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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点”上实现重大突破。三地坚持
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科研院所形成攻关合力，涌现
出一批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原创成果。
北京推出全球首个纯电驱拟人奔跑的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工”，发布全球首
个新一代量子计算云平台“夸父”。天
津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
的从头合成，“天鲸号”“天鲲号”刷新了
海洋装备领域多项世界纪录。河北高
精密摆线针轮减速器打破国外垄断，巨

型风电叶片研发生产能力国际领先。
“线”上加速聚链成势。三地以产

业配套需求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跨区
域整合和优化配置。开通一条路，协同
制定标准统一、结果互认、跨域连通的
自动驾驶示范政策，推动京津塘143公
里高速自动驾驶干线物流测试场景全
线贯通并对外开放，在全国率先实现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跨区域场景应用。

“面”上深化联动合作。三地共同
建设重点园区和载体，用好用活产业

联盟、创新联合体等资源，携手拓宽典
型应用场景覆盖面。共建一批园，京
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京津冀信
创小镇、“机器人+”产业园等一批示范
园区落地建设。共造一辆车，规划建
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
打造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小米
SU7等车型热销，天津120余家关键零
部件企业为小米、理想等北京整车企业
配套，河北220余家企业进入京津整车
厂供应链。 （李巍）

本报讯 童彤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实
施十周年、北京自贸试验区设立的第四年。
5大重点工作任务15条具体举措、加强8个
重点发展产业吸引外资，站在“实施自由贸
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
索”的新起点上，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启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日前，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同志共同签署了《深化京津冀自贸
试验区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5年）》（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明确协同推动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升产业发展
能级、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放大改革综合
效应等5大重点工作任务15条具体举措，以
促进三地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推动京津冀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021年9月27日，随着首届京津冀自贸
试验区联席会议在天津召开，三地自贸试验
区联席会议机制正式落地实施，三地按照自
贸试验区获批时间轮流举办联席会议，今年
首次在北京举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十年以来，京津冀
协同作为北京自贸试验区发展的一大特征
与品牌，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出京津冀自贸
试验区“一地创新、三地互认”政策共享清
单，加强三地制度创新联动；形成京津冀保
税展示交易异地监管等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协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在促进投资贸易自
由便利方面，创建全国首个“单一窗口+区块
链”模式，推动三地海关通关、口岸物流数据
上链共享；“船边直提”“抵港直装”模式已适
用于京津冀全部类型进出口集装箱货物，进
口货物提箱用时由1~2天压缩至最短1.5小
时，出口货物集港预期由5天压缩至1~2天。
创新推出京津冀投资促进战略合作模式，确
立首批“京津冀全球联合招商伙伴”，加大区
域招商引资力度。依托大兴国际机场，打造
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临空经济区、自
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实现空间与政策“三
区叠加”，建成自贸试验区创新服务中心、国
际生物医药园等载体。建成投用全国首个跨
区域服务的离岸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京贸
兴”。推出五批203项京津冀自贸试验区政务
服务“同事同标”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发布首
批165项资质资格互认清单，实现三地从业资
质资格跨区域互认；出台《京津冀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便利化措施》，实施高精尖人才标准
互认、急需紧缺人才准入条件放宽等一揽子
举措，要素流动合作不断深化。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京津冀自贸试
验区围绕制度创新、产业协同、对接国际高
标准自贸规则等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形成协同开放合力。2023年京津冀自贸试
验区以不到千分之二的面积贡献了京津冀
地区约1/4的实际使用外资、1/5的新设外资
企业、1/6的进出口值，成为外资重要聚集地
和外贸发展新引擎。

此次联席会发布的《京津冀自贸试验区
外商投资指引》正是从基础概况、产业布局、
政策支持、投资服务等方面入手，形成了全
方位、多角度的指引。并从提高贸易投资自
由便利度的角度，系统整理了投资、贸易、金
融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成果，提出了现
代金融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物流、装
备制造、生物健康与生物医药、国际贸易、临
空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8个重点发展产
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和协同
发展。该指引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深化
优势互补，加快推动三地自贸试验区高水平
开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京津冀深化三地
自贸区协同发展

