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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冀两地科技合作的成功模式：首钢搬迁的调研与启示 

口孙树杰 张志刚 

【摘 要】本文通过对首钢搬迁的调研，总结了京冀两地科技合作的做法和成功经验，通过对京冀两地科技合作的模式的探究， 

分析了京冀两地科技合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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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年 7月 8日中央要求首钢石景山主厂区分批次 

停产，位于河北省曹妃甸地区的首钢京唐钢铁公司同期开工 

建设 ，首钢搬迁时至今 日已近 7年。京冀两地科技合作在搬 

迁过程中，科技资源共享作为科技资源优化与整合的重要手 

段，不仅缓解了科技资源有限与高效之间的矛盾，实现科技 

资源的集约化增长，而且能为区域创新与协调发展提供了物 

质基础。 

京津冀作为我国科技资源分布最为集中和丰富的地区， 

科技资源共享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影响着京津冀科技创新的 

跨越式发展，也将影响着该地区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首 

钢搬迁到曹妃甸，并不是简单的“大搬家”，也不是对旧钢厂 

的“复制”，而是在新的地方采用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新的工 

艺，是一次全方位的大升级，将建成一个高效型、节约型、清 

洁型、可循环型的国内最先进的钢铁生产基地。 

在首钢的搬迁过程中通过把建设高端工业区作为科技 

合作的重要平台、借首钢搬迁之势加强对首都科技资源的引 

进、促进河北省内其他地区与首钢的科技合作联系、举办高 

层次的科技项目推介会和洽谈会等办法和途径，搭建了大型 

央企进驻地方和为地方提供了对接首都科技资源的重要平 

台；搭建了作为做好与北京科技合作的重要前提的良好的地 

方科技、商务条件平台；地方政府提高了引进首都科技资源 

的战略眼光。 
一

、京冀两地科技合作在首钢搬迁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一)把建设高端工业区作为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借 

首钢搬迁之机，规划中曹妃甸工业区，不仅仅局限于发展钢 

铁产业，而是将建立起以现代港口物流、钢铁、化工、装备制 

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五大产业为主导，电力、海水淡化、建 

材、环保等关联产业循环配套，信息、金融、商贸、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科技产业链 

条。曹妃甸工业区的兴建，直接带动了当地的科技产业发 

展，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链也具雏形，目前，普林亿威科技有 

限公司、锂源电动车动力总成、上汽绿色能源汽车等项目已 

经齐聚曹妃甸，按照规划，到2015年，曹妃甸电动汽车产业 

将形成以整车为龙头，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综合 

生产、配套服务 ，具有一流研发与成果转化能力的高科技绿 

色产业，成为国内电动汽车业的领军企业，同时还将建年产 

30万至 5O万辆生产规模的电动汽车城。 

(二)借首钢搬迁之势加强对首都科技资源的引进。首 

钢的搬迁大大提升了曹妃甸新城的能级，新城管委会借此 

先后与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 

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将为曹妃甸新城 

建设提供高端科技咨询服务，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节 

能、绿色建筑等行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批国际、国内最先 

进的技术产品、项目在新城进行推广，对新城区域内高科技 

项目申报给予扶持和帮助；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将 

发挥在政策规划、行业经济运行、推动技术创新、质量与标 

准化、认证认可和安全评价、公共关系与宣传推介等方面的 

优势，为曹妃甸工业区发展献计出力，提供相关咨询和服 

务。此外，曹妃甸新城还加强了对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在京 

科学单位的技术和人才引进力度，一批科技项目和成果已 

到该地落户。 

(三)促进了河北省内其他地区与首钢的科技合作联 系。 

首钢搬迁到曹妃甸后，河北省内其他地区与首钢进行科技合 

作就成为了“省内合作”，而不是“跨省合作”，合作的门槛大 

大降低，频度和效果也大大提升，实质上是更加方便了河北 

省内各地引进和利用中央企业的在京优势科技资源。例如， 

衡水冀州市与曹妃甸开发区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 

协议的基础上，冀州市科技局组织当地的圣春、可耐特、中 

意、京冀防爆电器、华冲电器等 5家科技型企业组成合作对 

接洽谈团，赴曹妃甸开展产业项目技术对接合作交流洽谈活 

动，这样一次考察就当即达成了合作开发专用电器设备的协 

议以及两项电缆桥架合同，合同金额共 2200万元 ，相当于整 

个冀州市全年GDP的百分之一。这样的合作力度，在以前是 

难以想象的。 

(四)举办了层次的科技项目推介会和洽谈会。2008年， 

由唐山市科技局承办的河北省高新技术成果暨科技合作洽 

谈会在渤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唐山市 120多家企业1000多 

人到会与专家进行了洽谈交流，曹妃甸管委会与中科院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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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口刘 红 王达萌 刘 朋 齐 野 李杨威 

