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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北京、天

津、河北三地人民政府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共同举

办 2015 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数据显

示，2015 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自今年 7

月正式启动以来，通过前期招商和集中对接，共

促成约150个项目，总投资达4500多亿元。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越来越深入，北京和天

津多个行业项目开始迁出，落地区域获得多种益

处的同时，相关企业也随政策东风得到红利，达

到多方共赢状态。此次成功签约衡水工业新区

“服装产业园”项目的威克多制衣中心负责人蔡

昌弓在会场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一

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实每年开春，和不少企

业一样都会遭遇‘用人荒’的问题，现在直接把工

厂迁到了员工的老家，让员工在河北上班，领北

京薪资，员工满意，企业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可

以说，我们把企业未来 10 年乃至 20 年的发展都

投到了这儿！”

此次对接会上签约的企业得到了政策红利，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渐深入背景下，从大企业到

小企业都在行动。作为首先被迁出中的代表批

发市场，其落地后给当地带来的促进作用已开始

显现。

“之前在动批和大红门的商户迁出后有一部

分落户在了廊坊市内的新动批红门服装城，最直

接的好处就是进货不用去北京了，原来的大红门

和动批总是拥挤不堪，去进货非常麻烦，现在好

了，缺什么直接打个电话直接就能送来，比以前

效率高太多了，让买家满意度提高不少，我的销

量也在上升。”在廊坊地区从事服装、小商品批发

零售的优品方成负责人仇冠尧 11 月 27 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北京的商户刚迁来的时

候我们之前的本地户也有担心，觉得可能会分掉

我们的客流，但现在来看他们分流的同时会带来

之前去北京的客户，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开

源’。蛋糕做大了对谁都是好事。”

“京津冀一体化为我们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益

处，最直接的就是一些落户河北的原京津企业所

带来的业务，新客户的到来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是

好事。”从事系统集成和信息化建设的河北卓普

总经理王曙光向记者表示，“我们在开拓了新业

务的同时，发展了新思路，公司之后会更加注重

这方面的发展。随着协同发展进程的加深一定

会产生更多的益处，对此我们非常有信心。”

不仅仅是迁出企业对多地区域经济有拉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使得该地区也在吸引着其

他外地企业。

协鑫控股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下河北发展前景很好，集

团正在开发北方的电力市场，加强跟河北的合

作。”

石家庄绘家房托管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彦涛

告诉记者，“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往来商务考察

日渐频繁，我们正是看中这点进行创业，目前业

务主要集中在为石家庄存量房的盘活及京津冀

商务往来提供优质的公寓产品。三地一体化发

展为房地产发展带来更大契机，公寓业态的发展

必然为三地融合进程提供更好的支持。”

创业者赶上
“协同发展”好时光

本报记者 郝帅

创业

位于北京东南 200 公里，距天津只有 1 小时车程的觉道

庄内，曾经人流不息的商业街、美食城、大超市内鲜见人影，

冷清的酒店、宾馆、KTV以及废弃的钢厂、高炉等设备死气沉

沉地矗立在村中。

钢铁行业最红火时，这个有480多户、2300多人的村庄吸

引了两倍的外来人口，年产值80亿元，累计纳税9亿元，积累

了 24 亿元资产，产生了数十名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然而，

这种繁荣在2009年戛然而止。受金融危机和环境治理影响，

觉道庄2座高炉、8条轧钢线瞬间趴窝，从此一蹶不振。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引领下，10月份，北京·青县合作

建设家具产业转移示范基地项目正式落户觉道庄，给这个昔

日辉煌、如今凋敝的“钢铁村”带来重生之机。

今年，家具制造业被列入北京“禁止新建和扩建”之列。

在环保政策2016年底“搬迁完毕”的压力下，北京上千家家具

企业向河北迁移之势形成。青县产业园抓住这一时机，以北

京家具行业的发展为主形成了产业集群，吸纳北京家具企业

“组团”入驻。

而关于此次转型，整个青县似乎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北京有大小家具生产企业2300多家，而工厂却散居于各个郊

