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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钟，这是北京、天津与保定三地间
高铁所需要的大致时间。到2015年保津城际
铁路通车后，这一切将成为现实。

类似这样的愿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已
经逐渐触手可及。在习近平关于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讲话中，明确了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
行领域的思路。这意味着，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与已经开始的大气污染治理合作一道，
成为这三地间合作的“先头兵”。

绝大多数官员、学者认为，政府当下需
要着力搭建合作的平台，解决合作的体制机
制问题。“顶层设计”作为习近平提出的7点
要求中的第一项，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3 月 25 日 发 布 的 《京 津 冀 发 展 报 告
（2014）》 建议，应尽快出台“京津冀地区
区域规划”，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
席会议制度”，共谋发展。

沈瑾认为，京津冀之间谈区域协作这
么多年，现在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推动：一
是行政层面，三地之间的协调需要“相当
级别的行政推动力”，否则效率会很低；二
是制度层面的推动，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如果不做好顶层设计，即使把北京五
马分尸，也满足不了大河北的需求。”赵弘
表示，尽管河北 11 个地市都有很高的积极
性，但是秩序很乱，尚未做到资源的整

合。河北省也意识到了这一问
题，省委书记周本顺强调，“要
从大局出发”，“要完善层级结
构”，“坚持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干下去”。

资源的再分配如何进行，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摆正，也成
为下一步合作的焦点。

“京津冀应该共同做蛋糕，而
不是抢 蛋 糕 。” 作 为 “ 总 部 经
济”理论的提出者，赵弘认为，
北京需要更多借助相关资源进行
创新，同时有序、有步骤地与河
北合作，将整个区域带动起来，
而不是简单地将现有资源拿出来
分。

沈瑾建议，京津冀将过去的垂直分工变
为区域内的水平分工，改变过去各地追求大
而全的发展模式。“大的科研院所囤积了大
量的人才，在北京搞研发，这是首都先天具
备的优势，但是制造、物流等下游功能，应
该在水平分工中交给河北。”

沈瑾认为，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来调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或者
提高，表明对于不同地区分工的导向。各
个地区可以争利益，但需要用这些政策表
明，在京津冀区域内不鼓励争小利、损大
局。

从京津冀三地负责人的表态来看，分工
正在逐渐明确，三地间的对接工作也已悄然
开始。

今年，河北将新增 2亿元奖补资金，支
持承接京津地区优势产业项目。河北省对接
北京的卫生、教育、批发等功能转移的工作
也已经开始，例如，保定将承接首都部分行
政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
功能，而廊坊将加大对接北京科技、教育、
医疗、会展等功能性资源。

京津冀一体化的雏形需要多久才能实
现？这个问题暂时无解，但可以预见的是，
这一次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停滞不前。赵弘
认为，如果能抓住核心问题，至少需要七八
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而7年之后的2020年，正是全面深化改
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年份。

虽然京津冀一体化目前
还处在顶层设计阶段，但人
们最近看到的事实是，河北、
天津的房市红火，房价大涨。

有识之士指出，如果做
不到高层整体统筹，及时跟
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京津
冀一体化就有可能演变为房
地产的独舞，还有可能会变
成部分地方政府借势大肆招
商、变卖土地的狂欢。

应该说，京津冀一体化
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
对三地而言是历史机遇。但
从目前情况来看，三地都在
制造对自身有利的概念，追
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有些小
动作已经和一体化的初衷背
道而驰了。“一体化”应该是
三地手握一起，借合力破解
难题，而非互掰手腕，争夺资
源。因此，国家要进行一体
化的顶层设计，在交通、公共
政策、人才流动、资源配置方
面真正做到一盘棋，在总体
规划上不要让地方各自为
政，各自抢跑。

与以往的京津冀合作不
同，化解困扰北京的“城市
病”是当前京津冀一体化的
立足点和核心点。但正如习
总书记所特别强调的，仅从
北京的角度考虑是很有局限
的，根本的出路是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

