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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凌林

跨省自贸区被指概念炒作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从未像今

天这样亲近。

当“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

战略，前所未有的利好让“圈里”的城

市开始躁动。 不过，如何自觉打破自

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团发

展却是京津冀之间面临的现实问题。

相比河北省各城市的“高调”，京

津冀一体化重要一极的天津却显得

“低调”。

打造“京津滨新干线”

去年 8 月份，瑞华会计事务所天

津分所从天津市中心区搬到位于滨

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的旷世国际（五

矿）大厦 7 楼。

“我们看好未来滨海新区的发

展，不管是京津冀一体化还是自贸区

概念都是利好。 ”瑞华会计事务所合

伙人张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 作为国家综合改革创新

区，滨海新区一直提供从注册到入驻

的全方位服务，并在资金、财税政策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实际上，滨海新区一直是我国最

好的经济开发区域之一。依托全球第

四大海港天津港， 在发展高端制造、

贸易、现代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等方

面优势明显。

目前落户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

来自北京的企业有 138 家，其中国有

企业占 44%，民营企业占 36%。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一

位招商人员告诉记者，“天津滨海新

区中心商务区的投资中有 1/3 来自

央企。 ”

2013 年的数据显示，滨海新区的

经济总量（GDP）达 8000 亿元，占天

津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如此大经济总量支撑起服务业

的发展，例如金融服务业不仅辐射到

唐山、曹妃甸等周边地区，甚至辐射

到全国各地。 ”上述招商人员说。

拥有于家堡金融服务区和响螺

湾商务区的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更

是天津市着力打造的未来核心发展

区。 按规划，这里将“打造京津第二金

融街”。

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滨海新

区政府提出了打造“京津滨新干线”

