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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 雄安新区打造创新示范高地雄安新区打造创新示范高地
■李 峰 张 妍

2017年 4月 1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
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的新方
略、新使命和新部署。2019年
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河北雄安
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提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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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6年多的发展建设，一
系列顶层设计制定完成，一批重
大项目全面推进，众多标志性工
程投入使用，雄安新区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深化改革、协同创
新、绿色智慧等，以动力变革引
领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努力建
设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的
高水平创新高地。

坚持先行先试 强化创新驱动
打造创新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非首都功能疏解加速，央
企加快落地，推动雄安新区蓬
勃发展。6年多来，新区重大项
目和重点片区加快建设，启动
区主要基础设施基本建成，起
步区重大基础设施全面建设，
240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100多亿元。同时，推进中关
村科技园、互联网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产业、
新技术，塑造协同联动整体优
势。另一方面，央企疏解呈现

加速之势。目前，中国星网、中
国中化、中国华能总部已开工
建设，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各类
机构140多家，其中二三级公司
90多家，主要布局基础设施建
设、前沿信息技术、先进生物技
术等领域。央企发挥规模优势，
培育形成技术领先、配套完备、
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为雄安新
区创新发展培育更多新动能。

科技创新资源加速聚集，
创新发展新势能显现。2022
年雄安新区高新技术企业216
家，同比增长41.2%，国家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132家，超额完
成46.7%；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总数同比翻两番，目前，
已有325家科技型企业纳入科
技企业库、54家企业纳入“专
精特新”企业培育库，全社会研
发投入显著增长，增速居全省
前列。同时，京津冀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重大创
新平台运行，区块链实验室
IPv6实验室等新型研发机构开
始应用，将逐步推动核心技术
与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突破，
促进京津冀三地研发成果形
成、流转与应用层次各相关之
间共生利益的培育。

打造创新生态与智慧城
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目前，
雄安新区打造“雨林式”创新生
态，构建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
院、科创中心、科学园、大学城、
金融岛、创新坊、众创空间等多
边创新创业载体，打造特色化、
差异化、专业化的创新平台，推
动雄安新区创新势能的提升。
同时，雄安新区逐步推进智慧
城市创新，以N+1+X数据管理
体系为指导，建立了以“一中心

四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基
础框架，开展数字技术研发、智
能产品创新及转化，推动智慧
医疗、数字政务、智慧产业等发
展，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
球领先的数字城市。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示范区成效显现。雄安新区深
化“放管服”改革，围绕土地供
应、投融资、住房保障、科技创
新、社会治理、教育、医疗、卫生
等20余项创新政策先后出台；
在投资和项目的审批上，实行

“一会三函”，投资项目由过去的
审批60多天压缩至目前的15
天左右。同时，出台支持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总部企业创新发
展的六条措施，以及支持央企二
级、三级子公司落户新区的七条
政策措施。目前已有6000余
人申领雄才卡，引进1500余名
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教育、医
疗、科技等重点领域，柔性引进
专家顾问等高层次人才近300
名。雄安新区深化体制改革，从
企业开办、科研支撑、人才落户、
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多个方
面提供优惠政策，致力成为高
科技研发和孵化的承载沃土，
蓄势经济发展新动能。

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水平谋求创新示范区建设新突破

基于京津冀技术、产业梯
度性与地区比较优势，创新示
范区建设应着重高科技成果孵
化、转化、产业化环节，建设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基
地。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
创新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

战略利器，依托于京津冀丰富
的科技资源与中国对外开放，
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应与京津冀区域分工、区际贸
易、经济增长密切联系，加强科
技创新与地区产业联系契合，
着重加强高科技成果孵化、转
化、产业化环节，创新驱动产业
链攀升高端化。同时，与北大、
清华、南开等高校与各类研发
机构共建科技创新园与科技成
果孵化基地，对产业链关键环
节和重要节点实施公共研发，
培育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高端
产品，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集
群和示范基地。

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区需要
构建开放式的企业创新模式与
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先行先试
催生示范效应，成为京津冀新
知识与新技术扩散和交互的重
要枢纽。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深化，需要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整个区域的开放式创
新，构建开放式的企业创新模
式与区域创新体系，以更有效
时间和更低廉成本驱动京津冀
区域创新发展。创新示范区通
过各种途径聚集创新资源和消
除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推动
三地创新主体联合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成为京津冀新知识与
新技术扩散和交互的枢纽。同
时，建立京津冀科技创新与转
化的通道和平台，形成首都科
技研发、津冀技术应用研究转
化格局，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结
构层次，成为创新理念和创新
产品的重要检验场。

