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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晓东

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河北面

临加快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意味

着， 困扰河北数十年的产业转型升

级、 环境治理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

决。

但此间河北多个地市同时发

声，明确表态，拒绝高耗能污染产业

落户。 如何利用契机，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 成为河北各地急于找寻的答

案。

值得欣喜的是，从城市功能定位

来看，《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这个省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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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学者认为，首钢搬迁曹妃甸

是河北承接产业的经典力作，在搬迁

中首钢没有给曹妃甸带来污染，反而

实现产业升级，在资源节约、产品附

加值提高、生态保护、循环经济包括

大型企业搬迁等方面发挥了示范性

作用。

与此同时， 廊坊极力打造金融

城，实现新产业格局。 在廊和坊金融

街推介暨京津冀金融合作座谈会上，

廊坊开发区管委会与村镇银行(行情

专区)项目投资方、新开融资租赁公

司项目投资方分别签署投资协议。

专门从事金融大数据的九次方

大数据公司落户廊坊，该公司执行总

裁王叁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廊

坊的土地供应、电力供应、人才优势、

金融科技中心的定位是其发展大数

据中心的优势所在。

京津冀一体化定位中，天津提出

不引低端市场，引入高端商户原则。

从目前看，以天津南站、天津高

教区、 天津高新区为核心的中北、张

家窝、精武镇成为承接北京地区项目

的主要区域，三个镇共引进北京项目

67 个， 占北京地区项目数的比重达

到 72%；计划总投资 582 亿元，占到

北京地区项目总投资的比重达到

53.5%。

西青区中北汽车园成功实现由

先进制造业为主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成为手游、电商、北斗产业聚集地和

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基地。目前该园区

已聚集乐娱科技、新阁酷科技等手游

产业企业 30余家，中国网库、澳客网

等电商产业企业 20余家，北斗乾星、

开普士导航等北斗产业企业 5家。

前段时间天津举行卓尔电商城

京津老市场

商户外迁升

级 签

约仪式，让卓尔国际商贸城和王顶堤

商贸城打造成为承接京津冀地区商

贸物流产业的综合市场，两个市场一

期主体均已完工， 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其中，卓尔国际商贸城更名为天

津电商城，该项目总占地 2000亩，总

投资 150亿元。 一期建筑面积 65 万

平米，计划招入商家 6000户，现已招

入意向商家 3500户， 其中来自北京

地区的商户 1000余家。

天津西青区政府相关人员告诉

记者， 从引进的产业分布情况看，

2014 年初， 西青对产业方向进行了

专题研究与分析，并提出“3+10”（即

3个主导产业、10个新兴产业） 产业

招商方向， 引进了一批以数据中心、

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生命科学、

企业总部为代表的优势项目，惠

恒数据、物联产业园、中节能、中

燃气、中外运、卓越科技、海外总

部基地、银建地区总部、中关村

电子城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项

目已经签约。工业与高端服务业

项目引资规模达到 705 亿元，占

到北京地区总投资额的比重达

到 64.9%。

“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从 2014 年开始，

天津将大量接受北京输出产业，

诸如北京建龙集团投资建设的

捷威动力、祥威传动、祥嘉流体

等超 10 亿元项目会越来越多，

天津担当‘环渤海经济区’桥头

堡毋庸置疑。 ”有学者说。

发力高端商户 天津另有图谋

自从 2004年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以来，北

京、天津和河北似乎就没能平心静气坐下来谈。即使雾霾侵袭

刻骨铭心，但这仍然不能让各地携手合作。

而这恰恰源于京津冀三地的利益纷争，这也是 2014年之

前，“一体化”不能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雷声大雨点小的

症结所在。

各地行政体制曾阻碍了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时至今日仍

然或多或少影响着三地的经济发展。 当然，在 2014年，“一体

化”上升至顶层设计之后，沉寂多时的局面终于有所变化。

壁垒无法破除，企业博弈期待“一盘棋”

2014 年北京集中清退的行业有锻铸造、家具、建材等。 其

中，锻铸造企业有 282 家，规模以上家具企业有 83 家。由于治

霾的压力，河北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接收这些污染项目，经过协

商，这些企业将集中迁往冀中南地区。

然而，河北的计划是，作为京津水源地的张（家口）承（德）

地区侧重于对接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秦（皇岛）唐（山）沧

（州）沿海地区特别是曹妃甸和渤海新区，侧重于承接重化工

业、装备制造业；廊（坊）保（定）地区侧重于承接新能源、装备

制造以及电子信息产业， 冀中南地区侧重于承接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端产业制造环节和一般制造业的整体转移。

根据《北京市 2013 年—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4 年北京计划调整退出 300 多家污染企业。