的思路。

“天津应该更快地制定应对一体

化的战略。 ”在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刘

恩专看来，天津在规划上应该有更大

的战略思维。“在产业结构上，如何同

北京、河北协调上需要天津突破地方

思维，进行整体规划”。

天津更在意自身自贸区

相对河北对待京津冀一体化的

“兴奋”不同，对于天津市政府而言，

目前更关注的也许是天津自贸区的

落地。

不过，之前呼之欲出的天津自贸

区也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热炒而迅速

降温，甚至出现首个跨省自贸区———

京津冀自贸区将取而代之的消息。

“这只是媒体的丰富想象力，没

有可操作性。 ”一位滨海新区政府机

关干部告诉记者，跨省区的自贸区在

操作上是个大问题，现行的行政格局

下很难运作。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表示，2014 年工作部

署之一就是“开展若干新的自贸区试

点”。随后仅在两会期间，就有十多个

省市打出了“自贸区”牌。

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在自

贸区申报过程中态度积极， 志在必

得。

去年 8 月底，天津有关自贸区申

报方案就已经形成，年底完成实施方

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天津市委书

记孙春兰也透露说，天津自贸区方案

已经上报商务部， 方案已经获 30 多

个国家部委的支持。

在外界看来，天津最有可能成为

第二个获批复的自贸区。 不过，京津

冀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

自贸区概念开始被媒体热炒。

有报道称，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

下，天津自贸区可能调整，天津自贸

区最后会被动整合到京津冀自贸区

中。

据媒体分析，京津冀自贸区将以

河北为腹地、以京津为核心，吸收合

并已上报的天津自贸区主要内容，即

以融资租赁为重点为实体经济服务，

把天津自贸区、京唐港和曹妃甸连成

一体。这种思路不仅会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还解决了单一自贸区体量不

足的问题。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天津自

贸区批复只是时间问题，京津冀自贸

区概念更多的是炒作因素。

“天津自贸区被动纳入京津冀

自贸区是一种狭隘的解读。 ”刘恩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天津作为北

方的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这个

战略地位是其他城市取代不了的，

即使中央设立京津冀自贸区， 天津

自贸区在其中也是主导的， 它为提

升现有区域功能提供了一个更现实

的平台。

突破上海“围网”模式

事实上， 天津自贸区“谋划”已

久。

2007 年 12 月， 天津设立东疆综

合保税港区，天津政府当时就提出在

此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想法。

2013 年 12 月 27 日，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天津滨海新区考察时提

出：“希望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

的港口城市，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争

当领军者、排头兵，积极探索促进投

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试

验。 ”并表示，上海可以做的，天津都

可以做。

天津市政府把滨海新区定位为

“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

区”。 在刘恩专看来，这是中央给天津

滨海新区定调。

“滨海新区去年经济总量占天

津市的比重超过 54%。 在全国排名

中位列第 9 位。 ”滨海新区政府一位

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设立自贸区无

疑可以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为天津

乃至京津冀经济圈发展带来更强劲

的引擎。

这位官员表示，天津自贸区将突

破上海自贸区境内关外的“围网”模

式，突出天津在金融投资、贸易服务

区方面的功能。“要做到上海自贸区

有的，天津有，上海没有的，天津也

有。 ”

“滨海新区在航运、物流、金融租

赁、现代服务业以及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方面具明显优势，

适合进行投资、贸易、金融和服务业

创新发展先行先试的需要。 ”

天津自贸区将成为金融改革创

新基地，在试点内容上，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将是重要内容。 如实行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把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彻底改变过来。

天津觊觎自贸区“第二把交椅”，欲突破上海“围网”模式

京津冀一体化从“沙盘”到顶层设计异常果断。 全国两会期

间，沧州市委书记焦彦龙放言，沧州要成为京津都市圈次中心城

市。

而当保定楼市如火如荼喊卖中， 京畿之地率先领略了一体

化魅力时候，尽管互为“袍泽”，但沧州此时似乎更显平静。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实上，沧州依靠距离天津最近、东临沿

海的优势资源，正在积攒力量蓄势待发。

出北京， 从京沪高速一路驱车至沧州，200公里的路程丝毫

不觉遥远，但雾霾的伴随，让《中国企业报》记者感到沧州在一体

化进程中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化工企业的诉求

全国两会期间焦彦龙的谈话被视为沧州即将开启一体化进

程的爆发点，一时间，沧州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

随着京沧高速全线通车，沧州的交通网更加四通八达，沧州

至北京、北京至黄骅港同时缩短了距离。 除此之外，沧州还抛出

沿海临港土地 200多万亩作为京津转移产业的“黄金宝地”。 建

有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18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和工业聚集区

产业基础同样极具吸引力。

上述迹象表明，高姿态迎接京津来客，沧州已做好功课。

3月 21日，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与沧州中捷高新区联合举

办“中捷高新区”中国众筹务实论坛，此举旨在实行两地一体化

战略的合作。

河北金牛化工、 沧州明珠等多家上市公司和北京中关村地

区政府、企业高管等受邀在京参加论坛，而同时抵京的还有一位

陌生人老李。

“我不是受邀人，但我还是有幸参加了此次论坛。 ”老李告诉

记者，北京方面为沧州引进了众多高科技人才和发展资本，同时

还有效缓解了本市创业资源高度饱和的状态， 这是两地首次牵

手对一体化合作模式的尝试。

老李在沧州某县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化工企业， 使用传统工

艺生产化学原料，收益低不说，对环境的危害也不小。

他属于不请自来，其目的就是奔着北京的高科技人才，而一

体化的核心就是三地协作互享资源，当然也包括人才。

“速度惊人。 ”4月 2日，老李面对记者说，焦书记在两会提

出，吸引京津各类人才到沧州兴业创业，全力打造京津地区科技

应用和人才发展基地。“时至今天这才有几天。 ”他如此感叹。

“沧州将加快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利用黄骅港、东部沿海滩

涂荒地未利用地等优势，推动京津需要转移的石油化工、装备制

造等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 支持京津大型企业参与东部沿海地

区开发建设，共建临港产业基地。 ”老李说。

实际上，“中捷高新区”中国众筹务实论坛正在将上述一体

化进程落到实处。

然而，在一体化给各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时，雾霾为三地敲

响警钟，与北京、天津同处一个生态系统的沧州，需要最大程度

修补生态容量，因此，京津两地输出的工业项目应该如何选择同

时摆在沧州面前。

时间击破生态壁垒

记者在沧州的行程一路伴随着雾霾，这里被称为武术之乡，

但它是否有足够的功力击破生态壁垒还需期待。

保定市市长马誉峰对媒体表示， 首都不利的项目保定不会

上，对保定不利的项目，也不会上。 但比如水泥企业，如果经过改

良工艺新技术，生产过程不产生污染，这个项目就可以考虑。

沧州某县宣传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保定的做法可以复制。

遗憾的是，3月 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意见》对沧州提及很少，因此该县目前还没有接到来

