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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曾被称为“史上最难

编制的区域规划”，从呼吁平级协商到呼吁中央协调，从建议

区分各自功能定位到京津合并、津冀合并，各种方案层出不

穷。时至今日，争论依然存在。

事实上，世界都市圈从起步到成熟，都经历了几次大的规划修

订和调整，如东京都市圈于1958年、1968年、1976年、1986年和1998

年分别进行了5次大规划；巴黎都市圈自1932年至1994年也经历了

4次大规划。

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

制工作，并于2010年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并未

得到京津冀三地认可，各方意见存在较大分歧，难以落实到操作层面。

京津冀一体化究竟卡在哪里？难题如何破解？

京津冀一体化提速 产业承接博弈悄然进行

作为特大城市，北京人口已超过 2100 万，人口过

度集聚、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资源紧张等城市问题突

出，这些问题，仅靠北京自己难以解决，而区域协作发

展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习近平在对北京市 2014 年主要工作所做的重要

批示中，要求北京市要深入研究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

定位，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将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实

现共同规划，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和市场一体化。

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看来，北京的

问题光靠北京是解决不了的，要推动城市群有机配

合，形成整体。陈亚军认为，对北京来说，一方面需要

疏散功能，包括产业功能和其他非核心功能，将其疏

散到周边地区，为周边地区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同

时也为自己的功能升级留出空间。

据了解，为协调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北京已经成

立了区域协同发展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北京

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担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市发改

委。目前，北京的功能疏解、产业目录等正在研究，还

没有相关细则出台。

在京津冀一体化整体框架之下，北京内部产业、

医疗资源布局将进一步优化。早在去年，北京市卫生

局负责人就曾透露，北京市已在五六环之间初步规划

了 28 个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建设项目，力

争打造五环优质医疗服务圈。

医 疗 资 源 布 局 仅 仅 是 北 京 产 业 外 迁 的 一 个 缩

影。北京市一些科研、学校等机构，以及商贸流通基

地，比如动物园批发市场等有望率先实现迁出。

对于动物园批发市场的迁出，北京官方的解释是：动

物园批发市场共1万多个摊位，每年却只有1326万元的税

费收入，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区，吸引大量人流，带来交

通压力，这不是主要服务城市核心功能的产业，不宜在北

京核心区发展。同时，经营者自己也觉得成本高了，压力

大了。对于这些产业，北京市一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

企业自由选择，以促进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而备受关注的央企总部迁移，因为牵涉面较广，

预计短期内难有动作。

有一句话在燕郊广为流传——“睡觉在燕郊，工

作在北京”，燕郊由此得名“睡城”。

三河燕郊，距离北京很近，也是廊坊北三县发展

最快的地方。10 年前，随着北京城迅猛扩张的脚步，

燕郊楼市开始苏醒，北京白领涌入燕郊，开始钟摆式

的上班生活。

据央视报道，仅在河北燕郊，每个工作日早上都

有约 30 万人出发，奔波 20 公里，涌向北京上班。30

万人和北京西站春运期间一天的客运量相当。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睡在燕郊，拼在北京。

2007 年，吕琦加入了这种钟摆式生活的大军。

那时，她 5 点起床，拼车往北京赶，或者 4 点半起床，

赶公交倒地铁。如今，她已经顺利跳槽，薪水如愿以

偿地翻了几倍。她回忆道：“从燕郊到北京的路上，

我承受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这就是一个小人物的京冀双城生活，也体现了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最实际的变化。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河北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人

们对此寄予厚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位研究城镇化问题的

专家说：“从西单上地铁，直接到石家庄下，这才叫互

联互通。完全打通大动脉，必须推进改革。”

近日，河北接连出台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要举措。

3 月 26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意见》出台。该《意见》称，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充分发挥

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

服务作用，进一步强化石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

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及新兴中

心城市多点支撑作用。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就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

发展、打造河北新的增长极到沧州调研时说，承接

京 津 功 能 疏 解 和 产 业 转 移，河 北 是 首 选 地 。 河 北

出 台《意 见》对 各 地 功 能 定 位 、产 业 发 展 、城 镇 布

局、生态建设等作出一揽子安排，是河北省的顶层

设计。

3 月 27 日，河北省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会议，并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

稿），明确了在京津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中承接首都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转移的 4 大重点平台的功能和产

业定位。

征求意见稿提出，河北省将建立常态化的沟通

协调机制，跟踪了解北京制定的“负面清单”、在京企

事业单位外迁意向和合作条件，完善省内保障条件，

争取更多的单位布局在河北省；加强与京津的沟通

对接，尽快与北京签订计划协议，拉出项目单，确定

承接地，列出时间表，有组织有步骤地抓紧抓好。

同时，正在建设的北京 301 医院涿州基地、白洋

淀科技城、保定京南大学城等园区，将全部用来承接

京津产业转移。

对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曾提出 7 点要

求，其中一点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

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

京津冀三省市交通运输部门均表示，今年，三省

市将大力推进交通规划对接，加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步伐。各省市的地方官员也在加紧督导和协商，确保

