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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格局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进行动态评估，对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涉及科技和产业协同政策、市场、技术关键要素，通过数据比对、案例验证、
实践调研结论，并进行了论证分析。

1.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发展现状
1.1 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不同行业间的协同创新差异

较大。协同创新社区的建设主要集中在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培育以集成电路、平板显
示器、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为
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形成以轨道交通、
海洋工程装备、环保装备和能源装备为主导
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以大型飞机、直升机、
无人机、火箭和卫星为代表的自主创新平台
已经建立，一批自主创新领军企业已经涌
现。京津冀三地产业对接合作的模式也日趋
成熟。一方面，利用“总部生产基地”模式促
进产业升级和转移；另一方面，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项目的跨区域布局。

1.2 科技园区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共同
体发展现状

科技园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
载体。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张宇蕾在北京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
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关村企业累计在河北、
天津设立9536家分支机构，2022年流向津冀
的技术合同5881项，同比增长8.2%。津冀地
区与北京中关村共建了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中关村海淀花园秦皇岛分公司、天津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张北云计算产业园等11个协
同创新社区。同时，京津冀于2018年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的合作协议（2018—2020年）》，京津冀探索共
建京津冀联合实验室，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别在天
津、河北成立京河科学技术研究院、京津科学
技术研究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邯郸分
院；形成产业园区与高校院所创新、产业紧密
衔接，促进人才、技术、资本、平台要素互联互
通，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动一批科技
成果转化及示范应用。

1.3 技术转移、产业布局优化协同发展
现状

京津冀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以共建、托管、
设立分站等形式，推动京津冀技术市场互联
互通。科技部会同北京、天津和河北，采用

“1+3”模式，联合设立规模10亿元的“京津冀
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支持
三省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2023中关村论坛
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关村发展集
团、北京昌平区政府联合发起成立北京北科
中发展启航创业投资基金，基金规模10亿
元。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中国工商
银行和北京亦庄国投共同设立了1000亿元
的“京津冀发展区产业发展基金”。截至2022
年底，京津冀三地企业累计在京津冀区域互
设分子公司超过9万户，其中，北京企业在天
津、河北两地设立分子公司4.1万户，仅子公
司数量达3.8万户，占比超过90%。天津、河
北企业在北京设立分公司的数量超过2.8万
户，占三地互设分公司的比重达77.8%。北
京企业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不断从深度上
强化在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布局。天津和河北
两地企业则更注重扩大京津冀区域市场布局
的广度，以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加大与北京市
场的协同。

2.推动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创新能力依然相差悬殊

与北京相比，天津和河北在创新能力方
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差距进一步扩大，
制约了京津冀三地的创新合作空间。从创新
投入来看，《2023京津冀将如何推进？》表明，
2022年北京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44%，天津
和河北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3.44%和1.75%，
远低于北京的投入水平，河北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0.65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天津和
河北与北京之间的差距一直很大。从研发资
金的绝对数量来看，2022年差距很大（见下
表）。近年来，京津冀三地的金融支持能力进
一步扩大，缩小差距变得更加困难。《城市蓝
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5——大国治
城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迈向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指出，从创新产出来看，2022
年，北京专利授予量为16.3万件，分别是河北
和天津的1.8倍和2.2倍；有效发明专利33.6
万件，分别是河北和天津的9.9倍和8.8倍。
以人均数量而言，差距更为明显，北京每万人
的发明专利数量大约是河北的10倍。

2022年京津冀科技创新研发资金

引用来源：《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
报告No.15——大国治城之城市群高质量发
展：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2 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通畅
京津冀产业发展处于三个阶段，产业水

平差距明显。总体而言，北京和天津已进入
后工业化阶段，河北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
段，产业链难以打通，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创新
成果难以有效转化应用。2022年，京津冀第
三产业比重分别为83.8%、64.4%和51.7%。
北京的现代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已成为经济
发展的主导力量，河北工业的比重仍然很高，
该行业以煤炭、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为主。产
业结构和产业水平的断层使得北京的创新供
给难以与天津和河北的技术需求充分匹配，
这制约了三地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联
系。同时，京津两地在后工业化阶段，高等院
校汇集、智库研究机构聚集、人才资源丰富，
金融服务、商务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结构完
善、数量充沛的价值优势，较难与仍处于工业
化中后期阶段的河北进行高效、精准的高质
量合作衔接、高价值互补。特别是河北承接
创新成果外溢能力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尚未
充分实现，传统产业调整困难，与京津先进成
果存在错位。来自北京市科委的消息显示，
2020年，北京市认定和登记技术合同84451
项，成交额6316.2亿元，其中，向其他省市出
售技术合同3718.5亿元，向天津、河北出售技
术合同347亿元，仅占北京技术合同营业额
的5.5%（占北京出售到其他省市的技术合同
营业额9.3%）。

2.3 市场主体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尚未调
动起来

目前，京津冀三地市场主体之间创新合
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行政区
划导致的管理，降低了产学研资源的效率和
成果转化效果，限制了协同创新对产业发展
的驱动作用。从创新主体来看，特别是发挥
生态引领作用的大型企业，跨区域布局较少，
新兴领域企业转移不积极。津冀企业上下游

配套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总体上未达到
预期，与北京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度不够充
分，引进企业层次和水平较低，大多处于产品
价值链的中低端。

