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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万亿元
本报讯 李沛霖 卢伟 不久前，京津冀

三地联合签署《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成立京津冀低空经济产业联
盟，共同推进飞行服务平台统一建设、协
同运行、信息互通，标志着三地已认识到
京津冀在低空经济产业的研发、制造及
场景应用方面高度互补，形成协同培育
低空经济产业的重要共识。低空经济有
望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的
重要新抓手。

目前，京津冀地区低空经济已有一
定规模，通用航空市场和无人机市场的
发展尤为迅速，上下游产业加快成链成
群，产业基础逐渐夯实。低空经济设施
配套与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低空经
济研发试验平台、运营孵化平台协同推
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低空+文旅”
“低空+治理”“低空+物流”等领域快速发
展，北京延庆推出飞机驾照培训、乘直升
机或固定翼飞机俯瞰长城等旅游体验，
天津宁河区采用无人机在湿地核心区实
施治安巡检和生态数据收集，河北石家
庄规划医疗物品和外卖食品无人机配送
等应用。

尽管京津冀地区低空经济产业、设
施、场景加速发展，但仍存在技术研发能
力不足、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空域资源配
置不优、产业链条不完整、市场挖潜不深
等问题，多数领域缺乏规模大、上下游带
动能力强的链主企业和知名品牌，城市
空域管理技术有待提升。为此，应健全
低空经济政策保障体系，加快完善基础
设施和配套服务，完善人才培养和创新
体系，提升低空经济领域协同发展水平。

协同优化区域政策机制。强化规划
协同，推动三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项
规划协同，确保低空经济发展重点任务、
重大项目、重要产业配套体系错位发力、
相互借力。强化政策匹配，提升空域政策
和产业政策协同度。强化法规创新协同，
推进低空空域协同立法，加快出台京津冀
运营体系标准，前瞻满足“政府端”“企业
端”“个人端”场景使用、商服模拟、环境测
试、安全飞行、产研融合、利益共享等方面
发展需求。强化协同治理，建立京津冀低
空高精度空域数字底图，构建保障首都安
全的多圈层低空安防解决方案。

协同打造低空产业体系。推动产创
融链，打造“北京研发+天津孵化+河北量
产”全周期融合链条，构建全国低空“黑
科技”转化、投产、营商便利点，实现科技
创新成果及时应用量产。推动产供强
链，共同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以需求为导
向建强生产性服务配套体系。推动区域
延链，优化京津冀低空经济产业平台布
局，依托雄安新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
地、滨海新区、滨海高新区、石家庄、张家
口、衡水等地推进应用场景试点和先进
飞行产品制造，鼓励“大兴+宁河”等跨区
域协作模式。

协同塑造低空经济生态圈。共育人
才圈，共建信息共享人才库，梯度引育各
级各类低空经济人才。共塑消费圈，依
托京津冀城乡人口和中高收入人口较多
的市场优势，覆盖山区、矿区、景区、沿
海、近海的多元场景优势和北京国家对
外交往中心的区位优势，率先打造低空
经济国际展示和消费示范区。共拓资金
圈，设立京津冀低空经济产业基金，发挥
北京证券交易所作用，支持低空经济及
相关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升级。

京津冀低空经济
协同发展潜力大

本报讯 方素菊 从河北省统计局获
悉，前三季度，京津冀三地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着力落实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协同发展，区域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区域经济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79039.9亿元，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
为33462.0亿元、12673.9亿元、32904.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5.1%、4.7%和5.0%。

工业高端领域增势良好。三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分别增长6.9%、3.2%和7.0%。其中，
北京、天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8.3%和6.7%，电子计算机、
工业机器人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及以上
增长；河北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9.5%，高铁车组和新能源
整车制造均增长1.9倍。

服务业运行较为稳定。京津冀地区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54784.0亿元，北京、
天津、河北分别为28632.5亿元、8023.4亿
元和18128.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分别增长5.1%、5.4%和4.6%。其中，三
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11.9%、9.7%和9.3%。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三地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分别增长7.8%、
4.2%和6.6%。企业设备更新加快推进，
北京、天津、河北设备购置投资分别增
长34.1%、14.5%和24.3%，分别较上半年
提高1.2个、1.6个和9.7个百分点。

消费品市场继续恢复。京津冀地区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万亿元，同
比增长1.1%。三地加力落实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北京、天津、河北新能源汽车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2.4%、18.5%和
5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分别增长10.2%、12.3%和13.4%。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京津冀三地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
4.4%和5.4%。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
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

就业、价格总体稳定。北京城镇调
查失业率均值为4.1%，低于上年同期0.4
个百分点，天津、河北城镇新增就业分
别为30.7万人和80.9万人，分别完成全
年计划的87.8%和94.1%。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温和上涨，三地同比分别上涨
0.1%、0.3%和0.2%。

区域协同纵深推进

创新引领，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加
力。截至9月底，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500家，累计为1000
余家北京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和

