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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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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
发展报告（2024）》。报告显示，2014年至
2023年，北京对津的投资额占三地互投总
额的比重由60.02%上升至80.33%，北京对
河北制造业的投资额由16.84亿元增加至
157.03亿元，占北京对河北总投资额的比
重由5.78%上升至14.59%。北京的资本辐
射中心地位持续稳固，科技创新中心地位
不可撼动，三地联合创新态势良好，“北京
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形成。

产业走廊初具形态
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五大产业集

群的存续企业数及资本规模持续扩张，各
集群累计授权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长率保持
在15%~35%。

报告指出，京津冀集成电路、电力装备
产业集群形成了京津“双中心”空间发展格
局，网络安全、生物医药及安全应急装备产
业集群则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廊
道发展基础良好，推动产业走廊加快形成。
京津冀地区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
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加之构成产业走廊的
科技园区、产业园发展实力较为突出，京津
冀五大产业廊道均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现阶段，廊道各节点产业联系愈加紧
密，产业走廊初具形态。根据京津冀地区
产业联系强度，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
北京和天津的引力值排在首位；在新能源
装备产业中，北京和保定、北京和石家庄的
产业联系强度增强。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十年来，京津冀制造业高端化进程加

快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分工格局
初步形成。

报告显示，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布局
整体呈现由京津走廊向东部沿海及冀中南
腹地扩散的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已逐渐退出北京，呈现向冀南地区转移的
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临海指向趋势明
显，呈现逐渐向环渤海地区扩张的特征；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呈现环京津协同发展、向
冀南地区扩散的特征。

同时，区域内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
河北廊坊、保定、石家庄等地服务业发展迅
速。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牵引下，京津冀地区的
服务业新设企业多向西南方向布局，廊坊、保
定、石家庄等地服务业发展迅速，河北服务业
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可探索“产创飞地”发展路径
城市群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空间平台，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三大城市群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
（2024）》主要编撰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表
示，可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高质量
发展经验，探索京津冀城市群“产创飞地”发
展路径。一方面，北京要依靠津冀既有的产
业基础，在环京地区建设产业“飞地”。另一
方面，津冀要依靠北京的招商环境和创新要
素优势，在京建设反向“飞地”。最终三地协
力构建“创新研发—成果孵化—产业化落地”
的创新创业生态链条。 （李如意）

如今，乘坐京张高铁一小时就能到河北张家口去
滑雪；乘坐津兴城际铁路从北京出发，半小时就能到
天津听相声……十年来，不断织密的京津冀交通网络
让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在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问题和
障碍、完善区域政策等方面越走越近。

2015年，为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充分
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作
用，经三地政协协商，决定建立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
议制度，而首次会议聚焦的正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生，从2015年至
今，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从未间断。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只有选准主题，才能有的放矢，建
言建到关键处，献策献到点子上。从科技协同创新到
水资源协同保护，从社会保障共建共享到全产业链布
局，一年一个主题，三地政协精准聚焦重点领域调查
研究，紧盯协同推进的难点痛点建言献策，在破解制

约协同发展的问题和障碍、完善区域政策等方面贡献
了智慧和力量。

十年来，变化藏在不经意间。2024年2月，北京市
政协“感悟思想伟力?助力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学习性
考察活动考察组来到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近距
离接触一批既“高精尖”又“接地气”的重量级科技成果
落地情况，一项项“硬科技”让委员们赞叹不已、收获颇
丰。再过两个月，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第十次会
议将如期举行，而为会议做准备的调研协商已经开启。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发表“2?26”重要讲
话、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站在新的起
点上，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表示，北京市政协将进
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系
列学习考察活动，以学习增进共识、汇聚力量，立足
首都战略定位，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切实把政
协制度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助力京津冀高质
量发展。 （包松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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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

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十年间，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北京市政协及广大委员立足协同、紧扣发展，聚焦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重点
领域，为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凝心聚力、履职尽责。

正值暑期，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里的忙碌，一
如这天气般火热。

从北京动批和大红门等批发市场搬迁而来的各
家店铺内商品琳琅满目，来自新疆、内蒙古、山西、山
东等地的采购商和消费者往来穿梭，热闹的“拿货”景
象从早上就开始上演。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是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主要目的是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北京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先后11次视察北京，21次对北京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要求以疏解非首都功
能作为“牛鼻子”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做好新时
代首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间回溯到2017年，“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
动在北京全市铺开。到了2018年，以疏解非首都功
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全面进入“北京时间”。

作为一项综合性、长期性的复杂系统工程，“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
深化？为了寻找答案，围绕“深化中心城区‘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进一步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议题，北京市政协集中组织开展了三次200余人参与
的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北京市政协专题议政性主席
会议作准备，也为高质量的建言献策奠定基础。

“在疏整促行动中，要牢牢抓住疏解的‘牛鼻子’，
同时同步谋划提升工作。”

“疏解要疏解背后的利益链条，并且疏解后在行
业上要有所替代。”

通过调研与思考，委员们在专题议政性主席会议
上的建言或立意高远，或以小见大。

十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突破性进展，
成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十年间，这样的专题议政性主席会议只是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诸多领域建言的缩影之一。

翻看十年来北京市政协的年度协商计划，构建京
津冀全产业链布局以及产业对接配套政策、加强重污
染天气应对机制建设、深化京津冀文旅融合发展等，
每年的协商计划中都有协同发展这个关键词。“强化
街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础地位，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
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加强城市管理优化提升首都核
心功能”……这些事关首都发展的重要工作，更是北
京市政协每年都不可或缺的议题。

既有疏解，就会有承载。2016年5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
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
翼”，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8年后的今天，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这座“千年之城”正
逐渐向世人展示它的雄姿。

从建设雄安新区的大幕拉开，北京市政协始终关
注着雄安新区的建设情况——

组织专委会、委员到雄安新区进行学习考察；
雄安新区规划通过，北京市政协不断加强与河北

及雄安当地政协之间的联系，关注雄安新区在建设中
的理念以及今后疏解的功能问题；

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围绕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
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标杆，避免城
市病的出现；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科技创新，成为中国
科技发展的领头羊；发挥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辐射
作用。

与此同时，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有序推进，

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三大功能区呈现生机
活力，城市副中心与主城区以副辅主、主副共兴的发
展格局正有序形成。

北京城市副中心部署规划建设的第二年，北京市
政协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通过对口界别提案等
议政协商形式，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凝聚共识。

围绕“全面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战略，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政协
成立监督调研组，组织委员、党派成员、专家学者深入
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着力破解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中的难题。

去年以来，充分发挥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北三县地
缘相邻、人缘相亲、生态相融、文化相近的优势，北京
市政协携手河北省政协聚焦这一议题，建立了年度常
态化协商议政机制，组织两地委员协商调研、建言献
策，助力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从生态文旅到交通物流，再到产业协作，城市副
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一体化先行先试，成为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一核两翼”同频共振
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正在日趋完善。

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

推动“一核两翼”联动发展

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