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实力持续增强，
成为我国第三个国内生产总值（GDP）跨入
10万亿元级门槛的城市群，为筑牢我国现
代化经济根基、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京津冀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协
同。2014年以来，北京市疏解制造业企业
3000家，疏解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
近1000家。北京市4套班子及其70多个
市级部门、3万多名工作人员已经迁至北
京城市副中心办公。2023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所在地通州区实现生产总值1303.6亿
元，是2013年的2.2倍。固定资产投资保
持千亿元规模，有序承接疏解资源，城市
副中心对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力稳步增强，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框架基本成型、自
身功能逐渐完善。通州与河北“北三县”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在交通、产
业、生态、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已产生一
批合作成果。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成效
显著。环城市外围道路框架、内部骨干路
网、生态廊道、水系构成的城市建设“四大
体系”基本形成，“四纵三横”的高速公路
和对外骨干网络已经全面建成，启动区重
点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建成。

京津冀交通运输协同。区域协同，交

通先行。十年来，京津冀着力解决区域交
通难点、痛点、堵点、断点，网格化、全覆盖
的综合交通系统基本形成，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交通基础和保障。
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小时交通圈形成。

京津冀产业发展协同。十年来，京津
冀充分发挥北京创新研发优势，天津地理
区位和政策优势，河北资源和产业发展基
础优势，探索多种产业协同合作发展模
式，坚持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相结合，产
业协同发展效果明显。探索形成多种产
业协同合作发展模式。十年来京津冀三
地积极探索创新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形成
税收分成、托管、“飞地经济”、产学研合
作、产业链合作等模式以及以合作园区为
载体的共建共管、以制造企业为主导的
“总部+基地”、以大数据产业为引领的功
能互补协同等模式，形成了“北京研发主
导、津冀承接转化、三地产业协同”的空间
布局与合作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局面。

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依托北京雄厚
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京津冀三地通过搭
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保定—中关
村创新中心、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等
科技科创平台，设立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

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京津冀医疗健康产业
投资基金等创新投资基金，建立跨地区的
产学研联合创新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协
同创新活力持续提升。2022年京津冀区域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4260.9亿元，
是2013年的2.25倍；2022年，京津冀区域专
利申请授权量389581项，是2013年的3.69
倍。协同创新平台支撑有力。2016年设立
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累计注册企
业近5000家，累计为1000余家北京科技企
业提供科技创新和应用场景支持。

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十年来，京津
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
进一步深化，在一些重要的民生领域京津
冀公共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速度明显
加快。公共政务服务协同共建。截至2023
年10月，京津冀先后推出四批179项政务
服务事项“同事同标”，234项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200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教育机构协同共
建。十年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入
冀，多所北京高校疏解到河北或在河北建
立分校或以结对帮扶等形式开展合作办
学，三地建立多个跨区域高校联盟、职教联
盟和帮扶联盟，京津冀区域整体教育水平
的提升速度正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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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是一
项重大、长期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以钉
钉子的精神长期努力、不断推进，久久为
功，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发展，成就斐
然，展望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应坚定信
念、攻坚克难，填空白、补短板，高定位、高
质量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和标准。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刚刚落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指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
动力源作用”，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提出的新定位、新要求。京津
冀协同发展已经不仅关系到本区域发展，
还关系到在国家全局层面的示范带头作
用，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实现，关系到国运兴衰。京津冀三地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消除藩篱
和羁绊，大破大立、善作善成，使京津冀协
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定位要

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协同发
展。实现高质量的协同发展必须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而科技创新则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引擎。因此，新时期京津冀高
质量的协同发展应秉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引领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引导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
进，发挥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和
引领作用，协同培育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生物医药、氢能、工业互联网、高端
工业母机、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促进区域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实现京津冀区域
高质量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示范
区的目标。

深化京津冀各领域的协同发展。要
实现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必
须全面深化京津冀各领域的协同发展。
在已有协同发展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运输、产业
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以及
市场开放及自贸区建设等领域的协同发
展。要以问题为导向、创新为引擎、体制
机制改革调整为保障，扩链、补板、除障
碍，拓展各领域协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一是高质量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
雄安新区，确保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疏
解。二是加强区域产业协同与合作，发展
驱动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区域协同高效、创新
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强化区域协
同创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强化协同
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要求。四是
继续强化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和建
设，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及生态环境建设分
担补偿机制，持续协同推进区域“降碳、减
污、扩绿”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文明水平。
五是提高区域公共服务协同的强度，加快
政务服务、教育、医疗、康养等领域的协同
发展步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服务，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城乡
差距，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一
体化的进程。六是多措并
举，深入推进京津冀自
贸试验区联动机制建
设，消除贸易壁垒、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制度性
开放，激发区域经贸发
展活力。（康书生
郭小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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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
“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推进产业升级转移，优化
区域分工、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建设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形成京津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和增长极。

十年探索开拓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就斐然

一张蓝图绘到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