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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 “第三增长极”，

土地面积２１．６万平方公里，人口１亿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

大国家战略，意义重大。它不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需

要，也不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需要，而且是优化

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

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决策。２０１３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 “双城记”。２０１３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研究河北发展问

题，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

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

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

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努力打造现代化的

新型首都经济圈，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京津冀区域合作由来已久，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坚实

基础。早在１９８６年国家就已经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京津冀区域经

济概念也随之出现，但此后 “京津冀一体化”始终停滞在 “设想”的层

面。从２００４年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 “廊坊共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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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逐步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提出打造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重点发展环首都１３个县

市，做好北京产业转移和经济外溢服务功能，北京提出打造全国的政治和

文化中心。同年，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 “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至此推进京津冀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正式写入国家级规划。２０１３年，北京、天津、河北

在工作层面成立了区域规划联合工作小组。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河北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省委书记周本顺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给河北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机

遇、最宝贵的机遇、最现实的机遇。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省与京津共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选

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是中

央着眼全国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是

最明显的 “短板”，人均总量小，结构层次低，发展质量差，同时也是最

大的受益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功能重构，调整优化

我省中小城市过于 “瘦弱”，没有与京津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分布格局，改

变长期以来京津对我省资源要素的虹吸效应，更好地把我省广阔的腹地、

雄厚的产业基础与京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在

协同发展中推进全省经济绿色崛起，改变与京津落差过大的局面，形成首

都经济圈新的增长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我省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

全省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既要确保完成国家下达

的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的硬任务，又要防止经济换挡失速，增强

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还要加强生态保护，在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

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压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

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我省承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

移，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到增大于减、上大于下、进大于退，在

协同发展中做大总量、做优增量、做高质量，在协同发展中加速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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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转型升级中加快发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培育我省发展新优势的历史性机遇。河北环绕

京津，区位条件全国独有，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独特的区位优势未

能转化为加快发展的经济优势。目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有明确

要求，国家部委正在研究推动，北京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业已启动。同

时，围绕吸引首都优质要素和高端产业转移，省份间的竞争也初露端倪。

我省只有抢抓机遇、精心谋划、主动作为，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与京津的

对接合作，才能在协同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释放全省经济发展的

活力和潜力。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在经济发展、社

会保障、生态保护、交通建设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三地

功能布局尚未明晰合理界定、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尚未形成、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和生态廊道保护缺乏有效机制衔接、市场化对接尚未形成有效机

制、区域整体优势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一系列突

出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面前，京津冀协

同发展更加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树立

全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和方法，按照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区域一体化原则，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优

先领域，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发展重点，加速推

进区域合作进程，稳妥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建

立区域协调机制，进一步迈向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决策、实践提供参考，我们编印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蓝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形势分析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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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总报告

１
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趋势与对策

高　智　孔慧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无疑是河北发展前所未有的历

史性机遇。但对河北来说，在与京津存在巨大落差的情况下，如何抓住和

利用好这一机遇，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地位的有效提升，

与京津共同打造新的增长极，无疑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本文试图从河北视

角，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

（一）京津冀长期积累的区域发展矛盾十分突出

长期以来，受行政分割的管理体制、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各自为政

的功能配置方式和行政计划式的战略资源配置机制影响，京津冀区域功能

失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体系断层、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区

域竞争力受到削弱，发展潜力释放受到抑制，国家打造新增长极的战略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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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到影响。目前，京津冀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

１．京津 “大城市病”日益严重

长期以来，京津两大中心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不适当地集中了大量服

务于全国的功能。北京作为全国的交通中心，年公铁货物周转量超过２．６

亿吨，年公铁客运量超过１４亿人；作为全国教育中心，集中了超过１７０

家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其中高等院校９１所，高校在校生规模超过

１００万，加上教职工，教育总人口接近２００万；作为全国医疗中心，拥有

医疗卫生机构超过１万家、医院近６００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７０家，年总

诊疗数近２亿人次，其中近１亿人次来自外地；产业方面，虽经多年 “去

经济化”努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仍达３７００多家，工业规模超过云南省，

拥有超过１０００万吨炼油、近１００万吨乙烯、近１７０万辆汽车、超过１０００

万台计算机、近２亿部手机、近２００万千升饮料酒、近６０万吨乳制品生产

能力，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达到１４０个。过多、重叠的功能配置，在为

京津聚集大量优质资源要素的同时，也造成京津人口急剧膨胀。２０１３年北

京市常住人口已达２１１４．８万、天津达到１４７２．２万，由此导致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 “大城市病”日趋严重，城市高效运行

