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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
同发展，报告提出了构建梯次联动的协
同创新发展格局、创新区域成果转化支
持方式等4条建议。

“当前，京津冀三地创新资源区域
分布不均衡，多集中在京津两市，我省
相对较弱。”边继云说，三地要高质量建
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构建梯次联
动的协同创新发展格局。

深化区域创新协同，打造“—核两
翼”协同创新引领极。在强化北京的
创新引领作用的同时，全力推动雄安
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发展，打
造全新创新动力源。推动天津建设区
域创新赋能中心，打造区域科技创新
联动支撑增长极。加快推动河北创新
能力提升，弥补区域创新发展落差。
河北省应抓好大院名校、央企、雄安三
类资源，推动与京津协同创新走深走
实，找准发力点，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
心进行创新突破。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是京津冀协
同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报告建议，三
地应创新区域成果转化支持方式，提升

京津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质效。
深化“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的双

向飞地联动模式，拓展成果转化合作空
间。推动河北以雄安新区为重点，联动
石家庄、保定、唐山等国家级高新区打
造一批高能级成果转化承接平台。

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创新
主体参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积极
性。鼓励三地企业加大对科研成果转
化的投入，对于积极承接和转化科研成
果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研
发投入补贴。积极推动高校和科研机
构参与成果转化，鼓励三地高校和科研
机构在京津冀区域内建立成果转化示
范基地，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成果转
化工作。

创新科技金融和“中试+”服务，优
化区域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支持。设立
区域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资金对
符合协同发展导向的优质项目进行联
合投资。探索建立京津冀技术市场协
同平台，保障区域科技成果信息互联
互通。

报告提出，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改

革协同深化，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的底
层支撑。

边继云表示，这就要求建设京津冀
科技创新资源库，推动创新资源高水平
共建共享。构建京津冀科研联合攻关
体系，形成推动区域协同创新的核心动
力引擎。搭建联动式创新平台支撑体系
和创新联动型企业群落，做强高质量协
同创新的主体支撑。打造科技创新廊
道，构建内外联动的协同发展新空间。

创新环境是科技创新培育的土
壤。报告提出，持续优化创新环境，打
造可持续协同发展创新生态。

三地应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核心的
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确保企业能在科技
创新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推动三地
创新场景招商模式，构建“政府部门+科
技企业+科研机构+技术机构+金融机
构”的多元主体协同的场景生态。政府
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阻碍创新的
政策约束，增强三地创新发展政策的协
同性，完善创新准入制度，为新业态、新
产品、新模式的落地生根创造条件。

（米彦泽 冯依凡）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5）》发布 本报讯 刘杰“今年一季度，京津冀
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17%，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0.15个百分点。”近日，在
2025年廊坊经洽会举办的全国AAAA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京津冀
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正式发布，增强了企
业信心，坚定了发展底气。

该指数由河北省商务厅、中国物流
信息中心、河北省现代物流协会共同开
展调查分析后得出。调查以现有的物
流统计调查企业为主体，调查范围为三
地记录注册的商贸物流业经济类型法
人企业。

“该指数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
界点，高于50%时反映商贸物流业经济
扩张，低于50%则反映商贸物流业经济
收缩，是反映京津冀商贸物流行业状况
的综合指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
会长、河北省现代物流协会会长肖明建
介绍。

对比分析京津冀今年一季度与去年
一季度的数据，7个分项指数和1个合成
指数同比增幅在0.13至0.27个百分点之
间，说明物流运行总体平稳，业务总量持
续扩张。

其中，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83%，
同比上升0.27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15
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京津冀三地的
物流企业对商贸物流业的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

在各分项指数中，库存周转次数指
数为53.19%，新订单（客户需求）指数为
49.43%，分别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和
0.21个百分点，反映出今年一季度京津
冀商贸物流企业存货积压较少，承接客
户业务的订单数量有小幅度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主营业务利润指
数为46.77%，同比上升0.24个百分点，
而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3.4%，同比下
降0.12个百分点。在物流成本下降的
同时，企业的利润则进一步上升，“一
升一降”彰显京津冀商贸物流业发展
新活力。

