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从整体态势还是结构变化来

看，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都释放出

积极信号，也符合近年来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三地协同发展的实

际情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杨松建议：“北京接下

来需要进一步盘活自身丰富的科

技创新资源，使之更好地支持京津

冀协同发展，让首都通勤圈、功能

圈、产业圈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

作用。”

金融“活水”
赋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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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2022年，广东推出一系列举措加大

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行业

群体的支持力度，全力推动经济进一步

回稳向上。

区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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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视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将实施248个重大项目

本报讯 日前，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联合办公室印发《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 年重大项目清

单》，共纳入标志性重大项目248个、总

投资 3.25 万亿元，2023 年计划投资

3395.3亿元。

项目涵盖现代基础设施、现代产业、

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屏障、对外开

放、公共服务等七大重点领域。合力建

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领域的项目最多，

达90个，同时也是总投资额最多的领

域，总投资2.38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00.9亿元。

项目数量排在第二位，同时也是总

投资额排在第二位的领域是协同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共有 81个项目，总投资

586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04.5亿元。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项目有21

个，总投资排在第三，达1052.6 亿元。

此外，还有27个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项

目，13个生态屏障建设项目，以及10个

公共服务项目和6个对外开放项目。

长三角铁路建设
计划投资超900亿元
本报讯 2023年，长三角铁路建设

将继续保持投资规模高位运行，年度建

设投资初步计划900亿元以上，持续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等国家战略。

据悉，长三角铁路2023年将确保江

苏南沿江城际铁路、金甬铁路等5个项

目按期高质量开通，稳步推进沪苏湖铁

路、杭温高铁等22个重点续建项目建

设，确保萧山机场联络线等5个项目年

内开工。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

铁路营业里程达13749.7公里，其中高

铁营业里程6700余公里。持续扩容的

长三角铁路版图，让长三角区域内除舟

山外的所有地级市实现“市市通动车”，

动车组列车实现公交化开行，“1小时至

3小时生活圈”梦想变为现实，为推进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保障。

根据规划，未来三年，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地区将新增营业里

程2950公里，其中新增高铁营业里程

2500公里。

雄安新区首批3774人
喜获“雄才卡”

本报讯 日前，河北省雄安新区首

批“雄才卡”发放审核通过3774人，均为

新区急需人才，其中 38人获得A卡、

588人获得B卡、3148人获得C卡。

根据《河北雄安新区“雄才卡”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凡是在新区依法登记

注册、合法经营并依法纳税的用人单位

均符合申领条件。在新区有稳定工作，

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聘用、聘

任）合同，在新区缴纳3个月以上社保或

个税，符合《管理办法（试行）》中A、B、C

类人才相应条件的个人，可以分类申领

“雄才卡”。在新区创办企业、依法登记

注册、合法经营并依法纳税的自主创业

人才也可申请“雄才卡”，申领时需提供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纳税凭证等。

为更好留住人才，雄安新区对“雄才

卡”持卡人分类给予服务保障。持卡人

在新区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可在新区购

买商品房或共有产权房。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张海莺编辑整理）

□ 何 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

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形成平衡结

构、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让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容量更大。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

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

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

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

国区域发展新形势，着眼全国“一盘

棋”，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经略发展

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

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

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

先发展的政策体系，确立了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

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

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多年来，

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高质量推进，区域

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中华大地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发

展“差距”变追赶“势能”。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

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

同一水平，而是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发

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

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黑龙

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5个产粮大

省2022年粮食总量占全国粮食总产

量41%，有效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资

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深入推进，资源型

城市资源产出率提高……实践充分

说明，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

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才能更好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多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

体制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

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

近。从各地义务教育资源基本均衡，

到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从中西

部地区交通可达性与东部差距明显

缩小，到西部农村边远地区信息网络

覆盖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区域协调

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

性变革。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提升各地区民生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当前，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区域

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适应新形

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定

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

强劲动能。

□ 本报记者 张海莺

奋进京津冀，三地共繁荣。多年

来，京津冀地区坚持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从交通路网到生态环境，从产

业转型到公共服务，出台实施一系列

重大改革创新举措，区域发展水平稳

步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协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测算结

果显示，2021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

数为138.9，较上年提高7.7。其中，

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是主

要支撑力量，三个分指数分别为

153、153、141.6。开放发展指数和

绿色发展指数提升较快，较上年分别

提升19.9和8.5，是推动总指数上升

的主要因素。

创新动能不断增强
产出效率明显提升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

体系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包括创新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和共享发展5个一级指标，以及若干

