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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
雄安新区。为何要设立这一新区？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就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
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
士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已经在北京通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了，为何
还要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答：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京津两地过于“肥
胖”，大城市病突出，特别是河北发展与两地呈现“断崖
式”。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
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
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
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
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
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
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
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
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中国经验看，通过建设深圳经
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
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区选址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
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深入论证选定的。这里交通便捷、环
境优美，现有和已经在规划多条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另
外，这个地方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
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问：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发展哪

些产业？
答：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设立新区的首要任务。

承接的疏解功能要符合新区发展要求，同时也要根据疏
解功能有针对性地优化新区规划空间布局。要增强新区
的自我发展能力，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有针对
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
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
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问：新区将如何建设？
答：按照中央要求，新区建设要走出新路。新区建

设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新型城镇

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定位，探索在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发展的新路。重点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做好
现状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做好就业保障；统筹好移
民搬迁和城镇改造，让搬迁农民融入城镇生活；积极探
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在党中央
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
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
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
新发展示范区。

就是说，雄安新区建设要坚持国际
一流水准，实现生态宜居、和谐共享。

（据新华社电，邹雅婷整理）

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雄安新区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肩负新的历史任务，其改革创新，将是
全方位的。

刘秉镰认为，从发展路径到管理模式，雄安新
区都要走出一条新路。“雄安新区的成立，不是为了
疏解北京的落后产能，而是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
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聚集。”

刘秉镰分析，北京是全国的科技和创新中
心，但是目前北京向河北省和天津市转移的科
技资源并不算多。雄安新区未来将成为北京高
新技术转移的新载体，一批具有高新技术性质
的非首都功能将有序转移，高端科技资源、优
质教育资源等会向这里集聚，新区将成为一个
科技转化高地，从而带动整个周边地区，加速
京津冀城市群快速接近世界级城市群。

创新的发展路径和管理模式，将是雄安新区
发展的必经之路。

李兰冰表示：“雄安新区的首要任务是吸引创
新资源，其中可能涉及到雄安新区怎样和京津两
地来协调发展。目前，北京的科技成果在京津冀
地区的转化率不高。雄安作为新的支点将致力于
打造承接创新资源的新载体。在此过程中，还应
注意创新和产业的对接关系，创新和研发转化要
具有紧密的关联度，才能够既提高创新效率，又
加大创新对于区域发展的拉动力和贡献度。”

邬贺铨认为，雄安新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
肯定会按照中央的定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同时，还要建成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地、创新
要素资源集聚地、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
平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此外，在城市治理模式方面的创新，也受到
关注。

“雄安新区是一个站在历史新起点、发展新基
础上的新区，其规划应当注重时代的先进性，体
现新时期的规划理念，体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
城市发展建设的新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李晓江说，雄安新区的空间布局形式要为探索人
口与经济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作出示范。要
摈弃形式主义的布局手法，采用组团式布局方
案；要摈弃单纯功能布局和宽马路、大广场，采
用多功能混合、密路网、小街区的宜人生活空间
组织。要从城市布局上防止“摊大饼”，克服大城
市病，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提高新区发展的
灵活度、应变性。

谢克昌院士建议，新区建设下一步应立足已
有生态环境基础相对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打造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
优先加强生态建设，严格区域环境保护，划定生
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市开发边界，加强耕
地保护，加大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构建蓝绿交
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选址·功能·开发：设立雄安新区热点三问
——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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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大决定部署，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的本身，即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促进协同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对媒体分析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
是新时期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经济结构和
空间结构调整的重大部署，是城乡协同发展模式的重要
探索，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探索实践，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近日指出，北京市目前
面临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资源超负荷等大城市病，其
深层次原因是承载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规划建设雄安
新区，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可以
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
的两翼。

“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将
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布局和调整优化
京津冀空间结构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建设雄安新区，将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邬贺铨说。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认为，对河北来说，规划建设
雄安新区形成了河北的两翼，一翼是以 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另一翼是雄安新区，带
动冀中南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这将有力地提升河北的
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河北省走出
一条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新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看来，根据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为“一核、双
城、三轴、四区”。雄安新区处于京保石发展轴的核心位
置，其建设对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
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在北京—保定—石家庄这条轴带上绘制起雄安新区
的蓝图，世界级城市群的形象和进度呼之欲出。”刘秉镰
说。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结构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雄安新城的定位很明确，即建设绿色生态宜
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
放发展先行区。”南开大学区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兰冰
教授对本报分析说，“这4个定位完全反映了国家对于雄
安新区未来发展的期待，雄安新区将是优化城市群空间
结构、推进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一次伟
大实践。”

在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建设雄安新区
也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李兰冰分
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提出到现在已经 3 年有余，
顶层设计整体上已经完成。雄安新区的建设为京津冀地
区缩小地区落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实际上，这种
补齐，有利于三地之间的协同和协调发展，这是建设世
界级城市群所必须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多个国家级新
区相继落地。雄安新区时间最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由此可见，雄安新区的意义早已远超
一个区域发展，被寄予了历史的重托。

“此前，深圳和上海都已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城市，雄安的定位
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打造创新要素的集聚
高地。因此，虽然具体路径可能各有特色，但创新驱动发展将是共同
特点。”李兰冰分析说。

邬贺铨指出，雄安新区的建设目标雄伟、前景美好，但雄安新区
的建设与当年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所处的区域和历史条件不同。雄
安新区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任务艰巨，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
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手棋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无序的
分散承载相比，集中承载能够更有效配置资源并实现内涵集约发展。
雄安新区地处京津保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
优良、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
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邬贺铨说。

“雄安新区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优越，发展起点高、创业条件好，
具有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优势，将成为空间布局合理的京津冀世
界级城市群中的重要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
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指出，雄安新区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
中承载地，也是具有综合城市功能的现代化新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发动机”之一。这是由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
定位决定的，是由解决“现代城市病”的城市发展目标决定的，是由
创新发展理念决定的。

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陈璐指
出，雄安新区的规划重点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而且必须是国际一流
的绿色、现代、智慧城市。雄安新区在一片开发强度低的空地上建设
新区，没有历史包袱，这是它的优势。

“雄安新区最大的优势是区位条件好，现有开发程度较低。”京津
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雄安新区
建设中也要克服已有的路径依赖和经验的僵化与惰性。相比深圳经济
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雄安新区肩负着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和解
决大城市病问题的责任，也被赋予了探寻走出“深水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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