京津冀“六链五群”培育见行见效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十周年报告》发布

近日，2024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会上，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副局长杨冬梅代表京津冀产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十周年报告》。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十年来，三地着力建机制、育链群、聚资源、搭平台、拓场景，区
域协作更加紧密，产业协同走深走实。京津冀三地工信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了十周年报告，全景式展现
三地产业协同的丰硕成果和实践经验。

区域产业实力持续提升
十年来，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连跨5

个万亿元台阶，2023年京津冀地区生产
总值为10.4万亿元，是2013年的1.9倍，
年均增速5.8%。其中，产业协作已成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三地工业
增加值由2013年的1.7万亿元，提升至
2023年的2.43万亿元，累计增长43%。

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北京重点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
健康为引领的“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向更高水平迈
进。天津加快构建以智能科技产业为
引领的“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进入快车

道。河北着力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等九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产
业体系，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成效
明显。十年间，三地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高端装备等产业规模突破万亿
级，成为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加快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
京津冀三地聚焦重点产业，确定了

“六链五群”的产业协同工作重点。“六链”
即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
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6条重点产业链；
“五群”即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
装备5个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十年来，三
地深度参与编制并推动出台国家层面
的“十四五”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
方案，立足区域产业特色和比较优势，
以“六链五群”为协同发力点，加快产业
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强化产业协同机
制共建，形成“国家+省市+部门”三级协
同推进体系，推动产业协作走深走实。
产业“织网”密集活跃，调动市场力量遴
选一批协会、联盟等“织网人”，开展资
源链接、产研合作、项目招引等对接服
务，每年组织产业撮合活动近百场，促
成一批项目签约和行业标准制定，加快
政府“定链”向市场“成链”转变。

链式效应进一步强化。京津冀三
地建立跨区域“链长制”，联手绘制6条

重点产业链图谱，联合印发实施产业链
图谱落地行动方案，按图索骥开展补链
强链，全力推动产业协作“施工图”变成
“实景图”。“卡点”攻关有序推进，产业组
和科创组握手对接，加快打通产业—科
技供需对接通道；组织实施两批京津冀
高精尖产业筑基工程项目揭榜，联合实
施车规级芯片、人形机器人等一批产业
攻关项目；巡航控制、车载操作系统等
一批产业链“卡点”已基本实现国产技
术规模应用。“堵点”招商成效凸显，逐
链印发六链招商方案，联合三地招商部
门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招商机制。
今年以来举办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等联合
招商活动10余场，宁德时代、航天五院
商业卫星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集群能级进一步提升。三地梯次
培育五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汇聚发展合
力。其中，京津冀生命健康、保定电力
及新能源高端装备两个集群已成功晋
级“国家队”，集群产值规模均占全国比
重20%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网络安全）产业集群规模占全国比重

超五成，汇聚国产四大CPU发展路线中
的三种，与麒麟、统信两大国产操作系
统和上百万款软件产品全面适配。安
全应急装备集群在预测预警、防控防护
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高端防护装备、
特种机器人等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产业
协作项目纷纷落地。北京发挥高端产
业带动作用，推动燕东集成电路生产
线、小米汽车工厂等项目全面投产。天
津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通用技术集团
机床工程研究院、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等
落地建设。河北发挥资源和场景优势，
推动阿里张北大数据、京车造车基地等
大项目建成投产。

另外，京津冀三地把梯度培育优质
企业作为推动产业协同的重要任务，共
同打造了一批优质经营主体，成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三地累计培
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0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1450家，分别占到全国总数
的8%和12%以上；新增A股上市企业
322家，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企业达到
233家，数量占全国近1/4。

重大应用场景加速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