【摘 要】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有普遍共识，但少有以县城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本文 

以天津市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郊区县为研究对象，对2000—2009年期间五个郊区县教育与经济发展指标建立了回归 

方程，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定量分析 ，试图发现两个指标问内在联系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县城经济；教育事业；区域经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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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天津郊区县教育发展现状 

天津市目前有 l5个市辖区、3个县。本文着重考查了原 

天津郊区的几个区及县的教育及经济发展情况，并选择了在 

经济发展水平及区位位置情况具有相似特征的几个区县进 

行验证，在天津近郊区选择了东丽区及大港区，在天津远郊 

区分析了武清区、宝坻区和蓟县。经调查发现，这五个区县 

的教育发展现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以职业教育、民办教育、 

成人教育为主。天津内目前只有一所民办高等学校，为天津 

天狮学院，坐落在武清区。在五个 目标 区县里，80％以上的 

就业力量来源于当地的大中专院校的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 

所培养的毕业生。二是在 2000—2009年调查期内，这些区县 

的教育发展有较大变化：职业中专院校进行了大范围合 

研究所的“共建蒸发冷却技术研发中心”等七个技术协议得 

以签订。2009年，曹妃甸工业区举办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 

关村推介会，与中关村管委会就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拓展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全面加强与 

中关村的交流合作，努力把曹妃甸工业区打造成为中关村技 

术研发、推广、应用和产业转化的平台，为首都企业的发展提 

供更加广阔的空间。2011年，在第二届中国 ·曹妃甸临港产 

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高新技术成果对接洽谈会上，又有多 

个科技合作项目签约，涉及机电、陶瓷、太阳能、电子信息、航 

空航天、园林绿化、生态环保等多个方面。 

二、京冀两地科技合作在首钢搬迁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与 

启 示 

(一)大型央企进驻地方，为地方提供 了对接首都科技资 

源的重要平台。地方尤其是一些县级市，虽然具备和中央及 

在京科技协会、大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进行科技交流的现实条 

件和强烈意愿，但限于机构层级及工作关系等方面的局限， 

往往难以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而大型央企进驻地方，特 

别是通过开发区、贸促会、博览会等形式，则能为地方政府、 

地方中小型企业乃至个人提供与中央及在京有关单位进行 

科技交流合作的更高平台，把以前不敢想、不能实现的事情 

变为可能、变为现实。 ’ 

(二)良好的地方科技、商务条件平台是做好与北京科技 

合作的重要前提。案例中所有的科技合作 ，都是因为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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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了工业区，有了比较成熟的科技、商务、金融条件平台 

之后 ，才吸引了各地科技型企业入驻。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 

设施，势必会加大企业人驻的成本和难度，从而也难 以很快 

很好地吸引企业。 

(三)地方政府需要进 一步提 高引进首都科技 资源的 

战略眼光。地方上需要更 多地考虑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 

的局部利益，充分利用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 

的历史性机遇 ，积极吸引首都资源落户当地。首都的一部 

分产业落户当地 ，虽然会带来短期 内的环境污染 、资源 消 

耗等弊端，但从长远来看 ，对地方来讲 ，首都产业特别是央 

企的大型产业项目落户当地，对当地带来的发展机遇、技 

术人才、市场机会以及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市场竞争和科技 

合作的入场券，是地方上仅凭 自己的实力所难 以达到、难 

以企及的。曹妃甸积极发挥 自身的天然 良港 、土地 、矿产 

资源等优势条件，在引来了首钢的同时，几乎是引来 了和 

首钢平起平坐、并驾齐驱 、密不可分的所有优势科技资源 

和产业资源，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还带动了省 

内其他地区的科技进步 ，即使只算“地方帐”，其综合收益 

也远远大于环境等方面的小损失。河北省其他地区更 需 

要发挥自身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土地资源优势，发挥其 

距离首都较近，甚至能够纳入通勤圈的地缘优势 ，积极吸 

引首都的优势资源先行入驻，这样才能有望推动当地科技 

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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