3.提升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能力的
路径

3.1 增强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促进
京津冀功能圈联动发展

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2023中关村论坛
察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时指出，要共建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创新增
长引擎能力。增强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
用，促进环京地区通勤圈深度融合、京津雄功
能圈联动发展、节点城市产业圈强链补链，着
力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要通过打造定位清晰、梯次布局、协调联
动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区域分
工和产业布局，强化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
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以来，北京市科
学技术研究院先后在天津、河北成立京津科
学技术研究院、京河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邯郸分院和京津冀科研院所
联盟、京津冀科研院所知识产权运用联盟，构
建了“一轴一网”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系。
充分发挥首都技术战略高地优势，凝聚京津
冀区域一批高价值技术成果、高层次专家资
源、高端科研平台，开展联合关键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和技术示范应用，形成一批优秀典
型案例，为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和生态体系建
设提供了科技战略支撑。“十四五”期间，北京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一轴一网”京津冀协同创
新共同体系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凝聚强劲科技
动能，破解京津冀协同创新全过程堵点、难点
问题，全要素资源配置和释放“一核”最大
潜能。

3.2 完善政策协同创新，破除京津冀高
质量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从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领域之间及不同
层面之间协同创新的角度看，京津冀协同创
新均存在着体制机制障碍和推进不畅的问
题，主要表现：一是在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共建
中，协同创新的方式方法主要停留在技术转
让、合作开发等较低层次的合作上，而以经济
实体为合作载体推动科技工贸一体化合作开
发的共建模式发展得较为滞后；二是大多数
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中产学研的合作都集
中表现在“高校院所提供科研成果，企业转化
为产品”的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了产学研三方协作的低层次合作。“十
四五”期间，要加大力度消除行政管理、资源
配置、功能布局等影响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要建立更加灵活、多维度、更深层次的
协调发展机制，推动新时代更快、更高效、更
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的区域市场运行机制。城市群的功能划
分和区域的协调发展，离不开统一、开放、规
范的共同市场的支撑。

3.3形成京津冀科研院所合作机制，推动
京津冀成果研发转化落地生根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作为北京市人民
政府直属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形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国际
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京津冀协同创新
的大棋盘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将推动
并深化与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及河北省
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在产学研方面深度融合。

京津冀三方科研院所在今后协同协作过程
中，深入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科研攻关、
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转移转化，联合共建实验
室、创新实践基地，共同承担国家、省级重点
项目和科研课题，共同发布相关报告、学术指
引与产业蓝皮书。逐步探索三方科研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股权激励、科研基金设置等
京津冀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逐步建立三方
协同协作、联席办公、共建共享、精准对接的
科研院所治理体制、运行机制与资金支持
示范。

3.4打造京津冀“飞地科创示范基地”，提
升区域联动功能与价值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科技园
区作为科技孵化、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载体，
承担了京津冀三地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
主要力量。京津冀三地应积极构建、共同编
制科技园区相关发展规划，打造协同创新园
区共同体，开展跨区域园区建设试点，联合津
冀有关区域，共建飞地科创示范基地，逐步开
展符合京津冀特色的园区试点，探索“飞地科
创示范基地”建设模式、合作机制、运营与管
理模式、配套政策与财税支持。特别是集成
电路、大数据、生命健康、生态环保、信息与制
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通过三地飞地科创示
范基地联合培育孵化和市场化，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和科创生态系统与科创产品、
服务体系。在京津冀园区的创新引领、产业
化落地、产研共建的“大园区”背景下，将逐步
形成“一核”辐射带动、京津冀功能圈联动发
展的新格局。

3.5构建关联与共享的区域知识网络
体系

知识是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提升京
津冀创新能力，需要培育京津冀“知识共同
体”，加快构建区域知识网络体系，实现知识
流动和知识价值。主要元素有：一是三地共
建京津冀知识管理共享服务平台。依托数字
化和信息化技术，整合知识服务资源，通过平
台加快知识信息的流动和开放共享，打破知
识共享壁垒。二是推动形成京津冀城市群

“知识共同体”。共同构建以企业知识、集群
知识、区域知识为三重结构框架的“知识共同
体”，加快企业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网络的深
度融合；鼓励城市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
团体加强合作或结成联盟，加快知识组合，提
高知识转化及转移效率。三是大力扶持和培
育知识服务机构，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3.6提升科创增长引擎能力，打造京津冀
科创“动态台账”

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
要加快推动京津冀科技创新合作的建设，形
成京津冀共建、共享的创新资源“动态台账”，
充分发挥京津冀的优势互补，将京津冀科创
资源要素、介质、储备与专业子平台，统一融
入创科产业链、科创市场、科创主体，并设置
开源资源输入、资源共享端口，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率，强化市场需求的时时把控、精准对
接，最大限度地转化应用于市场。“动态台账”
将助力京津冀协同创新与联动机制，汇集最
优资源，打造创新高地、完善创新平台，形成

“政产学研金介用”深度融合的资源“蓄水
池”，以助推将京津冀打造成为立足区域、服
务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作者系北京北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北京北科控股有限公司京津冀事业
部总经理）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有效发明
专利（万件）

33.6

3.82

3.4

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件）

156

24

1.5

R&D投入
（亿元）

2326.6

485.0

634.4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数（家）

29000

7400

9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