来要唱好京津
‘双城记’，应该把北京科技创新优
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
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共
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
科技创新增长引擎能力。”

产业协作开创新局面
在位于廊坊开发区的廊坊精雕

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廊坊精雕公司”）生产车间，一台五
轴数控机床的显示屏上，由数字、字
母和符号组成的指令不断跳动，半
径1毫米的球头铣刀不停移动、切
削，一个汽车发动机缸体模具镶件
即将“出炉”。

“自2014年北京精雕集团将生
产与装配基地搬迁至廊坊，我们在关
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自主
研发的五轴数控机床系列产品打破
国外垄断，实现实质性进口替代。”廊
坊精雕公司总经理黄海向《中国经济
周刊》介绍，10年来，公司先后建成
投产数控机床制造基地一期、二期、
三期项目，年产1.08万台中型精雕
机，“微米级”加工工艺全球领先。

1994年，北京精雕集团在北京
门头沟区成立。集团发展壮大，既
要搞研发，又要满足生产，原来6.8
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远远不够用。
生产空间偏小，企业很难有大发展，
走出北京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北京精雕集团顺应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在廊坊开发区建设整机
生产基地，成立了廊坊精雕公司，不
仅破解了用地紧张的问题，产业创
新成果丰硕。

落户廊坊开发区的10年来，廊坊
精雕公司开展研发项目70余项，科技
成果转化60余项，获得专利授权38
项……公司每年将8%以上的收入用
于技术研发，相继推出300多个型号
的精雕机，具备“0.1微米进给、1微米
切削、纳米级表面粗糙度”的加工能
力，产品技术性能国际领先。

廊坊精雕公司只是京津冀协同
创新和产业协作的一个侧面。数据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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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动力源作用持续增强。

除了协同创新取得的成就，在
加强“六链五群”产业协同方面，京津
冀三地绘制生物医药等6条重点产
业链图谱，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
大会，签约项目152个，投资额达
1229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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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规
模占全国20%以上。

李国平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从创新投入来看，京津冀正在稳
步增长，尤其是北京的研发投入水
平在全国领先，创新人才高地建设
非常显著。京津冀在科技领域的
优势，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优势所在。”

（王红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