自市里关于一体化功能定位的指导意见。

上述宣传部门人士告诉记者， 该县全年见到蓝天的日子不

到 200天，这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根深蒂固的产业结构需要调

整，但化工、塑料作为支柱产业不会在短时间得到替代，这实在

让人为难。

或许沧州的内敛是厚积薄发。

有媒体报道，目前，河北省内已有部分地区开始淘汰落后产

能，唐山市政府在去年就下发通知，决定关停取缔首批 199家严

重污染企业及落后设备。 其中，唐钢集团、唐山国丰钢铁厂等部

分设备也在其中。

石油化工、管道装备制造、五金机电、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是

沧州五大支柱产业，下属各县多以化工、塑料、机械制造等为财

政收入主要对象，而化工和塑料则为环境污染的源头之一。

记者在沧州多个县看到， 生产化学品和从事塑料加工的企

业在当地早已形成气候，调整产业结构还需一段路程要走。

“我们需要的是决心，一边是 GDP,一边是协同治污。 ”沧州

某县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记者，化工城的美誉不要也罢，但

这需要一个过程。

他说，沧州在承接北京输出工业项目时要考虑周到，不能重

新引入污染， 而应该利用一体化的机遇下决心淘汰一部分高污

染落后产能。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沧州调研时指出， 河北现在正处于

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从区位条件、发展阶段、群众期

盼看，河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结构必须坚决调整。 面

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河北省将以结构调整为切入口，抓一批

打基础、增后劲的大项目和好项目推动全局发展。

有专家分析， 这里的结构调整就是在做好承接京津功能疏

解和产业转移的同时，淘汰本地部分落后产能，环境好了，区域

优势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上述县区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一体化进程中，沧州有“沿

海牌”和“交通牌”等优势可打，随着进程的加深，沧州结构调整

会水到渠成，真正实现三地协同发展、协同治污指日可待。

实习记者 汪晓东

沧州化工城的抉择

（上接第一版）

4 月 8 日，记者在东方大学城内

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东方大

学城一期内，仍有许多学生穿梭；但

到了其二期和三期却明显人数稀

少，马路和操场都空空荡荡，许多商

铺和店面关门， 工作人员提到的华

联超市只剩一家。

院校锐减

公开资料显示，共有近 60 所院

校在东方大学城办过学， 如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国家法

官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等，累计有超过 40 万名学生在此学

习和生活过，最多时超过 20 家大学

同时在此进行招生和教育。 但记者

走访发现， 上述著名院校目前在东

方大学城已不见踪迹。

东方大学城管理委员会网站显

示， 现在共有廊坊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北京

城市学院等共 9 家院校在此办学，

比起巅峰时大幅下滑。

“我们学校现在是东方大学城

内招生规模最大的， 一共有 13000

名左右的学生在上课。 ”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学院董姓工作人员 4 月 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学校

是计划内招生，属于第三类本科，学

费相比一本和二本要贵一些， 大概

是每学期 12000 元左右， 根据专业

不同略有变化。 ”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相比

之前东方大学城在院校和学生数量

上都在缩水， 最多时曾拥有 5 万名

以上的学生， 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

降到 3.5 万名左右。

“以前的东方大学城布满院校，

现在少了很多， 基本集中在一期建

筑，有的在一期的院校搬走后，二、

三期的院校开始搬进一期。 原本热

闹非凡的二、 三期已经很少有院校

在了。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在一栋大门紧锁、 部分窗户已

残破、门口长满荒草的教学楼前，记

者遇到了曾在这里工作过的盛先

生。

“这曾是北京财经专修学院的

教学楼，2003 年搬过来， 我 2006 年

8 月入职，2010 年这座学校搬走了，

今天没事，过来看看，怀旧一下。 ”盛

先生说，“北京财经专修学院在东方

大学城时一共租用了 6 栋楼， 后来

学生招不上来，就搬到别处去了。 ”

