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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编者按：鸟随鸾凤飞腾远。如果把京津比作鸾凤，那么首都经济圈就是策动鸾凤起

飞的风云大势。近日，京津冀一体化再传利好，被外界广为关注的首都经济圈规划新方

案已经初步确定，“1+9+3”新方案的编制工作正由国家发改委加紧制定中，有望在 2013

年底之前出台。随着“大七环”、新机场等相继开工，业内专家提醒，推进京津冀区域一

体化，加快首都经济圈建设，仅靠行政手段远远不够，经济力量仍是主要力量，而产业联

动格局是市场本身的选择结果，并不能单单靠行政手段解决。

“ 首 都 经 济 圈”的 概 念 一 直 是“ 雷 声 大、雨 点

小”，不过，被称为“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的首都经

济圈发展规划目前有了加速进展的信号。有报道

称，首都经济圈的方案可能是“1+9+3”模式，即北

京+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

岛、衡水、沧州、石家庄+天津的宝坻区、武清区、蓟

县，而衡水、沧州、石家庄成为河北省最新被纳入的

3 个城市。

不过，上述方案并不是最终版本，国家发改委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日前表示，

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仍在编制过程中，并无具体时

间表。不过，北京“大七环”规划的出台、首都新机

场的建设以及河北省委提出的打造环京津增长极

发展战略都表明，首都经济圈规划呼之欲出。

概念的提出一波三折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及周边城市就被划为

“环渤海经济圈”，而且处于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

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珠三角”和“长三角”概念

的深入人心，“环渤海经济圈”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到了 2004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

圈区域规划编制，但因京津冀三地存在分歧，规划

未能出台。随后，突出北京核心地位的首都经济圈

概念出现在 2011 年版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当中。

此后，建立首都经济圈的呼声又沉寂了一段时

间，直到北京提出“大七环”概念后，首都经济圈概

念再次被热炒，仿佛在一夜之间，各种政策支持、项

目规划出现在世人面前。

北京、天津、河北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当首都

经济圈拥有了天津的出海通道，其在扩大对外开放

和贸易，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和金融中心等方面

都会起到很大作用。河北省和北京的旅游资源都

很丰富，将这些旅游资源整合，可以成为我国一大

国际旅游中心地区。此外，京津冀人口密集，一旦

整合，在这样的经济圈构成实施中，其交通网络特

别是高速公路，可以形成紧凑的布局。

“京津冀的一体化首先为服务业提供了极大的

发展空间，虽然北京在服务业方面走在了前面，但

是天津、河北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其次是城镇

化的基础建设。由于环北京的区县很多地方经济

不发达，借助这个概念，可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是交通等综合体系建设。”会泽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

首都经济圈的建设有助于产业升级。河北以高

耗能、易污染的重工业为主，经济圈概念的提出可以

使河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

业或者医药等生物产业。另外，河北还能够为一些

在北京、天津的大公司提供产业园区服务。在上述

研究员看来，经济圈成立后，三地的产业结构肯定会

发生变化，如何重新定位产业结构，如何使产业形成

互补效应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许多专家认为，只要北京发挥首都优势、政

治文化优势，天津发挥沿海经济开放优势，河北发

挥传统工业能源资源优势，合理调配互相的资源，

一定会在良性的竞争环境下解决很多难题。

此外，首都经济圈的重要作用是带动北京周边

贫困带的发展。据相关资料显示，河北省环绕京津

的区域有 24 个贫困县，涉及 200 多万贫困人口。为

此，河北省分别与北京和天津市签署了区域合作框

架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着力打造首都经济圈，加

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共促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双核”启动难协调

首都经济圈概念看起来很美，实现这一目标遇

到的困难也不容小觑，根本原因在于京津冀三地虽

有合作意愿，但是谁都不愿意牺牲部分利益。在此

前的规划中，河北仅被定位为京津的“米袋子”和

“菜篮子”，而河北不想只做“菜篮子”，也想参与其

他竞争，发展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等。

业内人士指出，京津冀不像长三角都市圈那样以

上海为火车头，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一体化协调发

展，京津冀的协调性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中可以说是

最差的，其原因在于“双核”问题，北京是政治文化中

心，天津为经济中心，而河北则较为落后。“两强+一

弱”的格局在协调上很难平衡发展。行政体制的束缚

也一直是河北省参与京津冀一体化的瓶颈。以交通

为例，河北省目前与京津还处于“对而不接、近而不通、

通而不畅”的状态，这直接影响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

相关业内人士对记者说，经济圈能否成功建立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因素：第一，北京的地位过于

