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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11.5% 北 京 昌 平 区 百 余 场
文旅活动迎京津冀游客

本报讯 叶红梅 陈璐 近日，北京市
昌平区辛庄村创客街区挂着灯笼、贴了
对联，市民游客在这条“网红街”上品尝
免费的腊八粥，年味满满。各色手工制
品、非遗产品、当地特色草莓和各种零食
等摊位都已热闹开张。

据了解，昌平区春节期间将举办百
余场文旅活动，提供200万元“文旅消费
补贴”，迎接京津冀市民游客。

辛庄村“网红街”年味满满
吸引众多游客

市民赵女士从北五环慕名来到辛庄
村创客街区。“我听说辛庄村这里有条
‘网红街’，堪称‘京郊小大理’，就和爱人
一起来这儿打卡。这条街上小摊挺多，
很新鲜。”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志水介绍，创客街区位于昌平区辛庄村
中部，为村内东西向主干道，全长490
米，两侧共有34栋宅基地。新村民和创
客自发汇聚在创客街及周边小巷，因店
面装修风格独特新颖，逐渐形成了“网红
一条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郝女士说，这条街区的氛围很好，支
持手工艺品和非遗产品的制作者，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创收渠道，“马上快过年了，我
也做了一些和新年有关的编织品，比如这
个小葫芦、醒狮和蛇宝宝挂件等。”

“春节期间，我们将举办热闹的庙会
和村晚，为大家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李志水说。

百余场文旅活动涵盖文艺
演出、新春庙会等

据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宁永
强介绍，春节期间，全区将推出百余场文
旅活动，涵盖文艺演出、新春庙会、主题
市集、百姓舞台、非遗活动、景区酒店优
惠等文化旅游产品供给。

大年初一，白浮泉大运河源头遗址
公园将举办为期8天的“爱在白浮泉”跨
年祈福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体验在昌平
花式过节，玩转庙会，欣赏无人机表演、
聆听国风红歌，赏花灯、猜灯谜、逛美食
市集，观看“打铁花”“烟火秀”表演。

昌平区2025年回天地区迎新春百
姓联欢晚会、2025年新年音乐会也将接
踵而至。南口镇推出“福满京城 春贺神
州”闹元宵大型文化活动，流村镇举办
“点亮长峪城”元宵民俗文化节等文化节
目。通过特色美食、创意集市、灯光秀，
全方位展现昌平区独特魅力。

崔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聂慧松表
示，各类惠民活动将在1月至新春期间
举办。“除了特色市集、村晚之外，我们这
儿还有打铁花非遗、文创DIY等活动，邀
请京津冀市民到京郊体验新春乐趣。”她
特别提到，聚焦冬日文旅消费，崔村镇推
出了助农消费券，涉及滑雪场、草莓采摘
园、民宿餐饮等消费场景的优惠，市民游
客可在昌平及北京商场和网上领取。

宁永强表示，春节期间，昌平区各酒
店也将开展一系列促销活动。同时，昌
平区也为市民准备了一份春节大礼——
“文旅消费补贴”200万元。

此外，结合2024年全网“明代凤冠”
冰箱贴的火爆出圈，昌平区还为市民游
客定制了“烟火昌平凤冠之旅”主题游，
让大家感受凤冠背后的历史故事和艺术
魅力。

本报讯 李如意 近日，由北京大学
首都发展研究院研发的《京津冀协同创
新指数（2025）》正式对外发布。指数从
创新能力、科研合作、技术联系、创新绩
效和创新环境等多个维度对京津冀协
同创新发展情况进行测定。

报告指出，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区域重大战略以来，京津冀三
地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三地间在产
业、交通、环境方面率先实现突破，而产
业、交通的协同也带来了创新要素的流
动与溢出，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北京打造全国科技中心、疏解
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建设等，都带动
了京津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地区间创
新协作的加强。从2013年到2023年，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从 100增长到
298.2，年均增速为11.5%，京津冀协同创
新取得显著成效。

北京研发投入全国领先

报告显示，2013年到2023年，北京
的协同创新指数从661.7增长到1025.5，
在三地中增幅最大，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京津冀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
重从2013年的3.22%上升到2023年的
4.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2个百分
点，展现出京津冀在研发投入方面的优
势。其中，北京研发经费占比从2013年
的5.98%增加到2023年的6.73%，继续
保持全国第一的领先优势，比上海高
2.39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知
识创新成果呈现高速增长，北
京在顶尖期刊发表的高水平

