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5年前，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契机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恰逢世界经济开始大规模从传统工业模式向以 5G、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转型。此时的疏解，不仅让北京

的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优化配置，从而调整了京津冀地

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也让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枢

纽地位更加突出。 

协同发展，产业为重。 

企业在疏解中转型升级，产业在承接中成群聚集，打破“一

亩三分地”思维，构建“创新共同体”，一大批协同重点项目落

地生根，一个个重大发展平台加速崛起…… 

5年间，作为率先突破的三大领域之一，京津冀产业协同成

效明显，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三地共同打造立

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聚集区的“路线图”日

益清晰。 

“疏解-承接”链更趋有序 

产业协同拉动区域经济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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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现代沧州工厂车身车间，挥舞“手臂”、灵活智能

的 299台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蔚为壮观，在这些智能化装备的支

撑下，不到一分钟就能组装下线一台新车。5年前，北京现代沧

州工厂落户河北省沧州开发区，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单体规模最大的一个产业协同项目。如今，这家工厂

已成为河北的产业明星。 

“5年来，我们已直接带动 6000多人，间接带动 2万多人

就业，吸引了 28家配套企业前来聚集。”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厂长

韩桂升说，今年 1月，中韩（沧州）产业园在沧州开发区揭牌，

新产业园将聚集更多产业链上企业，从而推动沧州形成千亿元规

模汽车产业集群，以现代汽车为起点的高端制造业将取代传统产

业成为开发区的主要支撑。 

“吃螃蟹”的不仅只有北京现代汽车沧州工厂，京津冀协同

发展 5年来，一大批产业协同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北汽集团（华

北）微车产业基地整车下线，张家口北汽福田建成投产，张北云

联数据中心、承德大数据产业园区等京津冀大数据走廊项目投产

运营，首钢京唐二期开工建设，曹妃甸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已核准，

北京·沧州生物医药园吸引 80余家北京医药企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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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之初，产业疏解承接一度出现过“捡进篮子都是

菜”，拉企业抢商户，承接平台“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竞争现象。 

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不少承接地争着跑

北京，老盯着北京“口袋里有什么”，想方设法打探“疏解清

单”。如今，许多承接地已转变为立足当地优势，精准承接疏解

项目，着力培育产业集群，不仅促进了疏解企业转型升级，还进

一步吸引了更多企业形成产业链聚合。 

5 年来，京津冀促进产业升级转移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实施，

产业“疏解-承接”更为有序。目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

金已实质性运转，重点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重大项目。

天津自贸试验区设立了总规模 100亿元的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引

导基金，重点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5年来，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的出台

实施，推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建立起财政利益共享机制，促进

了区域间产业合理流动和布局。记者在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

了解到，中关村海淀园企业落地秦皇岛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双

方各自享有 40%，剩余 20%建立产业扶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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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三省市从全国生产力整

体布局出发，产业发展定位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链条加快理顺，

区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北京市聚焦“瘦身提质”，“高精

尖”经济结构逐步构建，金融、科技、信息等优势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 60%；天津市推动“强身聚核”，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稳步增长，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4.4%和 3.1%；河北省则大力“健身增效”，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2018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二

产，产业结构出现可喜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疏解对北京来说是减量，也

是倒逼集约高效发展的重要机遇；对京津冀来讲，疏解则是将北

京的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进行优化配置，以推动区域优势互补，

从而成为协同发展新的动力源。 

“研发-转化”链逐步顺畅 

协同创新推动高端科技资源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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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了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里已是一片繁忙景象。

在天津卡雷尔机器人有限公司，CEO尹利正带领研发团队讨论如

何进一步提升机器人机械手抓取力量。 

“我们是协同发展的受益者。”尹利说。作为一家从事人工

智能商用服务型机器人研发、生产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卡

雷尔 2014年在北京中关村创立。2018年 3月，尹利携公司主创

团队来到这片创新沃土扎根。在这里，他的公司可享受北京和天

津的“双重叠加”政策优惠。 

在京津两地筹划下，2016年 11月，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

式在滨海新区挂牌。此后，这片规划面积 1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

充分利用北京中关村和天津滨海新区创新政策叠加优势，承接高

新技术企业转移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走上了协同创新的“快车

道”。 

目前，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已累计注册企业 940余家，其中

来自北京的企业超过 240家，注册资金超过 100亿元。 

在滨海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吴秀山看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之所以能结出累累硕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利益局限，

合力推进协同创新。他说，从挂牌之日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