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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盈利增长变得越来越难的情

况下，银行正在努力。京津冀一体化

大势浩荡，三地金融发展的差异成为

银行看在眼里的机遇。

北京农商银行与天津农商银行、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及农信

银资金清算中心宣布联合推出覆盖

三地的京津冀“农银通”卡。持卡者

可在上述四家机构所辖的覆盖京津

冀的 6000 余家网点的全部柜面和

ATM机免收三地个人客户跨区域多

项服务费。

像这样的举措还有最典型的华

夏银行的“京津冀协同卡”。

在河北贷款成本
明显高于京津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京津冀金融蓝皮书：京津冀金融发

展报告（2015）》指出，三地金融业发展

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河北信贷资金

的价格明显高于北京和天津，三地资

源价格的显著差异，阻碍了金融资源

要素在京津冀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与

有效配置，成为阻碍京津冀金融协同

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金融机构还是看到了其中的

机会。

建设银行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战

略，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对于银行

等金融机构也是较好的拓展业务发展

机遇。例如相比北京和天津，河北金

融资源较为匮乏，针对这种情况，建行

河北分行此前成立了200亿元规模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而且还与廊坊、

沧州等地签署了《支持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在未来5年的

合作期内，累计提供千亿元融资支持。

“今年 4 月我们天津自贸区分行

正式开业，而且分行还专门成立了京

津冀一体化事业部，专门负责央企到

天津的产业转移。”平安银行一名高

管表示。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樊志刚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为金融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这

要求金融机构首先构建起高效的内

部协同机制，打破传统管理体制下机

构和部门之间区域分隔、各自为政的

局面，形成统一战略引领下的高效协

作发展新机制。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

伟对记者表示：京津冀三地应推进金

融市场一体化改革，就是要深化区域

内各类资本市场分工合作，推进京津

冀支付清算、异地存储、信用担保等业

务同城化和一体化，共同构建覆盖京

津冀三地的跨区域融合发展的金融大

市场。同时，也应立足各自比较优势，

实现错位协同发展。（下转第四版）

产业变革推演金融新格局
本报记者 朱虹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一年多以来，知名咨询机构北京

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比从前更繁忙

了，正常工作时间会议室就从来没有

过空闲，翻阅会议室管理记录，比以

往增多的会议内容绝大多数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有关。针对北京加快产

业转移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河

北主动承接，来研究院咨询的大多是

河北客人，他们希望从这里获取的自

然是那些对当地发展有价值的产业

转移信息。院长连玉明感叹说：“我

不得不从我们在贵阳的大数据重点

项目抽空时常回来，太忙了。”

52个承接平台
对接产业转移

9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

未来中国区域发展和区域协调的纲

领性文件。发改委把促进产业有序

转移与承接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园区发展释

放诸多利好。这对于未来各地承接

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提供了重要政

策空间。

而此前出台的《京津冀产业转移

指南》提出要推进京津冀产业一体化

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

导作用。推动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

升级、创新能力提升相结合，与培育

产业集群竞争力、适应资源环境承载

力相结合，不断调整优化区域产业布

局，构建“一个中心、五区五带五链、

若干特色基地”产业发展格局。

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

北京将“严格控制增量，有序疏解存

量，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

能和产业，逐一列出清单，拿出具体

方案，尽快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质

性进展”。

由此不难看出，疏解北京的产

业，已成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

任务。那么，北京究竟有哪些产业要

释放？这些产业将流向何处？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作为承接

方的天津、河北，早已开始谋划产业

对接行动。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河

北确定了40个承接平台，天津确定了

“1+11”个承接平台（1 是指天津滨海

新区，11是指分布在各个区县的功能

承接平台，包括武清京津产业园、宁

河未来科技城、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

新城等），也就是共52 个承接平台用

以对接产业转移。

据一位参与京津冀规划编制的

专家介绍，“工信部等制定的指导目

录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内，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等也是需