应用场景支持。前三季度，天津产业项
目到位额中来自京冀的为1417.5亿元，
占全部到位额的比重超过五成。

辐射带动，国家级开发区平台效应凸
显。2024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成立40周年，国家级经开区充分发挥平
台效应，为区域协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北京经开区携手北京顺义区，以及天津、
河北保定、雄安新区三地的整车、关键零
部件企业和关键技术企业代表联合发布
《共建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先进制造业集
群倡议》。天津经开区10年间落地京津冀
协同项目超过2400个，累计协议投资额
达7286亿元。河北沧州临港经开区积极
打造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75%的
企业来自北京和天津。

山海同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步伐
加快。三地不断优化旅游产品服务供
给，积极打造1亿人“说走就走”的旅游
圈，共同推出旅游线路114条，开通6条
旅游直通车线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建设深入推进，2021年以来张家口市
共实施重点项目266个。

共建共享，重点领域民生福祉持续
增进。进一步织密跨界路网，厂通路全
线通车，从大厂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
区域行程距离缩短5公里，通行时间缩
短约半小时。着力深化教育领域协同，
已有246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河
北省370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

本报讯 赵婷婷 近日，450吨老挝香
蕉乘坐“京滇?澜湄线”中老铁路国际货
运班列抵达北京平谷，中老铁路国际货
运班列步入常态化运行新阶段。北京
市民能“抢鲜”在冬季吃到这些来自东
南亚的水果。未来，更多的“东盟味道”
将乘坐“快速直通车”陆续直达京津冀
地区，为当地市场增添来自老挝的时令
美味，丰富百姓的“果篮子”。

新能源纯电厢式货车全程配送

上午10点，在轰鸣的汽笛声中，第
二趟“京滇?澜湄线”中老铁路国际货运
班列缓缓驶达平谷区马坊镇京平综合
物流枢纽。班列满载着20柜450吨的老
挝新鲜香蕉，通过全程冷链、在途恒温
技术实现全程锁鲜，让京津冀市民冬季
也能吃上最新鲜的热带、亚热带水果，
丰富市民餐桌。

京平综合物流枢纽是北京市公铁融
合一级物流枢纽。随着“京滇?澜湄线”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常态运行，更多
货物可以通过这条绿色通道进京，将大
大增加“公转铁”的数量，缓解北京东部
交通拥堵和首都大气污染治理压力。

为配合班列常态化运行，平谷区配
置了20辆新能源纯电厢式货车，作为配
套短泊车，全程服务香蕉配送，不仅减
少了碳排放，还提高了物流配送效率和
成本控制，成为园区首支绿色城市配送
车队。未来，这支车队还将适时“增
编”，以满足城市配送需求。

智控中心保味保鲜后熟型水果

如何把后熟型水果保味保鲜地运
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平谷区打造了660
平方米的中老铁路国际冷链后熟型水
果智控仓储中心和康安利丰国际冷链
后熟型水果智控中心，配置有精准的温
控设备，采用温度传感、湿度传感、进气
压力、排气压力整套PLC控制器，通过
全流程调度、全环节监控、全方位管理，
实现冷链仓储、催熟加工同向发力。

“为适应长途运输，香蕉通常在7分
熟时就采摘发运，到达咱们加工车间时
颜色整体呈绿色，在智控中心进行3~6
天气熏加工后，香蕉整体就呈现黄色，
美观自然，口感也与自然成熟的基本一
致了。”北京康安利丰农业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乔雪静介绍。

目前，中心最多可存放 200吨香
蕉，未来还可拓展至木瓜、芒果、牛油果
等热带、亚热带地区进口水果的加工，
提升农副产品保障能力，高效响应市场
需求。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

今年10月20日，首批390吨老挝新
鲜香蕉搭乘“京滇?澜湄线”中老铁路国
际货运列车，经过7天的旅程后抵达平
谷区京平综合物流枢纽。来自老挝的
香蕉因个头大、口感糯、价格实惠，得到
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此次，随着第二趟“京滇?澜湄线”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450吨老挝
新鲜香蕉抵京，“京滇?澜湄线”中老铁
路国际货运班列开始步入常态化运行
新阶段。从此以后，更多的“东盟味道”
将乘坐“快速直通车”陆续直达京津冀
地区市民餐桌，为当地市场增添来自老
挝的时令美味。

据了解，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常
态化运行，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时鲜水
果、轻工快消、机械电子、现代农业等优
势产业通过这条班列进行商品进出口
集散，走向老挝、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助力丰富的中国制造“走出去”，
进一步密切华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跨
境贸易，有效带动沿线国家物流、产业、
贸易有机融合。

未来，班列将以双向对开的形式，
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提供
物流通道新选择，也将为京津冀地区
的企业、消费者提供新平台。平谷区
将以大通道带动大物流，加快构建京
平综合物流枢纽“H”型铁路运输网
络，推动平谷地方铁路与国家铁路网
融合。以大物流带动大贸易，持续加
强与老挝等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有
效带动物流、产业、贸易有机融合，加
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为区域贸易
的繁荣提供有力支撑。以大贸易带动
大产业，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打造国际国内
班列集结中心，推动铁路沿线地区资源
禀赋优势互补，激发产业活力迸发，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动能不断积聚

京津冀居民享更多“东盟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