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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1》显示，
2013-2019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指数
增长迅速，协同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其中
北京的协同创新指数保持高速增长，是
三地中增长最多的；天津的协同创新指
数稳步增长，从2013年的440.48增长到
2019年的506.86，增长了15%，而河北的
协同创新水平取得明显进步，协同创新
指数从100增长到295.40，增长了195%。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1》是有
关部门委托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研
发的用于动态监测和评价京津冀协同创
新发展状况的指数体系。《京津冀协同创
新指数 2021》在界定区域协同创新的概
念内涵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协同创新的
目标为导向，按照数据可连续获取的原
则，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的指标
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 5 个一级指标，
分别是创新能力、科研合作、技术联系、
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以及11个二级指
标、22个三级指标。

基于指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创新指
数 2021》分析了 2013-2019 年京津冀协
同创新指数发展趋势，并从省级层面和
地级城市层面对京津冀内部的协同创新
水平和各一级指标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京津冀科研合作网络
快速生长，地区间产业活动更
为活跃

基于对各一级指标的结果分析，《京
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1》总结提出了京
津冀协同创新取得的主要成效，主要体
现在研发经费稳步增长等六个方面。

研发经费稳步增长，北京研发投入
水平全国领先，基础研究日益得到重
视。京津冀的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
重从 2013 年的 3.22%上升到 2019 年的
4.19%，高于同期的江苏、浙江与广东。
其中北京从2013年的5.98%增加到2019
年的 6.31%，继续保持全国排名第一的
领先优势。2019年，北京基础研究经费
支出比重为 15.9%，高于上海 8.9%的比
例，更远高于全国 6.0%的比例，正在接
近发达国家水平。

创新产出迅速增长，北京高科技论
文发表量全球领先，原始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京津冀SCI、SSCI和A&HCI论文
数从 2013 年的 171177 篇增长至 2019 年
的 238743 篇，增长了 39.5%。专利申请
数从 2013 年的 171248 件增长至 2019 年
的 408327 件，增长了 138.4%；北京高水
平科技论文增长迅猛，“自然指数”排名
全球第一。北京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
入，标志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科研合作网络快速生长，网络密度
不断提高，形成以京津为主轴，京保石为
次轴的结构。京津冀论文合作关系总数
从 2013 年的 60 增加到 2019 年的 78，城
市间关联度不断提高；网络密度呈现持
续增长态势，2019 年网络密度为 1.000，
与 2013 年的 0.769 相比，提高了 30%；平
均 路 径 长 度 从 1.231 下 降 到 1.000。
2013-2019年京津冀科研合作网络结构
较为稳定，北京与天津双核地位显著，京
津合作仍是网络生长最为重要的动力。

技术合作网络日益完善，技术交易
总量增长迅速，京冀技术合作大大加强。
2013-2019年，北京与天津、河北的技术
交易项数及成交额均快速增长，京冀技
术交易项数从2564项上升为3880项、技

术交易额从 34.91 亿元上升为 251.34 亿
元，分别增长了51.3%和620.0%。

地区间产业活动更为活跃，北京产
业外溢效应明显，产业分工日益清晰。
2018年末，京津冀法人单位在区域内跨
省（市）的产业活动单位达到1.6万家，占
区域内产业活动单位总量的 5.5%，比
2013 年末增长 180.2%。北京有序疏解
非首都功能，产业发展服务化、高端化、
生态化态势显著，与此同时河北和天津
积极承接北京市的部分产业转移，三地
间的产业定位与产业分工日益明晰。

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提升，创新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有力支撑区域协调创
新。京津冀的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环京津地区高等级公路基本实现
了全范围的覆盖。高铁网络建设进展顺
利，“轨道上的京津冀”初步形成。北京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金融管理中心、
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国内外金融机构和
组织聚集地，强大的金融实力为科技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三地仍需加强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链接，打造区域性
科创走廊

《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 2021》显示，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推进过程中，仍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合作强度与城市等级
及地理距离相关，“富人俱乐部”效应是
影响技术合作的主要因素。2013-2019
年间，专利合作数量的增加主要有两个
维度，一个是北京与天津、石家庄这三个
创新枢纽间的合作，另一个是北京与周
边地区的就近合作，如与廊坊、保定、沧

州的合作专利数量增长明显。合作专利
数量减少的地区主要为与北京距离较远
的城市，例如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南部
的衡水、邢台、邯郸等。

另一方面，北京市创新成果大部分
在津冀地区以外转化，对津冀的辐射引
领作用有待提高。2019年，北京流向津
冀技术合同4908项，成交额282.8亿元，
比 2018 年增长 24.4%，但仅占北京流向
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9.9%。北京
市创新资源的结构和津冀的产业结构不
够匹配，创新链和产业链缺乏有效链接，
导致北京市的创新成果大部分在津冀地
区以外转化。

基于以上分析，《京津冀协同创新指
数2021》建议，未来在继续发挥北京的创
新优势、强化北京对津冀辐射带动作用
的同时，需要加快提升天津、石家庄、保
定等重要节点城市的创新能级，形成一
核带动、多级联动的京津冀科技合作网
络；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内部的高铁、高速
等基础设施网络，压缩时空距离，以区域
间高速交通体系支撑京津冀各类要素的
无障碍高效流动，降低科技合作的交易
成本，延伸京津冀科技合作的空间范围；
围绕科技合作网络布局高技术产业合作
网络，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链接，通过
高技术产业的跨城市分工合作，带动各
城市的经济发展，缩小城市间的经济发
展差距，进而促进城市间科技合作，形成