这就决定了当前的京
津冀一体化并不是单
纯以经济为导向，首
要着力点在于统筹。

可以确定的一点
是，无论最后确定的
方案是怎样的，京津
冀一体化应该是让市
场配置各类资源。有
关部门可以利用市
场，让各类要素在一
体化的过程中实现均
衡配置，以防止出现
资源再分配时过度集
中的问题。

目前北京的产业结构是
以服务业为主，天津、河北是
以工业为主。一体化会涉及
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调整中
一方面要注重津、冀工业产
业结构的互补性，避免同构
竞争；另一方面，北京在服务
业外迁的过程中，一定不能
让迁入城市的服务业出现同
构化现象。北京的服务业如
何向外辐射，让河北的产业
结构得以调整，应该是京津
冀一体化的大文章。

北京发展目前确实走到
了一个拐点，面临着资源、环
境、人口的多重压力；天津亟
须破解产业升级等难题；河
北钢铁等产能过剩严重，转
型迫在眉睫。有道是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北京如何通过

先“舍”而后“得”，天津如何
做好“加”与“减”，河北如何
实现“转”与“调”，从根本上
说，还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
题。

因此，京津冀一体化，
不仅是在施政观念上打破

“一亩三分地”，也应体现在
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实践中。
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绘
制出三地发展的大蓝图，明
确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
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
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
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
排、市场环境等方面形成具
体支撑。只有建立起科学长
效的机制，才能实现一加一
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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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京津冀一体化真的开始了。

今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提出京津冀一

体化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

化由此进入快车道。

尽管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已提出至少十

年，但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间纠葛于利

益、规划与未来间的博弈，让这一美好的愿

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揶揄为“京津竞争、

河北苦等”。

在这片人口稠密、区划复杂的土地上，

面对着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一体化无

疑是高难度动作。如今的京津冀如同一辆三

轮驱动的战车，只有轮子朝一个方向转才能

前进，而不是原地打转，而这时就需要一个

足够权威的指挥官。

兵马未动 已有“蝴蝶效应”

京津冀一体化广受期待

京津冀一体化的消息，已经引发“蝴蝶效
应”。在这片总面积达 21.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处处酝酿着变化的风暴。

3 月 28 日，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尽管
依然人声鼎沸，黑龙江人陈红却对本报记者担
忧地说，听说不久就要搬迁，她已经开始做准
备了。按照北京的规划，几个月内，就会为这
个巨大的批发市场在河北找好“落脚地”。

同一天的河北保定市，从火车站出发的看
房班车紧急增加班次，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
看房者挤满了各个售楼中心，有的楼盘甚至一
天提价数次。

虽然京津冀一体化兵马未动，但这个概念
在近期带来的反响，足以证明外界有着很高期
待。

3 月 19 日，有传言称，河北保定市已被初
步确定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这一消息
当天就震动了资本市场，保定本地股当天至少
有6只涨停，这一涨势甚至带动了整个河北板块
的大涨。而当天，A股市场整体表现疲软。

尽管官方迅速辟谣，但仅仅一周后的 3 月
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意见》 与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出台，
明确表示将保定作为重要战略支点，构建京津
保大三角核心区。这个地图上的等腰三角形区
域，无疑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聚焦点。

在专家看来，保定楼市过热缺乏理性，甚
至不乏炒作嫌疑。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保定
来说是长期利好因素，但应逐渐释放，而不是
短期内“透支”。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
伟认为，保定楼市本身缺乏上涨动力，如果靠
现在的利好消息与外地的投资客拉动快速上
涨，后期可能大幅回落。

“如果河北的房价也高涨，那就等于把北京
的城市病演变成了区域病，适得其反。”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
示。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京津冀一体化在最
近达到了空前的热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
认为，这种热度与当下三地所面临的问题和需
求密不可分。

三地之间因地缘上的接近，面临着许多共
同的问题，一体化对于京津冀来说，都是一个
必然的选项。解决城市病的急迫需要，与创新
需求的导向激励，使得京津冀一体化的客观条
件日趋成熟。