二三级指标。

“无论从整体态势还是结构变化

来看，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都释放出

积极信号，也符合近年来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三地协同发展的实际情

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杨松表示，随着中央和地方各项

政策的落地，如今京津冀不仅交通联

系更加紧密、人员往来更趋频繁，协

同发展也开始走向更深层次。

测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发展

指数之中，2021年，京津冀区域创新

发展指数为153，较上年提高5.5，创

新产出和创新效率提升明显。

从创新投入看，2021年，京津冀

区域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3949.1亿元，较上年增长14.6%。

区域R&D投入强度达到4.1%，较上

年提高0.1个百分点，北京保持在6%

以上，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天津

和河北分别为3.7%和1.9%。

从创新产出看，截至2021年底，

京津冀区域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42.1万件，较上年增长3.2%。区域

技术合同成交额9079.6亿元，较上

年增长14.1%。区域每万常住人口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38.2件，较上年增

长3.5%。北京稳居全国首位。河北

增长最快，较上年增长22.2%。

从创新效率看，2021年，区域每

亿元R&D经费的专利授权为105.6

件，较上年增长10.1%。

区域能耗持续下降
要素流动逐步加快

绿色发展持续发力。测算结果

显示，2021年，区域绿色发展指数为

153，较上年提高8.5，绿色生产、生态

环境改善取得积极成效。从绿色生

产看，区域能耗持续下降，2021年京

津冀三地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

上年分别下降3.1%、5.1%和 6.7%，

北京能耗最低，河北下降最多。

生态环境的改善备受关注。

2021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

为 38 微克/立方米，较上年下降

15.6%；192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的断面比例为

70.4%，较上年提高8个百分点；区域

森林覆盖率为 35.5%，较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协调发展显现成效。2021年，区

域协调发展指数为141.6，较上年提高

2.6。区域间联系更加紧密，要素流动

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主要包含区

域协调、城乡协调、要素流动等指

标。具体而言，从区域协调看，随着

交通一体化深入推进，三地空间联系

日益密切，2021年，京津冀区域空间

联系强度较上年上升11%；从城乡协

调看，区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进一步缩小，其中，北京由2020年

的2.51∶1缩小至2021年的2.45∶1，

天津由1.86∶1缩小至1.84∶1，河北

由2.26∶1缩小至2.19∶1；从要素流动

看，三地企业在区域内跨省（市）设立

分支机构数量快速增长，2021年为

7453家，较上年增长14.1%。京津

研发、河北转化格局积极推进。

2021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

交额350.4亿元，较上年增长1%，中

科院、天津大学、钢铁研究总院等13

项京津重大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落

地，项目数占河北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总数的1/5。

共享发展加快推进
开放发展稳步恢复

数据显示，2021年，区域共享发

展指数为127.6，较上年提高1.8，基

本公共服务共享和基础设施共建拉

动作用明显。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区域人均重

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持续增加，

2021年为 7261元/人，较上年增长

3.2%。京津冀三地支出之比由2020

年2.49∶1.60∶1缩小至2.47∶1.75∶1。

区域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9人，较上年增长9.6%。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三地积极建

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

状、全覆盖的交通网络。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2021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500

万人次。区域公路网更趋完善，高速

公路里程密度由2020年的474.6公

里/万平方公里提高至 2021 年的

487.5公里/万平方公里。京张高铁、

京雄城际、京哈高铁京承段等建成通

车，京唐、京滨城际加快建设，区域铁

路里程密度由2020年的484.9公里/

万平方公里提高至2021年的498公

里/万平方公里。38条公交线路实

现跨市域运营，总里程2700余公里，

日均客运量超过27万人次。

社会保障方面，2021年，区域城

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211万

人，较上年增加48万人。

2021年，区域开放发展指数为

119.3，较上年提高19.9，进出口与利

用外资有所恢复。对外贸易方面，

2021 年区域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687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5.5%。

其中，北京为4709.9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40%。天津为1325.7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24.7%。河北为838.5亿

美元，较上年增长30.1%。

利用外资方面，2021年，区域实

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上年增长

9.6%，京津冀三地分别增长7.8%、

13.8%和13.4%。

有潜力，有目标，更要有行动。

杨松建议：“北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

盘活自身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使之

更好地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让首都

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发挥更大的

辐射带动作用。”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杨永君

表示，河北将深化京津冀产业政策衔

接，借助北京科创资源支持河北制造

业转型升级，巩固和优化一批上下游

关联度高、在国内国际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产业链条。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党工委书记

王浩介绍：“我们正致力高水平打造

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承接平台和

科技成果创新孵化平台，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既可以

为北京做更高质量的产业配套，又可

以丰富和完善天津的产业结构。”

发展“差距”变追赶“势能”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交通联系更加紧密，人员往来更趋频繁，协同发展走向更深层次

动车组列车行驶在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李佳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