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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在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路径
方面，报告提出科技创新、高水平开放等五个方面。

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再塑区域高质
量协同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边继云表示，京津冀地区
应围绕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联合开展技术
攻关，合力推动成果转化，以协同创新推动京津冀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要推动国家级高能级平台建设实现
突破，形成创新发展的联动支撑链，促进三地产业创新
融合和加速发展。

完善高水平开放合作机制，打造支撑现代化发展
的对内对外大开放格局。报告提出，以自贸试验区联
动和港口联动为核心，打造京津冀开放合作战略高
地。同时，打造京津冀港口联动支撑圈，提升港口联动
对首都经济圈的支撑能力。以制度性创新推动三地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京津冀开放合作的政策保障。

健全京津冀公共服务体系和共富制度安排，推动京
津冀构建均衡协调发展新图景。加快构建协同共享的
区域公共服务新体系，优化京津冀公共教育资源的配
置，探索实行京津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快推
进医联体建设，推动京津冀加快打造医养结合的康养产
业和养老服务产业集群。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深入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体制机制。

报告提出，强化区域文化建设。挖掘传统文化资
源，统筹都市圈文化保护利用。健全完善京津冀三地文
化发展资源库，摸清文化资源家底。加快文化设施和文
化服务圈建设，激发区域文化创新活力和服务能力。优
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
给，打造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强化京津冀三地分工协作，形成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先行区、示范区的合力。

报告提出，对于北京而言，要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
引领能力和带动能力，打造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
示范区的核心动力源。天津应在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
协作中攻坚克难，联动北京打造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
行区、示范区的“双高地”。

“河北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彰显新担当，集中力
量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建设的核心支
撑。”边继云认为，河北应加快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创新
创业高地，支持雄安新区创新主体在河北境内建设成
果转化基地、产业配套基地，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推
动省会崛起，在构筑京津冀均衡空间发展格局上形成
强支撑，力争在新一轮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在“三区一基
地”建设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米彦泽）

五大路径助力京津冀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4）》发布

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能优势初步显现

日前，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与经济科学出版社联合
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4）》。该报告分析了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基础，
并提出了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

“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
基础和条件良好。”该报告副主编、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边继云表示。

报告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
地均获得了长足发展，京津冀地区也成为最具发
展活力的地区之一。2023年，京津冀三地经济总
量达到10.44万亿元，较2014年的5.87万亿元增长
4.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8.3%，区域整
体实力迈上新台阶，全国发展“压舱石”的作用不
可替代。

随着首都“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京津冀地
区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获得了极大的优化。如长
久以来饱受诟病的京津冀内部发展差距较大的问
题出现了改善性趋势。边继云认为，此种人口经
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索，为中国式现
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产业链出现实质性协同推进，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优势初步显现。当前，三地产业已进入
由疏解存量向共谋增量转变的阶段。围绕新技
术、新场景、新赛道的建设，三地联合打造氢能、生
物医药等6条重点产业链，联合发布产业链图谱，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同时，三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报告提出，京津冀具有实现创新突破和创新
引领的条件。京津冀创新资源集聚，为区域科技
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三地协同创新共同体
建设不断深化。2023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
成交额突破800亿元，达到810.1亿元，同比增长
101%，区域创新活力进一步提升。

此外，三地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区域共富具备
基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富集，支
撑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京津冀聚焦四大重点任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

围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报
告提出京津冀面临的四大重点任务。

“京津冀要在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的确立上
先行示范，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高质量协同发
展的样板。”在边继云看来，三地要在新质生产力
的打造上先行示范，围绕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科技创新、
产业布局、政策支持、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加强
改革创新，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突破上先行示范，打造全国
创新发展的主要策源地。构建三地产学研合作
新模式，提升北京科技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内转
化、产业化的效率和比重，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
能力、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同
时，三地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体制机制创
新上先行示范，成为全国对外开放高地。

报告提出，要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方式、推
动产业深度协同上先行示范，形成区域层面共同
富裕的典范。这就要求京津冀加强产业体系区
域性重构，推动区域产业链式发展和整体层级提
升，做大经济总量，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进一步优化京津冀空间结构，将非首都功能疏解
和城市专业化分工体系建设以及城市功能提升
相结合，着力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空间结构、就
业空间结构、协同治理空间结构等方面发力，在
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实现实质性
突破。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京津冀要在经济
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协同提升上先行示范，形
成区域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范式。三地要在充分
肯定物质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正视精神
文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与短板，在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上形成突破，形成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
精神力量格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

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
范区，理应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上形成示范。
因此，三地应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
色经济，统筹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在生态
与经济融合发展上实现突破，成为全国人口经济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示范高地。

京津冀具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