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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融合下的北京何去何从

评述由头：从今年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以来，“京津冀一体化”就成为了各方的热议话题。

随后，河北出台新型城镇化有关政策，提出发挥保定和廊坊

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进—步强化石

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与此同时，京

津两地积极推动“双城”交通—体化，高铁、地铁、公交“—卡

通”已经提E日程。这一系列举措，让人们感受到了京津冀—体

化的前行步伐。

然而，“一亩三分地”的思想障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

行政壁垒、“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羁绊犹存，这难免让人们

对京津冀“抱团发展”之路充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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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圈城市

争取纳入城市

京津冀合作命题由来已久。当

下。首都经济圈主要是指京津以及

其周边的河北省各中心城市组成的

城市圈，即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

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

山、倮定、廊坊、沧州、承德、

张家口8个城市，简称“2+8城市

体系”。伴随这一地区经济实力增

强与基础设施完善，逐步扩大到整

个河北省，乃至环渤海其它城市，

“京津冀”地区实际上是环渤海及

北方城市带的核心。

京津冀经济协作或首都经济圈

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

的一个标志。是中心城市由点状聚

集向网络分散过渡的表现。但在利

益攸关方缺乏互补共赢诉求情况

下，京津冀深度协作问题始终未

能得到有效解决。京津两市一支独

秀，对周边的河北省各城市拉动较

小，与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缺乏

完备的城市体系，缺少影响较大的

二线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

市)和实力较强的三线城市(地级

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功能互补

性不强，协调性较差，竞争大于合

作。这不但制约京津冀区域发展，也

影响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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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离京难度大城市病

刘治彦

新世纪初，随着北京申奥成

功，以及北京沙尘暴问题凸显，

“京津冀(北)空间发展规划”完

成与建议实施，从区域视角谋划

“大北京”发展与京津冀协作问题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首钢迁往唐

山为起点，拉开了首都与周边地区

产业协调发展的序幕。北京CBD

的崛起，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以

及唐山曹妃甸工业园区的建设，促

使首都经济圈基本框架形成。一批

中央企事业单位落户燕郊、涿州、

唐山，北京中小企业迁驻固安和永

清，京津高铁开通，天津作为北方

经济中心的逐步确立，首都新机场

定建南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得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有了一定实质性