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王昌透露， 北京市经信委

去年年底提出锻铸造、家具两个整体退出行业向河北转移；经

过共同研究确定邯郸成安县、 鸡泽县承接北京锻铸造产业转

移，石家庄行唐县承接北京家具产业转移。 5 月，北京正在动

员 282 家锻铸造企业和 83 家家具企业与上述三县对接。

然而，时至今日，对于北京首批外迁的近 200 家央企最终

流向，各地均未对外准确提及。

“河北各地由于治霾的压力，很多地方并不愿意接收污染

项目，但对大型项目情有独钟，这与天津的策略相同。 ”有区域

经济学家说，“按照上述承接规划， 双方未能全部按照规划如

约实施，还是各地利益为先，强调局部利益的心理在作祟。 ”

上述区域经济专家说，京津冀一体化是一盘大棋，利好应

着眼于大局，河北虽然在承接外迁产业中付出巨大代价，但对

于盘活整个京津冀经济圈起到桥梁作用， 例如对外迁污染企

业规划在一块相对集中的区域，这有利污染源的不扩散，同时

便于地方整治。

打破行政藩篱，让好政策畅达工商一线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资深研究员毛汉英日前对媒体表示：“作为规格最高的区域

经济发展小组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成立将加快

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

5 月 19 日，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在廊和坊金融街推介暨

京津冀金融合作座谈会发言中谈道：“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

脉。 目前，廊坊金融业所具有的支撑能力、服务水平离所具有

的条件应达到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利用好金融资源，是

我们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的重要任务。 ”

这次会议上，廊坊工业区管委会、廊和坊金融街与多家金

融企业、数据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金额共计约 28.7 亿元。 背

靠北京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 廊坊开发区已瞄准了细分金融

市场，发力建设“金融科技中心”、“金融大数据中心”。

而在北京看来，今后要想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使区

域资源配置更为合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亟待破除各

自为政的条块行政体制。上述区域经济学者同样认为，北京的

发展离不开天津、河北的支持，打破行政藩篱，让出更多利好，

有益三地实现真正协同发展。

“北京的诚意主要体现在下决心取消条块行政下的诸多

潜在干预，比如，2014 年之前，北京不舍利益割肉，各方也考

虑各自利益，没能形成统一意见，这样做生态环境等问题根本

无法得到解决。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成立让北京高层

意识到，只有河北、天津同时发展，北京的经济产业升级才能

最终实现，环境才能变好。 ”有专家分析称。

上述专家推测， 北京将在未来集中清退与定位关系模糊

的产业，甚至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同样可能落户河北，如果

进一步缩小行政区划，京津冀三地将日益分工明确，形成联系

紧密的产业链，将会媲美长江、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圈。

在各方统一意见，稳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同时，各地行

政壁垒的即将消失为外迁企业的发展带来希望， 但这会时刻

伴随着寂寞。

上述区域经济学者认为，外迁企业落户天津、河北，同时

带来二次创业，新环境下面临新型政商关系，这需要一个接触

过程，值得欣慰的是，京津冀一体化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众多优

势，土地、政策扶持等利好会在“一体化”进程中纷纷出笼，类

似黄骅港以上万亩低廉滩涂地善待外迁企业的实例将越来越

多。

纵深

三地竞与合：

企业或存“河北机遇”