特殊，北京是首都，因此与其他地方相比享受了更

多特殊权利，所以如何平衡北京与其他地方的利益

是重点。第二，天津是直辖市，是否甘愿放下身段，

与河北的贫困地区进行合作。第三，河北的经济过

于单一，重工业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河北要进行产

业升级、改变产业结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

河北有详尽的规划和具体的措施。第四，北京、天

津、河北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能否起到推动河北贫

困地区发展的作用有待观察，而且，三地政府官员

的行政级别也不同，势必使合作增加难度。最后，

三地都是人口众多的地区，所以资源的配置、人口

分布等现实问题不能忽视。

有 媒 体 这 样 评 价 首 都 经 济 圈：谁 是“ 带 头 大

哥”，“带头大哥”的当法，如何妥善摆放“京津”双核

等等，这些问题没有明确之前，“首都经济圈”也罢，

“环首都经济圈”也罢，“京津冀一体化”也罢，只能

暂时停留在“设想”和“规划”阶段。

首都经济圈的价值非比寻常，所以需要对症下

药：一是可以让国家层面牵头，出台京津冀常态的

协调机制，推动京津冀和首都经济圈的规划提速，

推动区域合理分工。二是要通过改革，弱化行政层

面对于市场一体化的干预力量，发挥市场的主导作

用，加速京津冀的融合。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和社会

保障的一体化建设力度，力争京津冀从社会建设、

交通设施等方面扫清障碍，便于未来其他要素在区

域内更有效率、更快捷地流动。

首都经济圈的喜与悲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都经济圈规划还未出

台，交通规划已经上马。北京“大七环”即将开工建

设，接驳京秦、京哈、京港澳、京昆等 11 条高速公路，

将大大降低河北省与北京之间的交通成本，加速京

冀两地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开启同城化时代。

据记者了解，北京“大七环”，也就是规划建设

中的“大外环”，全长约 940 公里，计划 2015 年通车。

届时，北京将形成由密涿高速、张涿高速、京承高

速、京化高速、张承高速共同组成环绕北京市的高

速路段，形成北京的“大外环”。目前，河北省境内

已建成通车路段全长约 445 公里，连接廊坊、涿州、

涞水、张家口、承德、唐山等市县，另有多段道路正

在建设中。届时，河北将有京承、密涿、承平、京秦、

京哈、京台、大广、京港澳、京昆、京新、京藏 11 条高

速直达北京。

不过，北京路段还未施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七环”北京段还没有立

项，还处于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交通委与河北方

面洽谈的阶段，目前刚刚签署有关合作意向。具体

如何实施，公路属于何种等级、如何设计、如何拆迁

等等细节问题还未明确。

此前，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北京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安顺曾赴河北省考察，并签署了《北京

市—河北省 2013 至 2015 年合作框架协议》（下称《协

议》），包括 7 个重点合作领域，其中，着力打造首都

经济圈排在第一位。同时，《协议》提到，加快环首

都经济圈的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包括尽快就涿

州-北京新机场-廊坊城际铁路、京九客运专线开展

前期工作；双方开展轻轨合作项目前期论证研究，

综合考虑、积极推进利用轻轨、城际铁路和市郊铁

路等多种制式逐步解决北京与三河、燕郊等地间的

轨道交通问题；推进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建设，

尽快形成环北京的高速通道。由此可见，交通成为

两地合作的重中之重。

而业内人士认为，真正与北京无缝对接的小镇

目前还远未形成，交通条件便是制约之一，无论是

“大七环”还是“大外环”，交通改善都有利于缩短环

京城镇与北京的距离，有助于北京扩大腹地。

亚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认为，“大七环”不仅仅

是一个交通概念，还是区域城市整合的一个载体。

她说，由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类优质资源集

中，因此人口聚集效应尤为明显。这意味着北京的

产业转移与分流势在必行，而北京周边七环沿线的

河北各区县则成为城市外移的最佳选择。一旦承接

了人口与产业的外溢，河北环京城镇也将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尤其是“大七环”建设缩短了这些城镇与

北京的距离，交通沿线楼市的价值和需求都将得到

大幅提升。

另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官员近日透露，首

都经济圈建设将逐步取消区域内的行政关卡、收费

关卡等跨区障碍，使区域内商贸、物流、旅游和金融

服务实现联动互通。这也为北京至天津、河北等地

的交通提供了便利通道，有助于北京多条高速公路

和国道向经济圈扩散。

“大七环”缩短
环京城镇与首都的距离

首都新机场的开工，为河北提供了规划临空

经济区的机遇。

据记者了解，新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

镇南各庄与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白家务接壤处，

规划占地面积为 3029 公顷。对此，目前，北京大

兴区，河北保定市、廊坊市及其下辖的固安县、永

清县等县城都希望在临空经济上有所作为。

据悉，河北省的临空经济区分三个区域：第

一个是核心区，大体是环绕空港的区域，包括 240

平方公里，其中，廊坊 220 平方公里、保定 20 平方

公里；第二个是集聚区，基本上是把廊坊和霸州

以北的地区都划了进来；第三个是辐射区，大概

有将近 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囊括保定的北部和

东部以及廊坊除了“北三县”（即三河市、香河县、

大厂县）以外的全域。

据了解，在河北省临空经济区的廊坊部分，

未来将形成 5 条高速公路、2 条城铁、1 条轨道交

通 为 主 体 的“521”交 通 网 络，其 中，5 条 高 速 公

路包括已经建成的大（庆）广（州）高速以及正在

建 设 和 规 划 的 密（云）涿（州）高 速 、（北）京 台

（湾）高 速、唐（山）廊（坊）高 速 等；两 条 城 际 铁

路是涿（州）廊（坊）、（北）京九（龙）客运专线；

一条轨道交通是指规划之中的新机场轨道专线

延伸至廊坊。

按照河北省的要求，从保定市通往北京新机

场的公路已有 14 条之多，保定市还在谋划建设一

到两条轻轨，目标是打造“30 分钟交通服务圈”。

此外，河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民航

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为临空经济

区 提 供 了 政 策 支 持。《意 见》明 确 提 出，未 来 10

年，河北民航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本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统筹

规划、全面推进，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加

快机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民航企

业，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加快提升临空经济

的规模和水平，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把民航业打造成全省重要的支柱和

先导产业。

首都新机场开工
河北临空经济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