推动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等科技创新，共建京津冀绿色
生态科技创新区，以创新驱动

促使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示
范区。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区以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突破点，联合京津开展数字
技术研究和产业共性技术示范
应用，加强互联网技术、数字化
技术、通信技术“嵌入”工业流
程，促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高端化，实现对传统制造业的
升级改造和智能制造产业的兴
起。另一方面，创新示范区需
探索利用非传统水源、地热、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共建国家绿
色生态科技创新区，推动生态
修复、新能源研发应用等示范
工程，推广应用节能环保新技
术、新产品，培育城市绿色生
态、绿色能源与再制造产业等
绿色现代化示范区。

借京津冀创新资源与合作
项目，探索协同创新的平台与
组织形式，再造京津冀科技创
新的发展空间。雄安新区创新
示范区以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
作为推进前沿技术创新的重要
载体，共建科技合作机制和创
新平台的组织形式，通过技术
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实现京
津冀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
值链协作对接。另一方面，借
京津与整合河北省优势创新资
源与创新要素，引进资金、技术
和新兴服务业态，以“科技新干
线”“科教共同体”等形式，形成
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与发展的

“轴线”。同时，创新示范区促
进公共技术扩散和市场导向技
术转移，促进京津冀区域技术
创新、资源重组、人才培养等，
再造京津冀科技创新的发展空
间。（第一作者系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徐晓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
部署，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
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格局”。近些年来，伴随我国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快速推进，
城市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产
业、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向优
势空间聚集，形成以城市群为
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带动
我国经济总体效率提升。新征
程上，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城市
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
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
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
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
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目
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
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

的主要空间形式。这就意味
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推动
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
要支撑。

需要看到的是，我国城市
群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大中小
城市的经济规模悬殊，部分产
业定位相近，导致有的城市群
虽在空间上实现了聚集，但在
资源辐射、经济合作、公共服务
等方面问题凸显，城市群发展
呈现核心联动不够、区域发展
相对分化的态势。应进一步加
强对城市群发展规律和运行机
制的研究，协调处理各要素资
源、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在
统筹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前
提下，通过顶层设计和科学规
划，促进功能、空间、产业、城
乡、制度等方面的协同，进一步
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集聚
与外溢效应，以协同创新引领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以功能协同促发展。城市
群并不是城市之间的简单组合
或相加，“群”的概念意味着城市
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相互协作、合
理分工、优化发展，促使城市群
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
益和规模效益。城市群通过核
心城市的引领来发挥集聚和带
动效应，使得整个区域功能更加
优化、竞争力更强。对城市群内
部不同城市的优势功能实施差
异化布局，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有利于协调效应的发挥，使城市
群功能得到最优发挥。

以空间协同促集聚。城市
群通过城市间地理空间邻近实
现“1+1>2”，进而形成超越单
一城市经济的集聚效能。城市
群在顶层设计和区域规划中，
宏观上需要以产生集聚效应来
引领城市群的发展，微观上则
需从城市群内外要素流动、功
能定位和空间结构协同入手。
对同一城市内空间规划应实行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
底。对不同城市间的规划应根
据整体发展统筹协调，采取有
效措施盘活空间资源。

以产业协同促高效。城市
群通过相应的机制来实现要素
资源的集聚与配置，可使区域性
产业实现互补共生，从而推动产
业协同、资源共享、责任分摊、功
能联动，进一步避免资源重复浪
费甚至产业恶性竞争所带来的
经济损失。实践证明，在科学规
划引领下，根据城市群不同的资
源禀赋合理分工，优化产业布
局，促进产业协同，有利于不断
实现城市的特色化发展，形成强
有力的区域竞争力。

以城乡协同促融合。在城
市群建设过程中，除了要关注
城市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也
不能忽视城乡协同，否则就可
能会加大城乡发展的差距。应
把乡村振兴与城市群建设联系
起来，充分考虑中心城市与周

边城市及农村的发展定位，构
建合作共赢的城市群。要在完
善产权制度和要素优化配置基
础上，促进并实现各类要素、人
才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

以制度协同促共治。协同
制定与城市群发展相适应的一
揽子制度，如合作机制、互助机
制、补偿机制、保障机制等，有
利于实现城市间要素资源的自
由流动，有效提高区域的创新
动力和抗风险能力。要打破利
益藩篱，扫除阻碍要素资源配
置的壁垒，通过创新完善利于
城市间资源扩散和渗透的体制
机制，使不同规模的城市间联
动趋于紧密，推进城市的共治
共管、共建共享，通过探索形成
科学、高效的城市群治理体系
和结构，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协同创新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以协同创新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