区县，基本上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聚集地。

而在发展中，青县已形成了石油器材、红木家具、食品饮

料、电子机箱、特种钢材、针织服装、缝制设备等主导行业，其

中红木家具产业已发展成全国六大红木产业集聚地之一。

除此之外，以其为辐射原点，周边 65 公里内有大城红木

基地、文安板材基地、胜芳钢木家具基地等，将对后期家具园

区转型升级形成有力支撑。

为引导转移企业升级，青县将建设集约设备平台来形成

家具产业集群，由园区统一建设集除尘设备、污水处理设备、

水性漆密封喷涂工区，从而实现环保设备共享与产业集体升

级。在园区形成家具产业“前店后厂”的模式。在金融环境

支持方面，目前青县产业园已与河北银行青县支行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为入驻企业提供金融平台。

据悉，目前仅就觉道庄一个园区就与近千家外迁企业取

得联系，如今已经有五六家大型企业选址，明年春天可以开

工建设，未来觉道庄将聚集近百家家具企业。

关于这次转型，觉道庄也有底气。觉道庄办钢厂后，村

集体积累了 1.5 亿元存款，并留下了 8500 亩建设用地、24 亿

元固定资产，旧厂房、旧设备，能拆的拆、能卖的卖。

目前，园区正实施“腾笼换鸟”，就是要为新产业腾出空

间。

凋敝钢铁村借“风口”重生

本报记者 石岩

园区

围绕“京津冀产业一体化”的高峰会、洽谈

会、对接会，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日，工信部及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石家

庄举办“2015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三地在先进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

领域搭建对接平台，受此影响，在京津冀长廊

上，许多园区正伴随着京津冀协同的推进蓬勃

兴起，京津冀产业空间新格局由此也正在形

成。

园区格局逐步明朗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此前的多次采访中

发现，以石家庄、廊坊、秦皇岛、保定等为中心

区，大量的开发区、工业区正在快速形成。通

过梳理发现，这些新建的园区，与《京津冀协同

发展纲要》提出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

节点”的规划，在空间格局上形成呼应之势。

以廊坊为例。廊坊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阔步前行，产业转移合作项目不断云集。

这得益于廊坊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廊坊以“京津研发、廊坊转化”为主攻方

向，全力推动京津科技成果在廊坊就近孵化转

化。本报此前有报道：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

与廊坊市人民政府签约共建中关村(大兴)生物

医药基地项目；京东集团和廊坊市人民政府签

约共建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项目；北京亦庄·永

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世代兴业有限公司

签约共建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在京津冀产业一体化过程中，廊坊被认为

是抢占先机、签约项目最多的中心城市。

目前，廊坊市先后吸引了清华大学重大科

技项目(固安)中试孵化基地、北京大学科技成

果展示交易中心等 12 家协同创新平台落户。

全市 90%以上的科技企业与京津科研院所和

大专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仅从北京引进

的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就达500多项，为全市

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生机。今年以来，全

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204家，是去年全年的

两倍多，总数达到2950家，企业数量及增速稳

居全省前列。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133家，居

全省第一位，研发转化技术成果达1000余项。

实际上，在京津冀产业转移会上可以明

显发现，“三轴”（京津、京保石、京唐秦）所指

向的廊坊、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邢台

等城市，都是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承接地。

“未来，经济要素将向三大发展轴上的城

市和城镇聚集，尤其是向发展轴上的节点城市

聚集。”河北省副省长在主持2015京津冀产业

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时表示，近期发布的河北省

委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明确了所辖11

个地级市的功能定位。

这个指导性文件陆续落地后，三地蓬勃而

起的园区，也让京津冀国家战略的格局逐渐明

朗起来。

“三地已经集中打造了北京曹妃甸现代产

业发展试验区、北京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张

北云计算产业基地等一批省市层面的合作园

区，以及一批区县层面的产业园区。”与会的北

京市副市长隋振江说，京津冀已初步形成省市

层面集中示范、区县层面重点对接、重点企业

主动布局、相关产业有序转移的良好局面。

产业转移新思路

谈论产业转移，有一个话题不得不提，那

就是所有被转移的产业，如何确保落地并得到

发展？

“通过园区和基地来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

载体。”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此前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既然被称为