沿线的重点项目能够按时完工。

“交通一体化是城市一体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很明显，各相关地方的政府和交通部门都紧紧地抓住

了中央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信号，都希望在这一过程

中有所作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

研究员单菁菁表示。

数据显示，2013 年，仅从天津滨海新区至北京的往

返乘客就达 220 万人次，比 2010 年时增加 60 万人次。

“京津城际的运量已接近饱和，京津之间一条轨

道交通肯定不够。”天津市发改委主任张志强说，新轨

道 交 通 的 设 想 很 可 能 会 随 着 决 策 的 出 台 而 浮 出 水

面。“比如，路线上是不是可以连接首都机场和天津机

场，天津机场可以作为首都的分流、备降机场，承载更

多功能。另外，还可以把京津两地周边、中间的一些

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串起来。”

据张志强介绍，天津的地铁已经在向北京方向

延伸，下一步要向武清修建，“北京的地铁已经延伸

至 大 兴，希 望 能 够 对 接 。 未 来，天 津 和 北 京 中 间 会

形成由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带，服务他们的就是轨

道交通。”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北京：促进首都功能疏解和升级

河北：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天津：加快三地交通一体化步伐

从“ 京津冀都市圈”，到“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到“ 首都经济圈”，再到“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变

迁彰显了京津冀三地的多年暗战。而被视为经济

增长“ 第三极”的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更

是超乎市场预期，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将迈出实

质性步伐。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从国家层面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有关规划正在起草中，若一切顺利，有

望今年出台。该规划将明确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产

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问题，

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出台措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在接受《中国贸

易报》记者采访时说：“京津冀一体化涉及的主体多

元化，规格高，必须要有统一的协调机构，需要加强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其发展。京津冀一

体化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一些难以协调的障碍

并未消除。”

顶层设计雏形

事实上，早在 10 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就被写入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但因为京津冀地

方政府对此理解各异，收效甚微。

最近，京津冀一体化终于有了较为务实的发展。

2 月 26 日，北京持续一周的雾霾开始退去。同一

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京津冀

协调发展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习近平强调，实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

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

大国家战略，京津冀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

发展路子。本次会议首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顶

层设计，同时也是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

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天津市规划局、河北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三地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齐聚北京，共商

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计划。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形成互联互通的综合

交通网络是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赵弘也认为，京津

冀一体化要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首要原则，建设

市郊铁路，打造“一小时都市圈”。

在产业协作方面，京津冀一体化将在新的框架下

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

在大的框架下对接产业，摒弃之前的三地同质化发展

路径，京津冀三地将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

础上强调分工和定位。

事 实 证 明 ，以 往 承 接 产 业 链 转 移 的 效 果 并 不

理 想 。 为 了 成 功 举 办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曾 经 从

北 京 搬 迁 到 河 北 一 批 企 业 ，但 这 几 年 的 经 济 运 行

情 况 与 最 初 的 预 想 大 相 径 庭 。 河 北 关 掉 一 些 钢

厂，再把北京的钢企迁移过去，把所谓的生产线转

移，这不是真正的协同发展。

赵弘认为，对于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还需要

考虑诸多其它重要环节，比如，如何消除“城市病”、

“区域病”等。

细则尚未出台

“现在还是启动初期，框架尚未形成。”国家发改

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新一届政府将京津冀一

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有意通过顶层设计，加速京津

冀区域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但京津冀都市圈人均 GDP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人均 GDP 相比差距颇大。京津冀都市圈未来能否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还有待观察。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与河北沧州中捷高新区正在

进行一个人才投资项目，协会执行秘书长尹立志说：“中

捷高新技术开发区有厚实的发展积淀，起步于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中捷高新区将对接中关村高新产

业，承接中关村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国家层面上的细

则还未出台，但我们的人才项目进行得很顺利。”

尹立志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但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机

制，尽快出台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破除行政壁垒。

另外，还需制定近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提前预估风险程度，加强统筹协调。

尽管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细则尚未出台，但河北各

地已经在加速对接京津。

产业转移难题

众所周知，对一个城市来说，税收多就意味着留

成多、基本建设资金充裕、奖金福利多，所以北京大办

工业，北京市二三产业总资产一直稳居全国第一，第

三产业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更是高达 76.9%。

调整优化北京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北京的一些产

业要逐渐外移。而京津冀如何分工协作，将是一次利

益的重新分割与博弈。

在产业承接中，河北并不希望像过去一样——关

闭一批钢厂，再迎来北京的另一批钢厂；而廊坊也明

确表示坚决不要污染企业。

天津也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首都经济圈方

案不感兴趣。虽然连接北京与天津港的京津塘高速公

路是中国建设的第一条国际标准高速公路，但这条路

并没有将两座城市共同带上发展的高速路。天津的城

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北京，这是不争的事实。

种种迹象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不会一帆风

顺，多方利益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