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京津冀協調發展主要進展
■交通基建一體化：北京新機場開工，京昆高速淶水至北京段通
車，京津冀城際鐵路公司成立，河北與天津組建渤海津冀港口
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生態環保合作：京津冀實行生態環境信息共享、生態過渡帶共
建，京冀啟動跨區域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

■產業轉移合作：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等批發市場轉移至津
冀，北京凌雲化工整體搬遷至河北邯鄲，北汽集團在河北黃驊
整車項目建成投產，京冀共建曹妃甸現代產業試驗區，津冀共
建邯鄲涉縣天鐵循環經濟示範區。

■警務航空合作：建立全國首個警航區域合作平台，三方將在重
大安保、突發事件、反恐防暴等方面展開合作。

■衛生應急合作：簽署「京津冀突發事件衛生應急合作協議」，
建立「突發事件信息通報制度」。

■通關一體化：7月1日起北京、天津海關實現通關一體化，10月
將擴至石家莊。

■檢驗檢疫一體化：三地實施「進口直通、出口直放」政策。
■體育協同發展：推進「環京津體育健身休閒圈」建設。
■產權交易一體化：成立「京津冀產權市場發展聯盟」，建立三
地統一的要素市場。

（記者海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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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謀鑄利益共同體
協同發展一周年：交通一體化邁大步 總體規劃待出爐

多方訊息均釋放
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
展進入第二年將進一
步提速的信號。儘管
總體規劃尚未揭盅，
從近期中央及三地部
署看，京津冀三地定
位早已明確，北京首

要任務是加速轉移非首都核心產業和功能，
中央留給北京三年時間「壯士斷腕」，津冀
承接則躍躍欲試；總體空間佈局上，「京津
冀保中心區」的地位基本確定，其他城市佈
局則主張由市場選擇；一體化先行的三大領
域——交通基建、生態環保、產業轉移取得
實質進展……唯有生態補償、財稅共享等難
題尚待破解，這些是過去十多年一體化難以
推進背後的根本原因，呼聲高、分歧大、協
調難，而今隨着京津冀協同發展加速推進，
建立京津冀利益共同體提上議程。

利益分配角力制約經合
俗話說，「親兄弟明算賬，越算越親」；

而過去在京津冀，「親兄弟不算賬，心裡不
舒服」。比如去年的「APEC藍」，北京乃
至中國在世界面前贏得臉面，但付出沉重代
價的則是河北。所謂北京驅霾河北買單，河
北省官方數據稱，在APEC會議期間，河北
全境停產、限產的企業達8,430家、停工工
地達5,825處，全年河北GDP增速僅6.5%，
進入了2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作為京畿重地的河北，早就痛訴缺乏補償
機制而使其淪為經濟和政策窪地，河北在向
京津奉獻的同時，與京津的經濟落差日益拉
大。以保護水源為例，河北承德每年均向北
京供水4.73億噸，向天津供水4.7億噸。為
減少稻作用水，七年前當地實行「稻改旱」
（旱即旱田，為土地表面不蓄水的的耕地，
多用於種小麥、花生等），據稱一年就省出
了兩個西湖。雖然當地農民獲得每畝550元
的補償，但每畝地少賺了750元，這對於當
地人均年收入僅2,300元的農民來說，絕對
不是一個小數字。而在河北張家口、承德、
保定一帶的水源保護區域內，年收入在
2,300元以下多達255萬人。

經濟學家說，利益是區域合作的動力，區域經濟合作很難
深化，原因是誰也捨不得利益。北京首鋼搬遷是京津冀一體
化最早的突破，就經歷了利益分配的艱難角力。當時首鋼和
唐鋼共同出資建曹妃甸基地，北京希望稅收仍歸北京，河北
當然不願意，最後妥協的結果是京冀按照出資比例收稅。利
潤按出資比例各自提取，是企業經營慣例，稅收竟然也按出
資比例分享可謂首創，這一「怪異」的稅收分配機制，折射
出現有財政體制與行政區劃對協調發展的桎梏。

王安順：京不能獨食稅收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金碚認

為，當下京津冀應緊迫提升三地共屬於一個「利益共同體」
的意識，構築協調發展過程中的財政保障。

如今，三地對於利益共享的認識有所覺悟。北京市市長王
安順首次表態，不可能把稅收全部留在北京。未來，京津冀
協同發展加速的推動力，在於利益分享機制如何破解。

專家倡稅收共享政績聯評
對於建立京津冀利益共同體，金碚建議，三地建立財政稅

收的共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三地之間的替代收入和轉
移支付。不僅如此，建議中央對三地政府的政績考核實施
「聯評制度」，對三地的經濟發展、環境和公共服務表現賦
予一定程度的連帶責任，「如果河北地區經濟不好了，北京
有責任，天津也有責任；如果北京氣候不好了，當然河北和
天津也有責任」。而三地之間的財政稅收也應
嘗試。惟有在政績考核上設計機制，才能確保
三地政府進行協調合作時「足夠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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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孔榮娣河北報道）
設在河北曹妃甸的首鋼京唐鋼鐵聯合有限責任公
司有這樣一對夫妻，可謂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
的見證者。兩人都是河北石家莊人，分別在東北
和北京讀大學，工作都落腳河北唐山曹妃甸。
畢業於東北大學機械電子工程專業的張建峰，
2008年正式簽約首鋼集團。他介紹，當時正趕上
首鋼搬遷，考慮到專業很對口，曹妃甸這個名字

