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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有了
最新施工图！

近日，工信部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以及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同编制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5年京
津冀产业分工定位更加清晰，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综合
实力迈上新台阶。

新起点
产业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提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就不得不提京津冀协同
发展。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
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全面实施
阶段。

谈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
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关系，北
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
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宋向清表示，前者是重大国家
战略，后者是基于国家战略的
产业谋划，是为前者服务的制
度设计。

宋向清进一步解释，京津
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
其目的是在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
移等的基础上，有序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

“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
业发展机制，目的是通过建立
更加清晰的京津冀产业分工、
产业定位，实现京津冀产业链
创新链深度融合，让京津冀产
业向高端进阶、经济向纵深发
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宋
向清说。

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三个率先突破领域
之一，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事实上，《方案》并非京津
冀协同发展在产业领域的首个
制度设计。

2015年11月，工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农业
部、商务部联合制定印发《京
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升级转移
规划（2015—2020年）》，对区
域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布局进
行引导。

2016年6月，工信部与京
津冀三地政府联合编制《京津
冀产业转移指南》，进一步强化
产业协同顶层设计。

经过近九年的发展，京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成效如何？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京津冀紧紧抓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牛鼻
子”，积极推动产业转移对接、
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活力不断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区域协作
水平持续提升。

工 业 经 济 稳 中 有 进 。
2022年，京津冀地区工业增加
值实现25114.4亿元，是2013
年的1.5倍，年均增长4.5%，占
全国比重为6.3%。三地强化
优质企业培育，筑牢工业稳增
长压舱石。截至2022年底，京
津冀地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25160家，比2013年增加
了15.8%。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北
京高精尖产业快速发展，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高位推进。天
津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累计达到77家，位列全国主要
城市第3名。河北产业转型升
级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成效，
制造业单位数区域占比由协
同前的 54.6%提升至 2021 年
的79.3%。

协 同 发 展 水 平 持 续 提
升。京津冀三地企业累计在
京津冀区域互设分、子公司超
过 9万户。先进制造业集群
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京津冀
生命健康集群、保定市电力
装备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逐
步强化。

新目标
产业分工定位更清晰

《方案》明确，到2025年，
京津冀产业分工定位更加清
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综
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协同创新
实现新突破，转型升级取得新
成效，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
善，培育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优势产业
链，协同机制更加健全，产业协
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对京津
冀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
凸显。

宋向清对此目标表示乐
观：“由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中国有资本占比相对较高，企
业体量相对更大，以中关村为
枢纽的创新机制和平台更加高
端。因此，立足建立现代企业
法人治理机制，通过创新引领、
转型强基、升级赋能，有望缔造
一个产业协同机制更加健全，
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更加高企，
高质量发展支撑力更加凸显的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
新体系。”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柏文喜认为，自2015年提出京
津冀协同发展以来，北京重点
发展高精尖产业，河北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天津加快建设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京津
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持续提
升。随着新的目标任务提出，
京津冀三地将进一步加强产业
分工协作，尤其是细化以及打

通企业产业配套的“最后一公
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竞争力。

在宋向清看来，协同创新
是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取
得新突破的核心因素，转型升
级是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取得新成效的关键因素。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完善程度、竞争
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和
质量，以及优势产业链供应链
的领先性也是京津冀产业协同
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积极协调推动京津冀三地聚
焦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动八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即优化区
域产业分工和生产力布局、提
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增强区域产业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协同打造数字
经济新优势、加速绿色低碳转
型、推动质量品牌标准一体化
建设、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群体、
深化产业高水平开放合作。

新突破
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前景虽好，但仍存挑战。

“京津冀是我国北方最重
要的产业发展高地，也是我国国
民经济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战略
支撑。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确
实面临诸多挑战。”宋向清说。

在宋向清看来，首先，京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构建一个
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避
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要强化
产业链供应链衔接，持续根据
市场变化优化投资配比、产能
配比。尤其是要加大培育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
未来打造坚实的产业基础、市
场基础。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取得标志性成果，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底，京津冀地区累计培育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00多
家，占全国比重达到12%。

“同时，京津冀要扎实推进
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产业协同
发展中的区域分工，避免各自
为政、各行其是；要通过空间布
局优化强化产业发展的协同
性，提高链条的延伸能力，加大
市场共建共享的内在动力。”宋
向清说。

宋向清还建议，京津冀要
构建高端智能绿色化发展体
系，加大力度培育优质企业群
体。对京津冀以外区域，尤其
是国外，三地要开展高水平开
放、大力度合作，将京津冀打造
成为立足中国、服务全球的先
进制造业创新发展增长极、产
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
推进跨区域产业协作方面有无
经验借鉴？宋向清认为，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最突出的经
验是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在协作中创新、在开放中
合作。区域间各城市分工明
确，把分工作为协同的前提，把
协同作为分工的延伸，广域化
全天候创新协作，以求优势互
补、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不仅要借鉴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经验，还要借鉴发达国
家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进经验。
加快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空间
结构、生产力布局结构、市场结
构等，着力提升产业基础向高
级化过渡，产业链供应链衔接
向精细化紧固化转变，产业创
新体系向强动能高效能演化。”
宋向清说。

宋向清提醒，未来京津冀
产业协同发展在改革中一定要
坚持市场化方向，创新化引领
和绿色化推动，通过实施先进
制造业集群市场化、创新化和
绿色化，建立跨区域协同培育
机制、协同创新机制、协同集成
机制、协同发展机制，打造并推
高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的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母
机、网络安全、生物医药、机器
人等重点领域的全球产业定
位，让京津冀地区成为世界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

廊坊北三县（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是河北省最大的“飞地”。三地和廊坊之间被

北京、天津隔开，形成独特的区位优势。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此区域成为外企投

资集聚新高地。资料图为3月29日，赛铭瑞汽车零部件（廊坊）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为后视镜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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