难以为继。

２．区域发展差距日趋扩大

由于长期功能配置失衡，导致京津两大中心城市与作为其腹地的河北

省差距持续扩大。从发展水平看，截止２０１３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已达９．３２万元、天津市达到９．７６万元，而河北省则只有３．８６万元；京

津两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４０３２１元和３２６５８元、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１８３３７元和１５４０５元，而河北省则分别只有２２５８０元

和９１０２元，仅分别为北京的５６％和４９％、天津的６９％和５９％。更为严重

的是，在京津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２９个贫困县 （区）、多达３００万贫

困人口的贫困带，其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北京市的２９％、天津市的３５％。

从经济结构看，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高达７６．９％，形成

了服务主导型的经济结构；城镇化率已高达８６．３％，城市经济成为主要经

济形态。天津市也在加快向后工业化过渡，服务业比重达到了４８．１％，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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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率达到８３％，而河北省这两个指标仅分别为３５．５％和４８．１２％，不仅

远低于京津，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１０．６和５．６个百分点，工业中

重化工产业和原材料工业仍占较大比重，整体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徘徊。

３．城市结构体系出现断层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发展良好的区域城市体系呈现超大中心城市、特

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规模逐次递减、数量依次增加的

“金字塔”结构，而且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功能布局科学合理的网络化

城市群。然而，纵观京津冀地区，两个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人口规模分

别高达２１１４．８万和１４７２．２万，其中北京中心区属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

功能拓展区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６区人口就超过

１２５０万，而次一级的石家庄、唐山两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则断崖

式落到只有３００万左右。除此之外，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邯郸和保

定，其余均为人口不足百万的中小城市，而且数量有限，人口超过５０万

的城市只有６个。这样的城市结构体系，导致区域经济和人口布局严重失

衡，核心城市长期超负荷运转，而中小城市和广大腹地发展动力严重不

足，区域发展潜力受到极大抑制。

４．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受不合理的功能和资源配置机制影响，加上长期无序地超强开发，近

年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生态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已成为全国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目前，京津冀地区人均森林面积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３左右，且质量差、分布不均、功能不强；水资源

严重不足，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７，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０；

地下水超采严重，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区面积不断扩大，地面沉

降日趋严重，近２９％的区域累计沉降量超过２００毫米；水污染严重，地表

水国控断面中劣 Ｖ类占到了３５．３％、省控断面中劣 Ｖ类占到了４３．５％，

约１／３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海域污染严重，劣Ⅳ类海水占到了

３／４；湿地萎缩、功能退化，区内众多湖泊洼淀湿地绝大部分已消失，近

十年区域湿地面积减少达到４６％，仅存的白洋淀、衡水湖、南大港等较大

湿地也只能靠跨流域补水维持；大气环境污染严重，单位面积煤炭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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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４倍、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３．５－５倍，

以ＰＭ２．５为标志的细颗粒物复合型污染严重，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极限。

（二）总书记 “２．２６讲话”开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纪元

面对日趋尖锐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矛盾，党中央、国务院坚持

问题和需求导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着眼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统筹

建设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打造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探索全面

深化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做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

策。习近平总书记 “２．２６讲话”打破了多年来京津冀地区区域分割、各

自为政、自我封闭发展的旧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

势头。

１．国家层面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

员会相继成立，初步构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统筹推进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和交通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三个领域率先突破

的实施方案，以及相关重大改革措施正在加紧制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方案和蓝图呼之欲出；国家有关部门着眼京津冀在各专业领域的协同发

展，推动并主导签署了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

架协议》《京津冀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

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文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质量发展合

作框架协议》《京津冀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合作框架协议》等一批战略性区

域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全面实施。

２．地方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２６讲话”后，京津冀三地党委政府迅速行动，加

紧战略沟通和对接，在功能疏解、产业对接、交通一体、生态共建等协同

发展的重要领域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致和广泛共识。京津之间就共建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共同推进未来科技城合作示范区建设、交通一体化合作等签署６项协议及

备忘录。津冀之间就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推进教育协同发展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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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造津冀 （涉县·天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交通一体化合作等签署５项协议及备忘录。京冀之间就共同打造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区、共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共同推进中关村与河北科技

园区合作、共同加快张承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共同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

