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北京、天津、河北

地方“两会”相继闭幕，从三地政

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议案提

案来看，去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成

绩明显，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平台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强。

承接京津“水到渠成”
按照河北“三区一基地”功能

定位，充分发挥港口、区位、交通、

空间、产业、政策等“六大优势”，

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特别是

紧紧抓住产业协同这个核心，成

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有律

动、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京津

冀协同发展是河北面临的最大的

发展机遇。

但一个问题是，一些园区仍

然存在产业结构偏重、发展方式

粗放的问题。

“无论是园区，还是企业，都

要真正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大背景下，不转不行，转慢了也

不行。”渤海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张国栋认为，加快转变

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实现结构

优化的发展是园区努力实现创新

驱动、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这意味着那些不符合产业规

划、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发展

趋势的项目，属于“三去”类的项

目将被“束之高阁”。

现实是，河北省对省内各类

园区优中选优，确定了 40 个重点

承接平台对接京津功能疏解和产

业转移。

据了解，河北在承接生物医

药、汽车产业、科创产业的转移

上，河北实现了很大突破。以渤

海新区为例，截至目前，累计承接

京津项目 218 个、总投资 2077 亿

元。

京津冀正着力打造创新共同

体。北京的人才、科技资源加速

辐射周边地区，截至去年年底，中

关村企业已累计在天津、河北新

设立分公司2709家，其中天津887

家、河北 1822 家。2016 年北京输

出到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154.7亿元，增长了38.7%。

在承接科创产业转移上，京

津科创园渤海新区产业基地建设

顺势启动，目前已与中关村海淀

留学人员创业园、北京市海外学

人中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

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委员会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北京海淀留学人

员创业园渤海新区产业基地、北

京海外高层次人才渤海新区产业

化促进基地加快推进，中科院微

电子产业园启动建设。京津科技

成果转化聚集高地加速成型。

在推进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去

年累计承接天津合作项目 40 个，

总投资 102 亿元，涉及汽车装备、

石油化工、生物医药、商贸物流、文

化休闲、科研院校等多个领域。

去年10月底与天津东丽区签

订共建“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园区”

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已有亨力新

型环保材料、中荣化工仓储等6个

项目签约落户。日前，沧州市同

天津滨海新区签订框架合作协

议，渤海新区成为最大受益者，将

在港口运营、产业发展、招商引

资、基础设施建设、干部交流等方

面与天津滨海新区进行无缝对

接。

对接京津“游刃有余”
河北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去年，河北着力打造了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平台，积极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首都

地区环线高速河北段实现了全线

贯通，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水资

源保护信息实现了共享，引进京

津资金达到了 3825 亿元，河北在

交通、环保、产业三个领域也都取

得了明显成效。石保廊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等纳入国家总体布

局，也成为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除去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外，

