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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确认识和处理京津关系，促进京津合作，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振兴环渤海的关键和前提，对
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以国务院对京津两市功能新定位为时代背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借鉴、比较与对策等多个
层面，探讨和研究了京津合作发展的理论依据、历史进程、定位影响，发展趋势、现实基础、合作途
径和协调机制，并分别对京津金融合作、京津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合作、京津物流产业合作、京津旅
游合作、京津城市空间布局及产业分布、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京津一体化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专题研
究。
    京津之间不仅在发展条件上具有差异性、产业结构具有错位性、城市功能具有互补性，而且城市发
展具有不同阶段性，辐射范围具有不同层次性。
这些多层面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反映和强化了二者的互补性，是两市实现长短互补、相互借力．共赢
发展的最佳利益结合点和重要现实基础。
    京津关系是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特殊关系，未来要组成的“双核型”城市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世界
上其他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它是首都与直辖市的联合，经济圈内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的互动，首都与
临近港口城市的联动，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与北方经济中心的合作，还是具有不同层面辐射范围经济
中心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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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二、按新型产业分工可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新格局    三、中国已进入都市圈群体竞争
及其产业链竞争的时代    四、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可提升都市圈的产业竞争力　第2章　  国家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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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空间布局新变化带来的契机  　一、京津发展阶段不同步带来的契机　  二、京津产业结构
错位性带来的契机　  三、京津空间规划新布局带来的契机第二篇　契合点研究　第5章　滨海新区与
北京金融合作与对接研究  　一、京津共建金融中心的条件分析    二、京津共建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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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能性    二、滨海新区与北京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    三、从细分市场人手探讨京滨旅游对接的
切入点    四、促进滨海新区与北京旅游对接的政策建议　第9章　滨海新区与北京东部三个新城产业对
接研究  　一、产业构成及现状分析  　二、目标定位及空间布局  　三、产业对接的条件与制约  　四
、产业对接的模式与重点第三篇　契合机制研究　第10章　滨海新区与北京产业对接的机制政策研究  
 一、关于城市合作机制的理论探讨    二、京津合作机制与政策亟待完善    三、促进京滨产业对接的机
制建设    四、完善京滨合作机制的政策建议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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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域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合理配置，能有效克服单个企业的某些缺陷，能够实现整体增值。
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的概念源于西方而兴于国内。
1958年赫希曼应用“关联效应”论述了产业的链条关系及相关概念，强调了企业之间的前后向联系对
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产业链实质上是产业联系的结构形态，企业之间只要存在产业联系，它们就构成产业链条或链段。
区域产业链是一个有机的企业共生体。
企业联系是一种竞合关系。
区域产业链结构和组织将在竞争与合作中得到优化，竞争使产业链内部更加专业化，合作则使企业之
间形成的产业链关系更加紧密。
根据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的要求和结构决定功能的原理，区域产业链中各产业、各环节之间通过加强协
同作用，互补促进，能有效克服单个企业的某些缺陷，使链内企业的功能得到整合，其专业化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
　　准确地进行产业定位，建立有效率的产业链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可以减少“阴影效应”。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由于聚集性和规模性，一般来说，首位中心城市的发展条件要更为优越，能
够覆盖周围一定距离城市，这种中心城市的“阴影效应”可能导致这些周边城市发展条件的恶化。
但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等都市圈的实践证明，准确地进行产业定位，建立有效率的产业链，形成
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可以减少“阴影效应”产生。
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和首尔都市圈的经济，都是建立在内部严密的组织和分工协作基础之上，
产业发展坚持多样化，从而使得整个区域的综合性功能远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
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联系，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力的空间管制，则是其高效、有序的分
工协作体系建立的基础与保障。
　　四、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可提升都市圈的产业竞争力　　都市圈是在信息化和交通运输高度发展的
条件下，城市空间演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国外大都市圈发展一般都经过了强核——外溢——布网——叠加——整合5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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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产业对接的研究》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重点学科建设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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