园区，那么它就已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并且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提出以来，河北就

着手筛选多个平台进行重点打造，对接京津

冀。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方，河北的计划是，

以横向功能区加纵向产业清单的模式承接产

业转移。

数据显示，2015年1—9月，河北省从京津

引进项目3330个、资金2397.5亿元，分别占全

省的39.6%和47.8%。此次京津冀产业对接会，

不仅是之前产业转移的后续与延伸，更是打造

三地产业合作的“升级版”。

除了北京的批发市场、京津一般制造业以

及高端制造业生产环节正在向河北转移布局，

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呈现出了京津冀合作

共建的趋势。京冀通航产业园、浪潮集团廊坊

云计算中心、北汽福田承德新能源智能化产业

基地、中关村生物医

药产业基地固安合作

园等项目尤为引人关

注。

“河北自身具备

诸多的产业区位优

势，比如曹妃甸有广

袤的土地，是天然的

良港；比如张北，具备

数据中心得天独厚的

优势，年平均气温2.6

摄氏度，到夏天基本

不用空调制冷，所以

被打造成了‘中国数

坝’。”杨建国表示，这

实际已具体到操作层

面上，同时也是整个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

中，产业转移整体思

路的一个层面，相较

以前，整体产业转移

的思路更明确和清

晰。

一方面，就是要

破除“一亩三分地”理

念，也就是说各地必

须立足于当前明确自

身的定位，发挥产业

比较优势，而不是盲

目追求一致。比如北

京突出自身的知识、

技术，天津突出自身

的产业创新、研发，河

北突出自身的战略支

撑、高新技术。

“产业转移更重

要的是市场力量，往

产业链更高端走。”杨

建国认为，这需要让

企业能够看到未来的

发展前景，政府力量

很重要，市场力量同

样不能忽略。

专家认为，在三地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财

政分权的问题，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京津冀发展希望成为全国改革的示范

区，破除行政区划成为协同发展的全国示范样

本，这个过程中财政体制是一定要动的。”上述

专家表示。

物流规划将出台

在石家庄举办产业转移对接活动的同时，

“第十届京商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传出一

个消息：由商务部编制的《京津冀商贸物流规

划》，原计划今年年底出台，但目前来看，明年

年初将出台。

该消息由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王选

庆透露，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流通业先行。

“现在，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已经列入

商贸物流标准化先期试点城市。”王选庆表示，

京津冀物流的发展，要以物流标准化为突破

口，促进域内物流市场的一体化，京津冀物流

要先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三地政府部门首先

要互联互通向社会和企业开放，同时域内各类

信息平台也要整合实现互联互通，如商务诚信

公共服务平台、物流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担保

品抵（质）押公示平台。这样有利于流通企业

做大做强，会推动商品交易市场和商业企业转

型升级，而提高流通集约化水平、加快构建诚

信体系，有利于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

场秩序。王选庆建议，通过大的项目促进京津

冀域内流通一体化，如公益性农产品批发中

心，通过建立这样的批发中心，降低流通成本、

降低农产品的价格。

与此同时，在石家庄的“京津冀合作研讨

会”现场，专家们也纷纷建言献策。国家发改

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认为，京津冀

要构建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

骨架，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为

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

空间格局，合理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对于物流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化的后续效

应，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赖阳认

为，随着批发市场等非首都功能的园区被疏解

出去，但是消费者并没有随之搬迁，而是通过

互联网的方式，把商品信息、物流信息平台化，

会吸引京津冀甚至全国的终端进行消费，从而

完成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京津冀产业转移
推动三地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

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对

产业格局形成宏观调整，对企

业、园区运营者以及创业者等不同

的市场主体，通过资源的整合或再

利用，有的起死回生，有的实现了转

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