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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下共下““一盘棋一盘棋””
京津冀高新区协同发展开新局京津冀高新区协同发展开新局

区域协调发展，平衡点和面的关系是其中

要义。既抓重要问题、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

抓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突破

带动全局。

一年来，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在点面结

合上不断探索，力图打开京津冀三地高新区合

作新局面。

点开“京津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地图”，京津

冀 9 家高新区五大类创新资源共 337 个集中呈

现，实现京津冀三地科创服务信息一眼可见“坐

标轴”、一键可查“电话簿”、一步即达“精准位”。

为协同发展“精准导航”，这只是联盟年度

成绩单上的一个小小突破点。

推出 1 个标识、上线 1 份地图、举办 28 场交

流活动、促成 156 项科研合作、推动 320 个企业

项目落地；“建设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写入

《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方案（2024-
2027年）》……

2024 年 11 月 28 日，在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

盟 2024 年年会暨第二届会员大会上，联盟晒出

年度协同发展亮眼成绩单。

联盟轮值秘书处，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

委会协作处处长李俊峰具体介绍道，推动协同

发展共下“一盘棋”，一年来，联盟积极构建合作

对接平台，加速创新要素在三地顺畅流动。

例如，举办 10场火花行动，促进京津冀项目

签约 34 项，天津滨海高新区面向京津冀创新主

体提供科研仪器共享、芯片封装检测、产学研合

作达 120 项以上。石家庄高新区征集企业在清

北等京津高端创新资源对接方面需求 50 余项。

保定高新区举办知名院所“双向奔赴”活动，与

北京大学、北航、北邮、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产

业联盟等开展科技成果对接，联合打造了区域

创新平台、保定工作站和校外实践基地。

一年来，联盟积极营造协同发展生态，推

动传统产业升级，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齐

头并进。

例如，北京经开区、天津滨海高新区、燕郊

高新区、沧州高新区联合签署《京津冀 G2 产业

创新走廊合作倡议》，天津滨海高新区与沧州

高新区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在成果转化、

“飞地”经济、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唐山

高新区建立首个面向京津冀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领域的科技类服务平台，百川机器人共享制

造工厂为京津冀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技术、场

地、设备人才服务，启动“共建京津冀机器人+
产业园合作”。衡水高新区联合成员单位发布

《京 津 冀 国 家 高 新 区 联 盟 数 实 融 合 发 展 宣

言》。承德高新区建立跨区域链长制，联手绘

制氢能、生物医药、高端仪器装备 3 条重点产业

链图谱，推动产业协作由“施工图”变成“实景

图”。

一年来，协同发展共下“一盘棋”开花结

果，一批项目纷纷落地。

天津滨海高新区推动落地京冀企业超过

100 家，全力推动天开华苑科创园建设，新增注

册京冀企业 40 余家。石家庄高新区招引京津

项目 36 个，总投资额 111.555 亿元。保定高新

区举办“聚保定、创未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

最终 8个项目获奖，4个京津项目落地。承德高

新区引进京津签约项目 10 个，协议投资额 8.5
亿元；重点京津在谈项目 18 个，投资额约 107.3
亿元。唐山高新区引进上海长膳智能、江苏南

大电子等机器人企业 69 家。燕郊高新区签约

落地威斯坦 3D 打印设备及产业服务基地、远

东电子集成电路研发与芯片模组制造等 22 个

项目。沧州高新区引入中试转化项目 18 个，完

成转化 9 个，注册企业 10 家。衡水高新区完成

山东兆契智能工业机器人、上海匡建仪表等 30
余家企业注册落地。

“按照《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 2024 年计

划》，通过强交流、搭平台、促项目，以园区合作

为纽带，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

融合，开启了三地高新区之间有组织合作的新

局面。”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

却瓣瓣同心。

京津冀三地高新区虽然地理区位有别、资

源禀赋不同，但是共同的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地

区间协作，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和布局，培育新

增长极，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实现“一加一

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良好发展局面。

在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 2024 年年会暨

第二届会员大会上，雄安高新区正式加入，联

盟成员增至 10 家。联盟轮值秘书处的接力棒

也交到了天津滨海高新区手上。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起点之年。联盟如何带

领三地高新区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努力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我们将积极组织好联盟相关工作安排，

在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联盟建设

及品牌推广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活动。”天津滨

海高新区科技局局长邢其冬表示。

邢其冬建议，联盟要充分发挥三地高新区

的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搭平台、聚资源、拓场

景、促交流，推动各高新区之间建立合作渠

道，围绕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形

成一系列协同联动机制。

如，构建常态化交流沟通机制，推动资源

服务对接共享、科技创新协作、产业协同联

动，不断扩大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品牌影

响力，吸引更多产业创新资源、服务更多创新

主体。重点聚焦“六链五群”，推动京津冀三

地高新区科技创新成果跨区域研发转化，加

快三地高新区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

共同打造区域产业创新高地。

“希望联盟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强化协

同创新。”石家庄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丁飞燕提出诸多思路：积极探索园区

共建、双向“飞地”创新模式，推动产业协同科

创园区合作共建、信息流动、优势互补桥梁搭

建。谋划合作共设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

基金，发挥产业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加快推进

优质合作项目落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

励引导企业与京津高校院所联合共建高水平

研发平台，围绕重点领域、优势产业开展联合

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应用。推动合作共建科

技成果转化平台，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的

转化效率和比重等。

“我们要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主线，

发挥自身协同发展区位优势，争当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先锋队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

兵。”保定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马义民提出，京津冀三地高新区要以

联盟开创新格局为契机，聚焦京津冀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大目标，凝

心聚力、创新突破，完善协同创新生态，持续

推进创新主体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丰

富创新应用场景，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一流创新生态、一流营商环境，蓄积新动

能，展示新气象。

“加快攻克一批共性关键技术、转化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引进一批创新人才、培育一批

创新企业，真正打响创新生态品牌。”唐山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董学忠希望

联盟能在拓展应用场景、项目建设、研发创新

等领域提供支持，助力京津冀三地高新区实

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继续推进‘京津冀 G2 产业创新走廊’建

设工作，形成‘以高新区为节点、以培育经营

主体为推力、以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产

业链供应链协作为重点’协同局面，打造具有

示范效应的产业发展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赵春荣表示。

“正如一朵花的绽放需要长久酝酿，京津

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

为功、锲而不舍。”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相关

负责人希望，京津冀三地高新区共同深化思想

理论学习、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共同打造

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完善联盟工作机制，以

创新为引领，以产业为纽带，以联盟为桥梁，携

手并进，奋力谱写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共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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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

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

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

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先行区、示范区”。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10周年。

在工信部规划司和火炬中

心的指导下，京津冀三地国家

高新区围绕打造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谋思路、打

基础、寻突破”，于2023年11月

29日成立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努力在

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先行区、示范区的进程中走前

列、作表率。

一年来，联盟带领京津冀

三地高新区“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攻坚克难”，打破“一亩三分

地”边界，共下“一盘棋”，协同

发展有力有序向前推进，取得

显著成效，书写了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新篇章。

成果篇

“一盘棋”澎湃协同发展新动能

发展篇

长久酝酿绽放京津冀“同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