科技论文增长迅猛。“自然指数”排名自
2016年以来一直稳居全球第一。2024
年11月，英国《自然》杂志增刊《自然指
数-科研城市2024》发布，北京位列第
一。2023年，北京在《Nature》《Science》
《Cell》等全球82种顶尖自然科学类期
刊发表的文章数额达到了9180篇，比位
列第二的上海多4363篇，占全国份额的
18.34%。北京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入，
标志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创新资源辐射作用增强

技术市场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的重要渠道。报告指出，2023
年，北京市全市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10.66万项，成交额8536.9亿元，增长了
7.4%，其中落地北京市、流向外省市和
出口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2333.1亿
元、4948.9亿元和1254.9亿元。

2014年至2019年北京向津冀输出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其对外省市输出技
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2020年至2022年回落到7.8%，但2023
年北京向天津、河北输出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到了748.7亿元，比2022年增长1.1
倍，占北京对外省市输出技术合同成交
额的比重快速上升至15.1%，表明北京
创新资源对津冀的辐射引领作用快速
上升。2023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
成交额810.1亿元，同比增长101%。

建议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基于指标体系，该报告测度分析了
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的变化趋势，并从省级层面和地级城市

层面对京津冀内部的协同创新水平和
各级指标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
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5）》发
布人、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李国平认为，京津
冀应积极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
新联合体，培育引领未来领域的科技领
军企业群体。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支持力度。不断健全企业培育支持机
制，做好服务保障，强化研发加计扣除
等政策保障，鼓励企业开展原创性、自
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梯度培育和支
持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
企业，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李国平提到，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
津冀产业链，打造一批京津冀先进制造
业集群。需要织密产业链和创新链的
契合点，加强三地间的分工合作，打造
从知识产出、科技创新到新产品生产销
售的全产业链。推进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科院、中关村在津冀的分院分园
及产学研异地合作机制建设，以创新成
果孵化津冀产业新业态；聚焦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氢能、生命
健康等产业链，用链条思维统筹谋划京
津冀产业布局。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增
长的“稳定器”作用，与津冀共同打造一
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挥北京电子信
息优势，加强集成电路系列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进一步增强万亿级信息产业集
群中的信息制造实力；努力扩大生物医
药产业规模，围绕新型抗体、细胞和基
因治疗等前沿领域加大产业化布局；对
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加大产
能扩张力度；依托产业链分工，打造京
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

本报讯 李博 从北京市国资委获
悉，2024年国有企业应用场景发布会日
前在北京举办，拉开了京津冀三地国有
企业应用场景开放、创新主体深度合作
的大幕。大会发布了京津冀56家国有
企业总计185项应用场景，投资总额超
过85亿元。

北京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国有
企业应用场景发布会是创新交流的平台
也是友谊合作的纽带，北京市国有企业要
持续提升高质量应用场景供给力度，保持
战略定力、持续加大应用场景对科技创新
的牵引作用，强化策略活力、持续营造应
用场景的产业创新生态效应，共同推动京
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天津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天
津拥有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环境，
欢迎北京、河北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以此次发布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

天津国有企业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
河北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河北省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水
平实现了质的重大跨越，企业活力不断
迸发、潜力不断释放，为社会各界到河北
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助力更多企业在
科技创新这片浩瀚海洋中扬帆远航。

作为京津冀三地国资委积极引导国
企应用场景建设的重要成果，大会现场
发布了《2024年国有企业应用场景白皮
书》和《2024年前沿技术解决方案集》，集
中展示了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
术、产品、服务和应用。

会上，北京市国资委、天津市国资
委、河北省国资委联合发布《京津冀国资
国企科技创新协同倡议书》。倡议提出，
将打造国资国企创新合作新范式、推动
资源共享新格局、引领产业融合新层次，
共同营造良好的创新合作生态。

作为北京市管企业“科创合伙人”和
中关村创新资源的服务枢纽，中关村发
展集团发布了“星火行动”计划，打造服
务北京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协同创新平
台，推动北京市管企业与中关村科技型
企业携手培育新质生产力。

大会还设置了未来城市共建、国企
智转提质、未来产业革新三场应用场景
需求对接会，首次搭建“国企会客厅”，国
有企业现场进行应用场景“发榜”，科技
型企业和高校院所现场进行技术解决方
案“揭榜”，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双方面对
面沟通洽谈。

据了解，此次大会共收到129家科
技企业和高校院所“揭榜挂帅”的296个
技术解决方案，现场促成12个具有牵引
作用、标杆效应的应用场景合作集中签
约，通过应用场景建设，促进产学研用合
作创新落地见效。

京津冀国企发布185项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