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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
　　在刚刚跨入2009、即将迎来牛年之际，我们在这里举办“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
该论坛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和科研处承办，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
策研究基地、北京市城市经济学会、北京市技术经济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协办。
2007年11月，我们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京津冀都市圈发展高层论坛”，今天，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
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市委市政府研究机构
、社会科学院以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首北京，共同研讨首都圈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
题和现实问题，这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学界的又一次学术盛会，定会对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在这里，我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党委和校领导，向各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
　　21世纪全球的合作与竞争，主要以大城市群为单位。
目前世界上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首都圈、大城市群已经成为这场竞争的
主角。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京津冀都市圈是我。
国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地区，也
是我国未来继续大规模推进国际化的重点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京津冀首都圈一体化发展，不仅是京、津、冀三地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推进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北京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如京津城际铁
路的开通，使京津“同城化’’成为一种现实）；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点
燃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发动机；京津功能新定位，更是开启了京津合作发展的新阶段；京津冀区域
规划正式启动，将京津冀一体化推进到实质性操作阶段。
这些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降临京津冀地区，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标志着今后十年将是京津冀首都圈大发
展的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
　　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实践发展
会出现许多新课题、遇到许多新挑战，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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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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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次，十多年来滨海新区加快了水电气热以及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如加快华北电网
扩能、海水淡化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济共同体，为京津地区的协调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生态环境也成为滨海新区、天津市和北京市共同关注的大问题。
京津拥有同一个蓝天、同一块大地、同一条河流、同一片大海，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京津两市的共
同责任和京津两市人们的共同福祉。
生态环境的约束，决定了京津两市必须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三）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增强了京津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滨海新区的发展会提高京津地区产业
发展的协调性。
京津地区、包括环渤海地区有别与珠三角、长三角的一大特点，是产业分工不明确、结构雷同、布局
分散、市场割裂等，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互不依赖，互相制肘。
如京津两市的电子信息、机械加工、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重复，在各自工业总产值中都占有60
％的份量。
关键问题是区位与资源条件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没有形成互补发展的梯度基础，因此京津
发展的协调性差。
　　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将会打破京津地区现有的产业发展格局。
滨海新区在未来3至5年，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大项目共有360多个，总投资将超过7000多亿元。
滨海新区现有的空客.A320大飞机、现代大推力火箭以及大乙烯、大炼油、大造船等项目的建设，将大
大提升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从根本上转变京津地区产业发展低水平竞争和徘徊不前的局面
。
由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促进了京津两市落实国家的定位要求，依据自身优势实现产业的错位发展
，从而促进最发达的制造业与最先进的服务业有机结合。
　　（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优化了京津对资源的再配置　　京津双核城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文化根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
京津双核结构客观地讲，是两市经济发展博弈的结果。
就具体项目和资源聚集而言，是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
　　京津两市在长期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的情况。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的发展受到了抑制。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纠正了计划经济的错误，但是既成的事实带来了资源配置长期不合理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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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都市圈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是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研究”（编号：PXM2008-014205-063431）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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