河北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已

构建起以石油化工、冶金装备、港

口物流等传统产业为基础，以汽

车、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特

色优势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临港产

业体系。”张国栋告诉记者。

有优势，更要有平台。渤海

新区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

点工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攻坚

行动，不断打造优质的公共产品，

为对接京津提供广阔平台。在行

动中，渤海新区将5年的重点基础

设施项目利用2年集中实施，仅去

年一年，就推进了总投资646亿元

的242个项目。今年，又将有总投

资超 700 亿元的 221 个项目启动

建设。

特别是在产业园区建设方

面，渤海新区将“七通一平”甚至

“九通一平”作为硬指标，确保项

目来了就能落下。资金保障是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不断档、快推进

的重要前提。

对此，渤海新区一方面加大

对口跑办力度，最大限度争取上

级支持；一方面拓宽思路，积极探

索股权融资、PPP等多元融资。先

后设立冀沿 PPP 发展投资、建信

资本等7只基金，大宗散货物流园

区等6个总投资217亿元的PPP项

目开工建设。

密集拜会外商、央企、国企、

大型民营企业，紧锣密鼓招商，集

中洽谈签约……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

随着地方政府可在法定权限范围

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这一招商新政出台，2017 新一轮

的招商引资热潮已被掀起。

天津红桥：
借势京津冀一体化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日前在

北京召开“聚力京津冀 共建副中

心——天津·红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题招商大会”上获悉，来自国内

的近300家知名企业齐聚会场，活

动现场签约项目58 个，总协议投

资达130亿元。活动现场，《天津西

站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规划》、《红

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发展

规划》、《红桥区自贸合作示范区产

业发展规划》也正式发布。

红桥区着眼京津冀协同发展

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将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借势提出

建设创新引领、创业汇聚的科技

之城，将红桥打造成为天津市科

技发展的新引擎，京津冀科技创

新的新动力、全国科技资源开放

共享的新高地。

天津市红桥区委书记曲孝对

记者说，2017 年是红桥区深入实

施“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城区

功能再造，“打造三城一中心，建

设美丽新红桥”作为发展任务，突

出科技引领、城建带动、文化强

区，规划建设十大产业园区，以吸

引优质企业入驻为重点。

天津市红桥区区长梁永岑告

诉记者，红桥区专门制定了针对

自创区创新环境建设的20项提升

计划，面向津京冀企业开放的科

技型企业助创券制度，形成了

“20+1”的政策支持体系，并且每

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作为保障。

吉林：
在京吉商成招商助手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刚刚召

开的京吉商参与家乡建设总结服

务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吉林正面

临国家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的重大战略机遇，正处在优势加

速释放、动能加速转换、活力持续

增强的重要发展时期。

吉林省省长刘国中介绍，在

京吉商虽身在首都，心系桑梓，在

“走出去”壮大自己的同时，又“返

回来”积极投身家乡建设，为吉林

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

吉林企业商会遵循“引进去、走出

来、做公益、搭平台”的立会宗旨，

扎实促成京吉两地资本和资源对

接、文化和项目对接。多次“回头

看”，重点“抓落实”，就地解决问

题，促使意向变合同，促使合同变

落实。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

冲刺”，2017 年，北京吉林企业商

会不断扩大“万家企业商会”的

辐射面和影响力，在招商引资工

作上继续抓落实，争取将 2016 年

招商引资 680 亿元资金到位率

13%提升到 30%，实现资金到位

204 亿元，并新增招商引资项目

320 亿元，争取资金到位率达到

15%以上，达到（2016—2017 年）

两年为家乡招商引资总额 1000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252 亿元的

目标。

内蒙古巴彦淖尔：
做大招商“朋友圈”
日前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与

中央企业合作恳谈会巴彦淖尔分

会暨巴彦淖尔市2017京津冀区域

招商引资推介会上，集中推介了

“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产业和重

点项目，吸引了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安徽、内蒙古等省区市的

350 多 家 企 业 ，签 订 协 议 金 额

473.3亿元。

巴彦淖尔市委书记段志强

说，会议目的是进一步展示巴彦

淖尔全方位扩大开放的资源和优

势，进一步加强巴彦淖尔与京津

冀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做大巴彦

淖尔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

关注巴彦淖尔、了解巴彦淖尔、投

资巴彦淖尔，打造巴彦淖尔对外

开放的升级版。

段志强表示，企业发展的需

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对投资

者的优惠政策，我们会说到做

到。

当前巴彦淖尔抢抓国家“一

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机遇

和京蒙对口帮扶、全面合作的大

好机遇；启动甘其毛都口岸自治

区级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中蒙

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这些发展

思路和重大决策部署，都有具体

项目作支撑，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为巴彦淖尔市与京津冀企业进一

步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

台。

各地引资招数强势频出
本报记者 马国香

京津冀：协同创新力求“无缝对接”
本报记者 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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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首都的各类优质资源向京郊乃至津冀外迁，京津冀投资招商
将迎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范颖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