程、共同推进物流业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合作等签署７项协议及备

忘录。

３．市场层面

一批前期项目快速启动并加紧实施，新发地、动批、大红门等市场项

目相继落户高碑店、永清和白沟；北汽集团黄骅汽车产业园、现代第四工

厂、新兴际华集团凌云化工等产业项目相继落户黄骅和邯郸；３０１医院保

障基地等服务项目和中航集团、钢研集团、石油物探等研发中试项目落户

涿州；北京大学科技园、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园区项目落

户秦皇岛和廊坊永清；清华大学中试孵化基地、中科院中试基地分别落户

固安和廊坊；中科中关村分别与保定、廊坊、秦皇岛、承德等就园区共建

或建设分园达成战略协议。天津港集团与河北港口集团共同出资２０亿元

组建的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三）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尚处于表层和探索阶段

在欣喜开局良好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高度

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总体上看，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仍处于表层

的、局部的、探索前行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其一，尽管在国家和三省市

层面都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构和工作机制，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从

根本上看，这种协调机制依然只是工作层面的，充其量也只能起到协调推

动作用，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能否在发展理念、规划布局、政策制定

和运用等方面真正转向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核心上来还有待观察。更为重

要的是，深层次的、牵涉各方利益的、真正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

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还未触及。其二，尽管目前三地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但依然难脱过去那种协商性的、联谊性的、协调性老机制的痕

迹，这些协议能否真正落地，市场层面能否与之形成良好的呼应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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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做大量具体、细致的对接和推动工作。其三，尽管市场层面的一些

项目已开始实施，但给人的印象依然是零散和偶发的，而且其背后或多或

少都有政府有形之手的影子，真正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符合功能分工

和产业链协作规律的项目还不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仍需努力

拓展。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

京津冀是我国首都所在的区域和代表中国形象的标志性区域，京津冀

协同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重心之一。随着国家有关顶

层设计及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实施，必将极大地拓展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动京津冀区域功能重构、城市布局优

化、交通一体化、生态系统重建和产业协同发展，使京津冀地区进入一个

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一）区域功能将加速重构

京津冀发展的不协调，核心是功能配置不合理。未来，随着京津冀区

域功能定位的进一步明确和清晰，北京将围绕建设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突破行政区化的

首都功能配置理念，将部分非首都核心功能，包括绝大部分制造业功能、

区域性物流基地和专业市场、科研成果转化和孵化功能、过境和中转交通

功能，以及服务全国的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教育培训、医疗卫生、金融

服务等功能，向其周边地区疏解转移；天津将进一步强化高端制造及服

务、港航物流、国际贸易和离岸金融服务、联通陆海交通枢纽等经济功

能，弱化一般制造业功能；而河北将发挥地缘、人缘和空间优势，更多地

承担首都非核心功能拓展承接、首都圈生态涵养、京津创新成果转化、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等功能，成为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的战略支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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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布局将加速优化

城市是功能的载体，功能是城市的核心。未来，京津冀地区城市布局

将突破传统点轴发展理论的影响，通过功能布局调整，形成以京津保为核

心，石、唐两个区域副中心城市为两翼，相邻城市空间距离不超过１８０公

里的网络化城市群。一批特色功能城市将加速崛起，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

重要支撑，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其中，环首都地区，因其

地理区位优越、交通基础好、发展空间大、生态有保障、产业有支撑，将

成为京津城市功能疏解拓展的主要空间，区内一批中小城市将快速获得功

能和要素支撑，城市规模将快速扩张，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整个京津冀地区

城市数量、规模、质量成长最快的地区。特别是保定，距北京１４０公里，

距天津１５０公里，曾长期承担京畿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功能，拥有京

广、京九、京昆和保津、廊涿 “三纵两横”城际大通道，地处山前平原，

具有布局多种城市功能的空间条件，拥有相对充足的水资源和白洋淀、百

草洼等众多洼淀湿地，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因而有

可能迅速成长为京津保三角核心区的新增长极，从而与京津共同构成新首

都圈的核心都市区。沿海地区，因其无可比拟的资源、环境、产业组合条

件，将成为京津冀地区加工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布局的首选地，因而必

将催生若干服务和支撑临港产业发展的新型滨海城市，特别是曹妃甸、乐

亭新区、黄骅新城、渤海新区等，将成为京津冀地区城市布局优化和发展

的新亮点。

（三）交通体系将加速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状综合交通运输格局，

客观上造成北京过境交通压力过大，也使河北交通东西不通、南北不畅，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未来，随着京津冀交通体系的统

筹规划和建设，将加速推进区内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等不同交通方式

的有效衔接，北京交通枢纽功能的外分，从而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城际

交通轨道化、通达方式立体化。一是将建成高效快捷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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