以雾霾为例，在 2013 年十大空气质量最差
城市中，河北独占七席，地点环绕京津。这些
搬不走的“烟囱”，使得环保部在去年专门出台
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防治行动计划。仅
仅防治雾霾这一项，就需要三地之间通力合
作，非一省一城独力可支。

在更广范畴内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则更使
得这三地对于融合发展有着更高期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张占斌教授认为，在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之
下，京津冀都有着转型压力，如果发展得好，
这一区域可能成为增长的动力。

“除了体制机制之外，还有几方积极性的问
题，而河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沈瑾表示。在
这个独特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
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让这片土地上的许
多人充满期待。

从“单相思”到“三厢情愿”

京津冀一体化的曲折历程

京津冀一体化已提
出多年，但也同样耽搁
多年。在梳理京津冀一
体化的历史时不难发
现，三地融合的进程早
已开始，却始终难以推
动。

早在 2001 年，两院
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
良镛就提出大北京规
划，引起众多反响；2004
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京
津冀有关城市负责人，
就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
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
坊共识”；2005 年，《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
京津冀应在多方面协
作；2006 年，“十一五”
规划中收入了京津冀区
域发展问题，国家发改
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
圈规划的编制；2011 年
3 月，国家“十二五”规
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
首都经济圈”。

真正的进展出现在2013年，习近平提出北京、天津应谱写“双城记”，并
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习近平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
会，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很长时间里，面对着北京、天津这两大直辖市，急切想要与之结伴而
行的河北，都如当地媒体所形容的那样：“单相思”。

仅从规模上看，京津冀一体化的难度就让人生畏。北京、天津与河北
三地总人口数超过1亿人，这个数字在世界人口排名中，也仅
落后于十几个国家。三地总面积达21.6万平方公里，仅仅略
小于整个朝鲜半岛，大于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主权国家面积。

三地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同样横亘在京津冀一体化
的进程之前。据北京市官员透露，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北
京、天津两个城市太胖，周边的其他城市太瘦，从三地发展情
况看，这一概括极为准确。

在 2013 年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上，北京 3360 元，天津
2726元，河北1882元；在211大学数量上，北京26所，天津4所，
河北则只有1所；在城镇人口比率上，到2012年，北京和天津分
别达到 86.20%和 81.55%，而河北却只有 46.80%；在央企数量
上，总部在北京的有90家，天津与河北则均为0家……

“北京和天津两个大的直辖市，其辐射带动作用，远远小
于它们的虹吸作用。河北围绕着京津，全中国都往北京跑，
河北自然不例外。”沈瑾分析说，河北过去为北京和天津的付
出很大，但“得到的和付出的是不均等的”。

尽管在发展水平上与京津相差甚远，但河北有着京津所
羡慕的土地空间，截止到 2012年，每平方公里
上需要养活的人数，京津冀分别是 1261 人、

1183人、386人。
赵弘认为，这种不均衡是河北的优

势。在一体化进程中，周边区域的优势
主要就是生态优势和成本优势，但
污染严重的河北，如今只能抓住房
价、地价低的成本优势。

“总书记的话里有鼓励，但是也
隐含着批评。”张占斌告诉记者，习
近平讲话中提出打破自家“一亩三
分地”的思维定式，就是批评此前的
京津冀合作中，没有找到区域合作
共赢的利益机制。沈瑾认为，可以
参照欧盟的协作方式，“那么多国家
间的良好协作都能做到，我们在一
个国家内当然也可以”。

赵弘认为，基于财税体制的利
益协调、合作与共享机制应该完善，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
会让自己出丑。如果不解决利益问题，美好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如今，在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之下，原先困扰于各自利益的三省市，终
于可以坐下来积极推进协作，开始漫长而值得期待的转型之路。各有需求的
京津冀，抛下包袱，摆出了“三厢情愿”的合作姿态。

共同做蛋糕 而不是抢蛋糕

合力打造一体化雏形

共同做蛋糕 而不是抢蛋糕

合力打造一体化雏形

“一体化”是握手
不是掰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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