进展。

近10多年来，北京作为首都的

独特魅力以及产业层次多样化，

使得外来人口大量涌入，15年间

净增人口900多万，年均增加60多

万，促使房地产投资与租赁业快速

发展，房价虚高攀升。随着居民收

入增加和小汽车步入家庭，交通拥

堵日趋严重。区域重化工业污染、

市内汽车污染、工业污染交织在一

起，环境质量急剧下降，“沙尘暴

暂趋示弱，雾霾又笼罩京城”。房

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一

◆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一系列大都市病爆发出来．，使得全

社会都在担忧北京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再次热议“迁都”问题

◆体制机制整合、交通设施先行、产业互补发展无疑都是京津冀一体化

最为关键的三部曲

系列大都市病爆发出来，使得全

社会都在担优北京市可持续发展问

题．甚至再次热议“迁都”问题。

可以说，解决北京交通拥堵、房价

畸高、环境污染的意义，已经远远

超出了治理“大都市病”的范畴，

也远远超出了北京市本身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京津冀合作问题再

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不

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经济

协作提出了明确指示。李克强总理

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京津冀地区

经济协作”，这从中央最高决策层

发出的声音无疑表明了问题到了最

为紧迫的程度。民心所向、万众归

一，应该说根治问题的时间到了，京

津冀协作与区域融合的日寸机来了。

然而。行动的协调来源于客观

需要与认识上的统一。目前客观需

要毋庸置疑，但京津冀合作面临三

大认识障碍。亟待厘清。

问题一：财政收入求解。按照

当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

将要把一部分经济功能逐渐剥离出

去。那么。剥离后的北京财政收入

将如何保证?一旦财政收入减少，

很可能会影响民生支出，影响百姓

福利。问题二：离京难度求解。按

照有关规划，在保定建立政治副中

心，北京将要把部分高校和研究机

构、央企搬离，这无疑是一个大工

程。很多求学者都把北京当做梦想

中的求学城市，一旦搬离北京，大

学的文化底蕴如何求存?问题三：

能否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京津冀

一体化的初衷是破解北京当前拥

堵、污染等问题。但早两年北京内

城的疏导，却是疏了又拥入，反复

如此。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能否真

正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但要想推

进京津冀一体化，这些难题无疑

都需一一破解。

温故而知新。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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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激增年份有三个节点：一

是1994年一1995年，主要受市场经

济体制确立与通货膨胀影响，人口

流动加速，来京人口趋于增长；二

是1999年一2000年，主要受住宅商

品化与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影响，

外地进京购房人口增加；三是2006

年以来，常住人口呈逐年大幅增加

趋势，由1600万急剧增加到2100

万，年均增加70多万人口，外来人

口由400万激增到近800万，这与北

京举办奥运会与建设世界城市目标

确立有关。总之。北京城市建设与

快速发展预期、人口涌入对城市住

宅价格攀升形成连锁互动效应。

对于问题一，短短的12年时间

里，不包括北京农村人口在内的常

第二产业占北京市税收比例不足

10％，贡献率较低。因此，第二产

业转移对北京市财政影响不大。

对于问题二，北京作为全国首

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是全国人民心

灵的家园，让任何一个人离开这座

城市的确很难。但为了北京的可持

续发展，再难的事也是有补救办法

的。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无疑可以放

大首都的区域边界，承载更多的北

京人口，减缓北京的压力，也促进

河北和天津的发展，是一个双赢的

选择。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首位

城市人口大多占到总人口的5％以

上。北京作为迈向世界城市的大国

首都，无疑将成为全国首位城市。

按此计算，我国首位城市的人口将

让任何一个人离开首都的确很难，可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互补、

管理体制统一等措施实现“同城化效应”，使得迁出人口同样具有“首

都归属感”

住城镇人口由1080万增加到1780 达6800万。显然仅仅靠北京自身

万，增加了近70％，新增人口主要 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即便是将

集中在城市核心区，无疑加大了城 天津市整体考虑进来仍无法承载如

市交通、住房、环境压力。与此 此多的人口。因此，将河北省，特

同时，工业与传统服务业在这一期 别是河北省北半部分，即环首都经

间得到快速发展，也支撑了大量外 济圈各县市，纳入首都地区，是必

来人口就业需求，但利税比例较 然的选择。这样形成的京畿地区能

低。以工业为例，目前仅占GDP的 容纳更多的人口，分散北京的非首

18．4％，即使这些产业全部外迁， 都功能，为北京减负，有利于减缓

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影响。北京 “城市病”，也为周边地区注入经

财政主要来源是金融、旅游、高新 济发展活力。可通过基础设施一体

技术与现代服务业。以第二产业 化、产业互补、管理体制统一等措

为例，212万人的就业，占全市就 施实现“同城化效应”，使得迁出

业人口的20％，地税收入仅326亿 人口同样具有“首都归属感”，减

元，人均1．5万元，远低于全市职工 小离京难度。

人均地税3万元平均水平。因此， 对于问题三，我们认为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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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或者说京畿地区构建。

