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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区位优势，对中国经

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经研究发现，京津冀三个地

区的经济科技差距较大，北京在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优

势发挥不出来，在天津和河北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京津冀

之间的活动科技产业创新之间的相互联系紧密程度、融合

发展程度和均衡性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来京津冀三地信息传输行业的发展出现差距，

其中北京和天津网络设施、5g基站实现全面覆盖。虽然河

北省网络基础设备逐步完善，农村信息通信建设不断增强

和升级，但基础设施普及率仅达 70%，5G基站更是远少于

京津。由此可以看出三地发展的速度、通信基础设施普及

率差距严重 [1]。

京津冀地区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成果主要集中在高校和

科研机构，并且在京津冀地区的落地和转化也不够。在北

京签订的技术合同总额中，三成是给北京内部，五成是给

北京京外，二成为技术出口。其中，天津与河北省出口技

术合同的范围比较低。例如，2016年从北京出口到天津与

河北省的技术合同的营业额仅占流向北京以外地区的流量

的 7.7%。三地革新分工结构明确，但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

与对接机制。

2019年京津冀主要经济指标比较见表 1。

表 1中经济和技术差距导致了京津冀产业技术创新能

力明显。2019年在北京和天津的每年 R&D产业经费持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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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强度分别已经累计达到 6.44%和 3.44%，而目前河北

的每年 R&D产业经费持续投入增加强度仅仅约为 1.75%。

京津冀总区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处于领先地位。虽然

近年来河北在 R&D上投入资金明显增加，但有效专利数仍

与北京、天津差距明显。表 2中第三产业六个行业中北京产

业发展高于河北与天津。

虽然根据一般经济理论，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

有一定差距，有利于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共同创新。但

差距太大会影响技术供给地和技术需要地的技术合作革新

的效果，技术需要地没有能力吸收转化技术供给地的成果
[2]。因此，北京科技创新的优势在天津和河北的牵引效果不

明显。

因为北京、天津、河北之间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水平

实在差距太大，导致现在河北难以承接北京这些核心科技成

果在创新市场上的快速落地和有效转化。京津冀三地科技技

术创新与产业活动之间的相互空间融合相关性并不明显，三

地之间的科技创新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融合发展程度和均

衡性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成因分析

在 2007—2012年这 6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区位熵系数

从 4.350增长到 4.567，天津和河北系数从 0.5和 0.2一直持

续下降。根据区位熵系数总体来看，京津冀三地信息传递业

的区位熵系数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天津和河北的信息传播产

业集聚度仍然较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与北京有较大差异。

其次天津河北两地基础通信设施建设覆盖力度不大，运营商

对通信对其进行垄断和赚取超额利润 [3]。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间衔接不足、科学技术成果

的转化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科研机构资金不足，企业

担忧风险，投入意愿也明显不足。缺乏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中间机构，企业与各种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都不对称，不能

充分了解彼此的需求，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过低。学校的

教育思想也影响着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注重学术研究，轻

视技术研究，导致学生对科研成果的重视性和了解性偏低。

人才方面，目前京津冀地区对于创新资金的投入主要

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投入，而且这些创新型人才主要是来源于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因为河北 985、211高校过少，以

及经济发展相较京、津落后，人才更愿意在北京天津发展，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河北人才相对与北京天津来说过少。

R&D经费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和国家政府对创新型经

费的投入将会对本地区创新型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性，但是

河北相对于北京、天津，对于 R&D经费的投入强度不够，

因此河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法跟上北京、天津的脚步。

地域之间发展相关性较弱。京津冀的创新产出呈正或

GDP（亿元）
人均 GDP（元 /

人）

985高校数

量（所）

211高校数量

（所）
R&D经费（万元）

R&D经费投入

强度（%）

专利授权数

（件）

高技产业有效

发明专利数

（件）

北京 35371.28 164905.05 8.00 26.00 2,851,858.70 6.44 131716.00 27149.00

天津 14104.28 101570.18 2.00 3.00 2,134,320.20 3.44 57799.00 5540.00

河北 35104.52 48528.06 0.00 1.00 4,385,826.30 1.75 57809.00 3716.00

2006—2019京津冀第三产业区位熵平均值见表 2。

北京 天津 河北

2006—2019年交通业区位熵平均值 3.09243 1.07960 0.40960

2006—2019年信息传输业区位熵平均值 4.40582 0.43520 0.17264

2006—2019年科学研究业区位熵平均值 3.88262 0.86793 0.23409

2006—2019年水利环境业区位熵平均值 2.14585 1.20534 0.64676

2006—2019年制造业区位熵平均值 2.50469 3.14670 0.16782

2006—2019年服务业区位熵平均值 1.63657 2.20184 0.5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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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并且整个地区之间的发展相关性联系较弱 [4]。河北

北部、南部、北京和天津分别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这就使

得这个地区内的创新生产呈现出了一种河北围绕北京天津

的孤级化效应。

天津、河北也要积极对接北京，建立良好的沟通，扩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扶持具有发展

潜力的中小企业，打破运营商垄断的僵局。政府要加强对三

大运营商的监管力度，打破其垄断的局面，减少价高质次的

问题，增加通信普及率，让两地人民用得起。同时加强宣传

引导，使得京津冀各个地区及时了解最新政策、增强创新意

识、培养创新人才，有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5]。

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发现自己的差距、短板与

薄弱环节。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步，并善于运用互联网

手段来推动经济前行，既要重视芯片等高科技，也要重视中

科技、低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以芯片为例，其生产流程的

封装和测试环节我们相关的企业都有在做，但短板和问题却

是芯片生产出来后没有企业能够生产。故要想突破制造芯片

的瓶颈，必须实现芯片的国有化。企业要更多投资一些新兴

的产业技术如5G、人工智能等，实现中央企业的全面数字化、

智能化，培养一系列拥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使新

时代信息技术与产业链深入融合。并树立正确的思维并提高

认识，把破解高科技“卡脖子”问题看作首要目标。

创新性科技成果应当加强宣传，如科技部、中共中央

宣传部、中国科学协会举办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此宣

传活动向大众开放多个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但许多地区的

公民与企业并不知这一活动，由此我们的科技成果公开展示

活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能够吸引人们关注，使人们及时了

解，并能运用到生活中来。各产业应当加强沟通，以合作共

赢为宗旨，资源共享、加快发展 [6]。

突出中央企业的带头作用，提升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加大中央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升级研发支出的结构，与高校

加强以“卡脖子”技术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加强创新攻关能

力。落实专业人才政策，为协同攻关提供有力要素支撑创新

能力，加大力度培养和激励高端人才。与此同时，要实行有

关人才细分的战略计划，培育一批有浓郁的科学基础、强大

的工程能力、专业的综合素养的高科技复合人才。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是破解

当前京津冀三地发展落差大、科技转化率低、信息传输业差

距严重等问题的关键。对此我们倡议：应该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提高创新能力，各企业之间增强沟通能力，减少垄断的

局面，建立良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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