盛先生告诉记者， 东方大学城

在建设之初规划面积上万亩， 用地

性质为教育用地， 产权 50 年， 用的

是由企业投资、 政府支持、 市场运

作、产业经营、社会化服务的经营管

理模式。 院校入驻后可以租用东方

大学城已建好的教学楼、 宿舍和教

职工公寓。 但现在学校和学生都少

了很多， 连教职工公寓都开始被冷

落了。

盛先生又带领记者来到了东方

大学城二期演义广场， 整个广场空

荡无人。“以前这个广场很漂亮，是

按照罗马风格修建的， 可以用作活

动或仪式，羽泉、谢娜等明星都在这

里表演过，但后来学校和学生少了，

这里没人来也就破败了。 ” 盛先生

说。

房企侵入

一位看守空楼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我在这守了两年多了， 每个

月给我 1000 多元工钱。 从去年开

始，有一些西服革履的人来这边，有

的地好像被圈了，被用作培训。 ”

记者在东方大学城二、 三期看

到，有驾校正在经营，广场上多辆教

学车正在进行驾驶、 倒库等方面的

训练。

随之而来的，还有房地产企业。

事实上， 东方大学城内的房地

产项目由来已久。之前就曾有在教育

用地上盖住宅、别墅售卖甚至是修建

高尔夫球场的报道见诸报端。而记者

发现，相对于之前这些打擦边球的项

目，东方大学城内现在有的地产项目

似乎已经迈过了土地性质这道门槛。

在去往东方大学城的京沪高速

两侧，有许多地产类广告，其中一个

项目的名称非常直接———孔雀城大

学里。

该项目就在东方大学城内毕升

路旁。 4 月 8 日，记者以买房者身份

来到了该项目，在该项目售楼处停车

场，一位正在登记车牌的保安告诉记

者，“开车来看房的人不少，今天来的

车已经有五六十辆了，来这里的车大

部分是北京牌照。 ”

在售楼处门口，巨大的广告牌上

列举了多家媒体对京津冀联动的报

道，售楼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孔雀

城大学里项目的开发商为上市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 规划占地 600 亩左

右。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京津

冀一体化对该项目的销售也有刺

激，该项目于 2013 年底开盘，销售相

当火爆， 现在放出的是首期别墅和

2000 多套高层公寓， 公寓只剩几十

套了。当时的均价为 6000 余元，现在

的均价已过 7000 元。在售楼处内，记

者见到了多名销售人员和看房者，

场面热烈连空座都没有。

“我们项目的开发商在全国排名

前二十， 很有实力不会卖违规的房

子。”对于记者提出的用地性质问题，

该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向记者表示，

“我们项目用的是之前北京城市学院

的地，学校搬到一期去以后改变了用

地性质，绝对是 70 年大产权。 ”

该工作人员坦言，京津冀一体化

后廊坊地区的土地和房产市场一定

会火爆，而离京沪高速不远的大学城

就是一块美味蛋糕，谁有实力，谁就

能切走一块。

随后，记者又发现了一些正在进

行拆除准备的宿舍楼，一些工作人员

正在将之前宿舍中的家居清除，并砍

伐宿舍楼周围的树木， 周围一片狼

藉。 记者上前询问，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具体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是

干活的，要为拆除做准备。 ”

相对于之前的愿景和规划，东

方大学城的发展方向显然已经改

变。 就如一位网友所言，回东方大学

城看到不变的只有 1 元的蹦蹦车，

其余都已物是人非。

东方大学城 15年变迁：房地产开发吞噬文化之城

京津冀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自贸区概念开始被媒体热炒。

在做好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同时，

更要做到淘汰落后产能

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