一体化企业拼图：

北京割肉天津选优河北升级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京津冀一体化总体规划渐行渐

近。 国家发改委近日已经明确表态，

今年下半年将会“抓紧推进京津冀等

重点区域规划的编制”。 有消息传出，

京津冀一体化总体规划或将于今年

10月出台。

2014 年，随着央企、动批以及金

融业从北京外迁，天津、河北再次迎

来利好机遇，这同时意味着京津冀一

体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北京拿出更多诚意善待京津

冀一体化各方时，天津、河北正逐渐

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区域资源配置日

趋合理。 而此前，在北京解禁行政藩

篱、利益割肉的背后，各地承接产业

的着眼点仍然是利益纷争。

“新机遇让每个相关城市重新定

位，思考属地经济格局下企业如何发

展，事实上，京津冀一体化进入新阶

段，打破各地利益壁垒，融合外来产

业，真正实现协同合作，形成优势互

补则显得尤为重要。 ”有区域经济学

者说。

随着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的进

一步明确，有迹象表明，一体化背景

下企业二次创业即将迎来新契机。

“京津冀一体化应该破除行政屏

障，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一家

公路建设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3年，京津冀三地断头路高达

2300 公里，京昆、京秦等高速路目前

还未全线通车，23条北京周边公路成

为“断头路”。 如果在条块行政体制

下，即使京津冀三地已有规划，但公

路无缝连接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段

无法实现。

但上述情况在“一体化”进入新

阶段后正悄然发生变化。

新的行政体制框架下，市场机制

正促使各地放开不同政策对企业的

束缚。 该公路建设公司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京冀两地政府对高速路建

设高度统一认识， 京昆高速今年 10

月有望全线通车，与北京西六环无缝

对接指日可待，如此快的速度，在过

去实现起来存在一定困难。

“在各地政府间跑项目， 不同的

政策、不同审批效率、不同的服务态

度，让企业疲于应付。 ”他说，现在各

级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很多，职能部

门减少了，承办人也多了笑脸，这为

企业发展增添了不少信心。 如果能更

早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总体规划，乘东

风，企业会得到更多利好。

但一个问题是，时至今日，总体

规划仍未见出台，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

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在媒体表示：

“主要是一些问题还没有研究透彻，

协同发展的一些看法、观点还不够一

致。 比如北京核心功能如何界定，首

都非核心功能哪些要疏解、疏解到哪

里，还有集中承载地的选择和明确等

问题还是比较复杂。 ”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担纲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领导小组”近期成立，高规格领导小

组即将对“一体化” 中难啃的骨头下

手， 这意味着阻碍进程的条块行政体

制将彻底退出，市场机制成为主角。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河北各地由于治霾的压力， 很多地方并不

愿意接收污染项目， 但对大型项目情有独

钟，这与天津的策略相同。 按照上述承接规划，

双方未能全部按照规划如约实施， 还是各地利

益为先，强调局部利益的心理在作祟。

京津冀总体规划时间表渐近

动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14 年之

前，京津冀一体化依然进程缓慢，雾霾

侵袭不断，北京富贵病越来越重，分析

此中原因，众多经济专家认为，现行各

地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是主要原因。

但这种状况终于开始改变， 今年

2月，京津冀一体化上升至国家战略。

各方对接全面展开，动物园、大红门等

批发市场与天津西青区及河北签约，

北京“割肉”不止。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北京今年即将加速制造业转移。

在限制制造业中除了新能源汽车外，

各类汽车制造厂商均属于限制和禁止

类，可以预见，一些纳税大的汽车制造

厂家将不再是北京的香饽饽。“北京正

体会到， 首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

的支持，作为袍泽，利益只是共同发展

的动力。”有学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北京的诚意不只是外迁一批诸如

首钢的纳税大户， 燕山石化、 燕京啤

酒、 现代汽车这样一些工业制造业也

存在搬迁的可能。

一位央企副总裁告诉记者，年内

300 家央企将陆续迁往天津、河北，这

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是经济的大

融合关键阶段，三地重新划分产业格

局，新的规则下，北京将承担更多利

益之痛，但 GDP 增速放缓意味着首都

城市文化、 品质等方面繁荣的新开

始。

天津西青区招商局在《借重首都

资源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情况》中表述，

北京地区招商效果好。 目前已经与北

京地区的 91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达到

了 1081.8 亿元，占全部引进项目总投

资的比重达到 43.3%， 占津外项目总

投资的比重达到了 58.7%， 是重要的

区外资金来源支撑， 在津外内资区域

来源地划分中位列第一。

从上述数据中不难看出， 作为京

津冀一体化的决策者， 北京率先垂范

功不可没。

另据媒体报道， 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 ，北京现代汽车第四工厂项目传

出落户河北沧州黄骅，而在此之前，北

京汽车河北黄骅工厂已开始投产自主

品牌越野车。 黄骅有望依靠北京汽

车、现代汽车，实现年 1000 亿元的产

值。

而天津则以引进数据中心、 信息

消费、电子商务、生命科学为代表的优

势项目为主，亿元以上项目达到了 52

个，总投资达到 1074 亿元，占北京地

区总投资额的比重达到 99.3%。 中节

能、中燃气、中关村电子城等一大批有

影响力的项目已经签约。

释放更多诚意

北京大户迁出

布局产业升级 河北借势探路

北京正拿出更多诚意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对于众多利好，天津、河北悉数收入囊中。

各地“一体化”的功能定位逐渐清晰，天津作为战役前端，打造环渤海经济区桥头堡的决

心变得愈发弥坚；河北则更多利用契机实现产业升级。

据天津西青区招商局数据显示，1—5 月，全区北京地区累计签约项目 93 个，签约总投资

1087 亿元；签约项目中已注册项目 30 家，占全部签约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未来，天津将打造电子、汽车、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应用、生命科学、生态文化旅游、总部经济、

信息消费、电商物流、金融及科技服务等十大新兴产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