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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从燕山之巅到渤海之滨，
从巍巍太行山到浩渺白洋淀，
一张高效的交通网越织越密，
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图
愈绘愈浓，一条区域协同发展
的产业链持续优化，一个城富
民强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已经形
成。而这一切成就，离不开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
冀城市群作为一个涵盖1亿人
口的世界级城市群，尤其是拥
有北京和天津两座超大型城
市，实现其协同发展，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要解决产业协同发
展，构建起相对完善和配套的
产业链。”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
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自2014年 2月京津冀协同发
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京津冀协
同发展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完
善的产业链，产业聚集效应日
渐明显。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成效明显

作为首都，北京始终吸引
着 来 自 全 国 企 业 的 目 光 。
2014年之前，北京市一直采取
较为宽松的产业准入政策，在
特大型城市“虹吸效应”作用之
下，各类产业蜂拥而至，随之而
来的是大量就业人口。有限的
城市资源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城市治理问题接踵而至。

“当时北京集中了像动物
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市场
等大量人口密集型产业集群，
容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人
口。这些产业并没有太高的附
加值，但对城市住房、交通、教
育形成了很大压力。另一方
面，河北很多地方却缺乏产业
带动，急切期盼这些项目落
地。”北京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
所所长陆小成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首要问题
就是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
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
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
能、部分行政性和事业性服务

机构”四大领域非首都功能性
产业疏解出去，从而达到控制
人口总量的目的。

“2014年以来,北京连续开
展两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
污染企业近3000家，疏解提升
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个，基本完成了一般制造
业企业和区域性专业市场集中
疏解的阶段性任务。此外，部
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的
疏解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在今
年9月1日北京市委举行的“中
国这十年·北京”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崔述强
介绍说，近年来北京制定实施并
修订完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
目录，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
能增量。

“北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常住
人口为2189.3万人，符合目标
提出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
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陆小成称，在疏控并举的政策
推动下，北京不仅成功实现了

“瘦身”，且更为专注于发展高
端产业腾出了空间。

实现地区间
产业资源合理分配

刘志福是北京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的负责人，他的生产车
间原先设在通州宋庄。2017
年，该企业被列入政府疏解名
单，刘志福心里一下子打起了
鼓：“企业在这里呆了十几年，
出去能好吗？”

刘志福的疑虑很快被打
消。他负责的企业被列入政府
疏解名单后没多久，来自河北
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招
商团队就主动找上了门，不仅
将企业安排到合适的园区，还
主动帮其解决了落地过程中的
各种问题。“我们企业是北京市
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还享受到
了当地政府的税收减免政策。”
刘志福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原有厂区搬迁之后，引进了一
家文化企业，经过改造之后，如
今已成为宋庄赫赫有名的文创
园区，也被当地政府树为成功
转型的典型案例。

北京“吃”不下的，却成了
津冀地区的“香饽饽”。2014
年以来，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

地设立分支机构9000余家，北
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760亿元；天津累计引进北京
项目 4500 多个，到位资金超
8000亿元，河北省共承接京津
转入基本单位9773个，形成了
京津冀科创产业链上下游。

“京津冀地区在工业化进
程中起步较早，但结构相对单
一，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这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发
展。”在于今看来，京津冀协同发
展实现了地区间产业资源的合
理分配，为优化产业结构和构建
完整的产业链打下了坚实基础。

数字经济
成为发展新引擎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
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
正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作为世界级城市群，京津
冀协同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方
面可谓亮点频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
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京
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
（2022）》显示，2020年，京津冀
城市群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
册资本共计23779.62亿元，高
于长三角城市群的 19957.03
亿 元 和 珠 三 角 城 市 群 的
18372.81亿元。

“京津冀城市群应在不断
改善的创新环境下，有效利用
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扶持政
策，促进创业结构优化升级，形
成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
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
堂林看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京津
冀城市群的经济活跃指数。

“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京
津冀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非常
明显，同时显著降低了京津冀城
市群的整体碳排放水平。”叶堂
林认为，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将不断增强区域创新能力，进而
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
而加速京津冀城市群实现绿色
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张芸帆 张 瑶

11月5日，中国城市报社
联合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
心、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等单位，
在位于北京的人民日报社举办
《幸福城市 民意调查指标》团体
标准研讨发布会。该标准由中
国国土经济学会城市品牌发展
委员会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
有：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政府、清
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上海
蜜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省
衢州市社科联、江苏省泰州市市

场监管局、中国城市报社、安徽
省芜湖市市场监管局。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名誉理
事长柳忠勤在会上表示，这套
幸福感测量工具体现了国际标
准化理念和中国特色，旨在从
群众角度评价政府治理，为政
府提供决策参考和舆情监测，
有利于政府防范治理风险。

中国城市报总编辑杜英姿
介绍，中国城市报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支持
下，成功研制了《品牌评价 城
市》等多项国家标准，运用标准

和国家统计数据，连续五年成
功发布了全国城市品牌指数等
多项研究成果，为全国城市提
供了决策参考，受到了200多
座城市的好评，正在致力于打
造新型智库型媒体。发布《幸
福城市 民意调查指标》这项标
准，则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具体举措。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环资分
院院长林翎认为，标准《幸福城
市 民意调查指标》遵循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重新定义了

幸福城市，体现了民本思想和
与时俱进的大数据公众视角。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品
牌专家、中国城市报社副总常
亮说，幸福感是人类基于自身
的获得感与安全感而产生的一
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幸福
城市是指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城
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让
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品质城市。常亮认为，作为
个体，树立“善行、乐观、知足、

自爱”理念，也可以大大提高自
己的幸福感，进而温暖他人，参
与共建幸福城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
治学系主任张小劲、中国民航
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蔡华
利、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标准
部主任吕安然、上海蜜度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高威
等专家表示，衡量幸福城市不
能仅靠专家评选，而要用群体
的视角，采集城市相关方全网
大数据进行标准化计算，反映
民意最大公约数。

浙江宁波：
深夜架梁筑通途

11月3日凌晨，一片长50米、

重达1800吨整孔箱梁在运梁车和

架梁机的密切配合下，被稳稳地放

置在甬舟高速（G9211）金塘大桥的

两侧桥墩上。至此，浙江交通集团

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项目滨海互通

主线桥上跨金塘大桥的两片箱梁

顺利完成架设施工，为项目全线贯

通奠定坚实基础。

由于甬舟高速金塘大桥是浙

江省境内连接舟山市与宁波市的

重要跨海通道，为最小程度影响车

辆通行，施工单位采用夜间双幅封

道的形式进行架设安装。在舟山

跨海大桥联勤单位的通力配合下，

梁片最终顺利跨越金塘大桥。

中新社发 姚 峰摄

《《幸福城市幸福城市民意调查指标民意调查指标》》在京发布在京发布

结构持续优化结构持续优化，，京津冀夯实产业京津冀夯实产业““朋友圈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