很有詩意，而且還是沿海地段，沒多想就欣然前
往。來了曹妃甸，張建峰傻眼了，遍地是荒無人
煙的灘塗，而當時的首鋼為打造「新家」，正在
馬不停蹄的吹沙造地。
轉眼六七年過去了，首鋼京唐公司已成為國內

首屈一指的循環經濟示範區，曹妃甸也以其優越
的區位優勢和得天獨厚的發展環境，吸引大批項
目集中落地，變身一座工業新城。現在，張建峰
的愛人韓娜也選擇在曹妃甸工作，兩人在曹妃甸
購置兩套樓房，把父母也接了過來，全家都變身
「曹妃甸人」

曹妃甸承載19央企京企
以首鋼搬遷為序幕，曹妃甸已成為迄今為止北

京產業外遷最大的承載地，目前共有19家央企和
北京企業落戶曹妃甸，總投資達1,446億元。
在河北省長張慶偉看來，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河

北當前面臨的最重要機遇，要搶抓機遇、找準定
位、主動作為，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推動京津冀協
同發展。
北京大紅門市場將遷至保定白溝，北汽有限公

司將整體搬遷至滄州黃驊，北京生物醫藥產業園
落戶河北滄州渤海新區，北京中關村科技園管委
會與石家莊市政府簽訂共建集成電路產業基地的
合作框架協議……越來越多產業密集落地河北。
此外，京津冀三地海關、僑聯、旅遊部門、文
化部門、交通部門、衛生醫療機構、氣象部門、
環保部門等多部門更深層次的合作也紛紛展開。

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漢語拼音Jing、Jin、Ji均以J為首，既像兄弟，又像是三者的地緣關係——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但長期以來，由於行政體制機制和觀念的束縛，三地的合作發展受到制約。一年前的今天（2014年2月26日），J姓三

兄弟終於迎來加強關係的重要契機——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擔負打造中國新的

增長極的重任，亦由此被稱為習近平親自推動的「一號工程」。戰略實施一年來，三地交通、環保、產業轉移等領域向一體化

邁出的步伐比過去十幾年還要大；但是，千呼萬喚的總體規劃仍未出爐，生態補償、

財稅共享等制約區域發展的根本難題至今未解。2015年，隨着「京津冀協同發展

規劃綱要」將落地，建立京津冀「利益共同體」是加速推進過程中亟待攻克的

新難題，也將是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出謀劃策的焦點議題。

■香港文匯報北京、天津、河北連線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明天津報道）2013年以
前，天津機場客流從未達到過1,000萬人次。2014
年 8月，天津機場擴建完工，年吞吐能力達到
5,000萬人次，數倍於實際運量，大而無當，處境
尷尬，出路何在。與此同時，相距150公里的首都
機場長期人滿為患，年吞吐量已超過設計運力的
8,200萬人次以上。一邊是吃不飽餓得慌，一邊卻
是吃多了撐得慌。京津冀一體化的實質推進，為
天津機場化解尷尬提供了良方和契機。提供乘機
方便，構建「地空聯運」，分流北京客源，吸引
河北客源，成為天津機場的唯一出路。

設異地候機樓 客量增超兩成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許多京冀旅客到首都機
場乘機，比到天津機場更遠。為了吸引這部分客
流，早在2011年，天津機場就在河北的滄州和黃
驊分別建起了兩座「異地候機樓」，但此後的兩
年裡，由於行政壁壘等各種阻力，這項「分流工
程」停滯不前。
去年，乘着「協同發展」的東風，按照「承接

北京航空需求」的「一體化」方略，天津機場不
僅在河北的廊坊、保定、唐山、白溝、勝芳建起
了5座「異地候機樓」（今年計劃有秦皇島、北戴

河），還成功登陸北京南站（京津城際鐵路的始
發站），利用巴士、城鐵等交通工具實現了與天
津機場的「無縫對接」。
家住北京南城的蕭女士由於工作關係，需要經

常往返於台北與北京。天津機場北京南站候機樓
啟用後，她可乘京津城際半小時，再乘大巴半小
時到達天津機場，乘搭直飛台北航線，「比去首
都機場要節省時間，而且機票還便宜不少。」蕭
女士說。
2014年，天津機場客流量同比增長20%以上，
增幅全國第一，而增量部分的旅客大部分來自京
冀，其中為首都機場分流旅客140萬人次。從「一
體化」層面說，「資源共享」、「市場共享」的
大交通格局正在形成。隨着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的
不斷完善，今後的分流量還會大幅增加，既減輕
了首都機場的壓力，也為京冀旅客的出行提供了
更多便利。

京津冀聯手 加快交通一體化
區域內協調發展，交通是關鍵。而最便捷的中

短途交通方式首推城際鐵路。2005年，國家發改
委批准了京津冀城際軌道交通規劃，總里程710公
里。10年過去了，除了120公里的京津城際趕在

北京奧運會前建成通車外，其他的還都停留在
「紙上談兵」階段。京津冀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
略後，不僅將原有的規劃大幅調整到3,700公里，
而且多條線路已進入開工建設階段。
2014年12月30日，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及中國鐵

路總公司在北京簽署協議，成立京津冀城際鐵路
投資有限公司，聯手打造「軌道上的京津冀」，
是自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確定為國家戰略以
來，三地政府聯合投資的最大實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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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城際鐵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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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峰、韓娜一家在曹妃甸落地生根。
本報河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