对于北京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降低虚高房价等问题具有“釜

底抽薪”作用。尽管过去北京在

“十二五”规划等有关规划中出台

了相应措施，以期治愈日趋严重的

“大城市病”，但诸多措施只是对

“大城市病”个别现象的应对。治

标不治本。近些年北京内城的疏

导，之所以疏了又拥入，反复无效

的原因就是“迁人不迁产”。因

此，今后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实行

“迁产带迁人”方式，从根本上减

少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来真正破

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京津冀协作发展必须瞄准打造

功能完整的世界级城市群目标，着

力抓好城市产业分工。

当前，绿色环保、集约智慧成

为城市区域发展的主导趋势，这是

对高耗能、破坏环境的传统发展方

式的一次革新。“小尺度集中、大

尺度分散”的城市区域空间格局成

为既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又克服大

城市病的重要举措。未来的京畿地

区就是要形成“都市核心紧凑化”

与“都市整体区域化”相均衡的空

间格局。其中北京五环以内是首都

核心区，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和经济管理中心，天津、保定、

唐山等构成首都经济、文化副中

心，张家口和承德形成生态屏障，保

捌瞩珀咧删、酬瞎黜。
北京必须继续坚持“人文北

京、科技北京和绿色北京”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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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

念，以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综合建

设为切入点，以高端要素聚集为抓

手，转移中低端产业，瞄准世界经

济前沿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与战略

新兴产业。大力促进首都经济圈基

础设施一体化进程，建立优势互补

的城市分工体系，通过城市群建设

实现产业链的衔接，抓住研发和设

计、销售和商务服务这一产品价值

链“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加工制

造等中间环节到首都经济圈中的其

他城市。北京现有传统产业应大量

外迁至天津和河北，进一步优化北

京产业结构，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

主的产业体系。同时，随着北京产

业的“外溢”，必然带动当地相

关产业的发展，使得京津冀形成

互利共赢。

首先，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圈的

核心，应致力于建设世界城市，重

点发展高端服务业、

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组建环京

七环，将北京周边中

小城市建设成为功能

完善的卫星城，承载

相关的首都主导产

业，分担北京中心城

区的人口压力，形成

反聚焦力。

其次，北京应着

重发展产业总部与研

发销售中心，逐步将

生产基地迁移到环首

都城市圈的各中心城

市。食品、医药、文

化用品制造业等主要

迁往承德、张家口等

北部城市，电子、机械、汽车、冶

金、化工等产业应主要迁往保定、

唐山、沧州等城市。天津市滨海新

区应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低端产业也应逐步向周边

产业转移。

此外，加快首都经济圈核心区

域与外围城市带及其它北方城市带

的一体化进程。首都经济圈外围城

市带及其它北方城市带主要由北方

各省省会和中心城市组成，与首都

经济圈核心区联系较为密切，在获

取核心区人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

具有优势。要进一步通过便捷的

高速铁路网将这些城市带与核心区

进行有效衔接，并通过制度创新降

低城市带发展的交易成本，积极推

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形成区域合

力，实现共同发展。

京津冀协作发展将有利于北京

成为世界城市，有利于环渤海及北

方城市带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文明

伟大复兴，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宜于分步实施。

近期(3年内)主要应谋划好与

北京中心城区联系最为密切的北京

周边地区，具体主要指廊坊市区及

东部三个县(市)——三河、大厂

和香河，以及涿州、固安、永清等

县(市)，与北京远郊区的平谷、

密云、怀柔、延庆等组建j旧针：环。

中期(3—5年)通过高速公路

和城际铁路连接天津、石家庄、秦

皇岛、唐山、保定、承德、张家口

等城市市区，构建环首都城市圈。

远期(5年后)建设由济南、青

岛、大连、沈阳、呼和浩特、太原

和郑州等二级城市和中小城市组成

的环渤海城市圈，构建首都经济圈

的外围城市带，并与未来的哈(尔

滨)长(春)城市群，西(安)

兰(州)城市群相连，形成北方

城市带。

但无论哪一阶段，体制机制整

合、交通设施先行、产业互补发展

无疑都是京津冀一体化最为关键的

三部曲。期待巷裁鹁捐始痒i旨哟I匠刑

推进，北京寞唰融溯，早日建成
世黼。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城市经济研起主任)
责编／马静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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