要河北、天津来承接的。”知情人士介

绍说，产业转移的基本思路是运用负

面清单管理的方式，主要落入地将集

中在这52个承接平台中。

从企业或项目
对接产业集群承接

据上述专家介绍，根据整体布

局，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以“一核、双

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进行

空间布局，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

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

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立体网络。

其中，一核是核心功能区，由河

北省保定市、廊坊市与北京市、天津

市共同构成，重点承接北京市非首都

功能的疏解，力争率先启动京津保地

区联动发展。双城是北京和天津。

三轴是京津发展轴，主要推动北京、

廊坊、天津交通沿线主要城市加快发

展，辐射张家口、承德；京保石发展轴

推动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交通沿线主要城镇加快发展；京唐秦

发展轴推动北京、宝坻、唐山、秦皇岛

交通沿线主要城镇加快发展，辐射沧

州。四区为四个功能区，西、北部为

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区，中部为

优化调整区，南部为制造业与耕作业

区，东部为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

由于河北空间面积较大，因而在

承接产业转移上，河北采取了非单一

模式。河北既按照四个功能区的划

分方式来承接，又进一步具体细分。

省内 11 个设区市组团形成某一特定

的功能区，按照11个设区市的不同比

较优势和发展需求，单独定位，谋划

对接承接京津。其中，40个重点承接

平台便是分散在这11个设区市内，比

如沧州分布3个、秦皇岛分布3个、承

德分布5个。

在河北的40个重点承接平台中，

按功能定位划分为综合类6个，公共

事业、休闲旅游类5个，生产制造类23

个，商贸物流类 5 个，现代农业类 1

个。按区域划分，环首都四市及定州

市15个，沿海三市9个，冀中南四市及

辛集市12个，跨区域4个。

河北省商务厅巡视员史玉强则

对记者表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以

前我们更多的是企业或项目的一对

一对接，而此次推出的40 个平台，都

是功能和产业定位十分明确的产业

集群。”

而天津作为直辖市，面积相对较

小，因而天津主要通过行政区划分的

方式，内部整合了“1+11”个承接平

台。

八大产业
将移师津冀两地

目前，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布局

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已成为重

中之重。根据工信部等制定的京津

冀产业转移指导目录要求，北京有信

息技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教育培

训、健康养老、金融后台、文化创意、

体育休闲八大类产业需要转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按照北京的

“四个中心”定位，凡是非首都功能都

在疏解的范围，细分而言，北京需转

出的产业大概分为五类：“三高一低”

的制造型企业；带区域性集贸性质的

产业，比如大红门、动批、新发地等；

非生产型事业单位，比如高校、医院、

养老机构等；区域性总部企业；非核

心行政事业单位等。这其中，除了行

政事业单位外，其他基本包含在工信

部制定的指导目录范围内。

据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其中汽车制造业是疏

解重点。疏解汽车产业，已经是北京

市产业规划中铁板钉钉的事情。其

中，河北曹妃甸是重要受益者，为了

承接北京的专用车产业，曹妃甸特意

打造专用汽车产业园，并在最近举办

了北京专用车产业转移的专场对接

会。在此次对接会上，曹妃甸拿到了

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总投资 20 亿

元的特种车辆改装和钢结构生产项

目，将形成年产5万辆改装车的能力，

这个项目也为曹妃甸专用汽车产业

园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河北

宣化也成功拿到了北汽福田从其北

京厂区释放的50亿元泵车投资项目，

而且首期投资15亿元、年产1500台泵

车的项目已经进入调试阶段。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承接

北京的节能环保、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等产业，河北廊坊市还尝试以专业

产业自贸区的形式来吸引北京的优

质企业。今年3月28日，在由北京市

投资促进局、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

府、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共同举办

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廊坊投资推介会

上，经过洽谈协商，中国航天科工知

识产权成果转化基地、区域轨道科技

研发中心及 M-TOD 一体化成果展

示中心项目、方仕大都商贸广场等一

大批重点项目落户廊坊，总投资额近

122亿元。

北京八大产业向津冀转移调查
本报记者 洪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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