当前，在新质生产力加速赋能、全球
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京津冀地
区依托区位优势、政策红利与产业基础，
正全力打造高效协同、智慧绿色的商贸
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
指数同比、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出京
津冀商贸物流业的业务规模、效率及企
业信心持续提升，且成本有所降低，展现
了较强韧性与发展潜力。”肖明建说，总
体而言，京津冀商贸物流业在稳规模、提
效率、增信心等方面呈现积极态势。

商贸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
关键纽带，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核心
支撑，更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抓手。近年来，河北省将现代商贸物流
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全力推进，依托
区位优势、政策红利与产业基础，建设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取得重大
进展。

2024年，河北省商贸物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8%，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13.9%；全社会货运量同比增长5.7%，
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2个百分
点，增速居全国第3位；快递业务量同比
增长31.8%，高于全国10.3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
物流发展指数为52.17%

高质量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协同创新不仅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手段，更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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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5）》。

该报告从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当前区域协同创新面临的新形势以及京津冀协同创新面临的
新使命，提出了创新区域成果转化支持方式、高质量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等建议。

三地成果转化不断深化，技术合同成交额逐年增长
“聚焦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三地

政府积极推动政策制定和制度完善。”
该报告主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边继云表示，三地相继签署了《关于
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合作协议（2018—2020年）》《京津冀协
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
机制》等，为协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制
度保障。

创新合作平台作为区域协同创新
的关键支撑，在推动三地创新协作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指出，创新合作平台扎实推

进，创新资源集聚支撑能力有效提升。
重大研发转化平台建设积极推进，京津
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州中心、天津中
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等相继建设运
行，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优化提
升，区域创新支撑力得到增强。

以产业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合作平
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以中关村创新园
区为龙头的产业合作平台体系逐步完
善，唐山、衡水、邯郸分别与中关村共同
建设中关村创新中心，打造“类中关村”
创新生态。

产业创新合作步入深入，重点产业

链的创新引领作用逐步显现。三地聚
焦6条重点产业链，推动产业链、创新
链融合发展的同时，推动重点产业链组
建产业创新联合体，为产业链协同创新
提供支撑。2024年，京津冀联合共建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群、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等4个集群入选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通过一系列新机制，京津冀三地成
果转化合作不断深化，技术合同成交额
逐年增长。三地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协同创新服务领域和服务层次日益
多元。

三地协同创新面临新形势新要求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

拓展，科技创新是重要动力。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

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
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
扎实、实力雄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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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三地必须改革深化科技
创新的体制机制，提高重大创新策源
能力，更加注重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的价值链
全链条布局。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
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
到有的跨越，使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
实现突破。

“京津冀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创新集

聚优势和动能转型优势，但与长三角、
粤港澳地区相比，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仍
然偏弱。”边继云表示，提升区域整体创
新能力和水平，以科技创新驱动区域高
质量发展，是京津冀地区迫切需要完成
的重要任务。

京津冀要在进行区域创新规划和
要素布局时突破行政区域的局限，构建
泛区域、跨学科、强关联、高强度的协同
创新网络，通过创新资源、创新政策等
途径引导提升创新研究的集中度，强化
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把强大的创新资源
转化成强大的科技竞争力。

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
比重是京津冀三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利用科技创新打造发展新动能、提升整
体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这就要求京津冀三地必须把握科
技发展趋势，围绕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有
效衔接和科技资源高效共享，在提升科
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上实现
突破，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示范高地。

京津冀都市圈作为全国重点建设
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应在开放创新发展
上进一步实现突破，探索出一条在“双
循环”发展格局下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实
践指导性的开放创新之路。

报告认为，京津冀协同创新必须主
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接国际通行规
则，优化开放合作服务环境，在集聚和
使用全球创新资源上拓宽路径和创新
机制，打造全国开放创新的引领区，成
为引领带动全国其他区域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的前沿和窗口。

4条建议助力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