“科技合作带动产业分工，产业分工促进
科技合作”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发挥中
关村示范区的核心作用，通过在北京市
域和周边地区的重要节点布局高技术产
业转化集群，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构建

“三城两翼一区”协同创新模式，打造区
域性科创走廊和“京津雄”创新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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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2021》显示，2013-2019年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显著提高
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不用跑北京，在家门口
也能挂上顶级专家号

3 月 1 日晚 6 时许，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中国国际神
经科学研究所脊柱中心主任菅凤增又
一次从北京西站乘上高铁，1个多小时
后抵达石家庄站。

第二天上午7时，他早早来到宣武
医院河北医院，为 3 例疑难手术做准
备。这3例手术中，有一例是高难度的
颅颈交界处椎管内外巨大肿瘤切除术。

做完最后一例手术，已是当晚 10
时以后。次日一大早，他还要坐高铁赶
回北京。这样的工作节奏，已成为菅凤
增的工作常态。这，也是很多宣武医院
河北医院专家的工作常态。

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河北医院正式获批，由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作为输出医院，河北医大一院
作为依托医院，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从2021年12月14日起，20多名全
国知名专家入驻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标
志着这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我省正
式投入运营。

王玉平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内科首席专家、宣武医院河北医

院院长。每周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
河北医大一院二楼的神经内科专家诊
室。如今，越来越多的省内患者慕名
求助于他。这些患者大多属于疑难病
例，有的甚至用拉杆车携带着厚厚的
病历和检查结果，在医院人群中特别
显眼。

来自邯郸的小虎今年 5 岁，出生 8
个月后智力发育停止，出现被动点头、
抽搐等典型的脑神经异常症状。父母
带着孩子在省内省外大小医院跑了十
几家，始终不能根治。这次能在石家庄
挂上王玉平这样的北京顶级专家号，小
虎的父亲十分感慨，连说“太幸运”。

北京大医院多，好大夫多，有了大
病或疑难杂症，不少河北人会到北京去
看。进京病号多了，北京的医院压力巨
大，停车难、挂号难、住院难的问题由此
而生。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挂牌后，北京
专家来到石家庄，百姓看病不用像以前
那样折腾了。

专家们每周定期出诊、手术、查房、
讨论病例，并指导医院的学科建设、科
研攻关，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在这里得到
辐射，越来越多河北患者不出省就能享
受到与宣武医院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据统计，从 2021年 12月 14日到今

年 3月 1日，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已累计
接待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门诊患者
24016人次，住院患者2075人次。

对标宣武医院，神经专业
力争跻身“国家队”

在石家庄市东岗路和翟营大街西
北角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内，我
省首个5G病房综合楼东西两侧的旧楼
已被拆平，施工车辆正在平整土地，为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新大楼建设开工
做准备。

河北医大一院党委书记、院长赵增
仁介绍，当前，他们正在加快推进区域
医疗中心项目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争
取 3 月底开工，年底实现主体出地面，
2024年年底前正式交付使用。

新建的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总建筑
面积 93500 平方米，规划床位 1022 张，
赵增仁将其视作“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
大事”。“我们将以建设高水平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为抓手，全面对标宣武医院，
努力实现神经专业领跑省内，跻身‘国
家队’。”

今年，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将进一步
完善管理架构，加快学科建设顶层设
计，在神经外科设立脑血管病、神经脊

柱脊髓与外伤、神经肿瘤与功能、神外
重症等亚专业，神经内科设立心身疾
病、癫痫与睡眠、脑大血管病、脑小血管
病与神经退行性疾病、认知障碍、感染
与免疫、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眩晕、神内
重症等亚专业，提升整体核心技术
水平。

细分亚专业是大势所趋。王玉平
表示，传统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分类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一个
疾病组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工具层出
不穷，很难全面掌握，所以必须细分亚
专业。今年，他们将加快诊疗中心建
设，建设神经脊柱中心、癫痫中心、帕金
森与运动障碍中心、脑血管病中心等四
大中心，努力创出品牌与特色。

北京专家的到来，将为我省培养
一大批医疗卫生人才。今年，宣武医
院河北医院将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加
快人才培养与引进，探索宣武医院与
河北医大一院人才共同培养新模式。
科研教学工作上水平，力争在博导、硕
导数量上再有突破，建立“脑功能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大力推动研究成果转
化。同时，充分利用宣武医院国家神
经疾病中心的平台，进行科研嫁接和
科研合作。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与河北医大一院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河北辐射
河北日报记者 李 巍 通讯员 刘英志

▶图为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副院长
汤劼（左三）正在进行脑干肿瘤切除手
术。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宇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刘光宇）2021年，
省工信厅会同省商务厅等省直单位，在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对接形式，联合京津工信部门，
深入开展汽车、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京津冀产业链系列
对接活动 27场次，初步建立起国家部委、专业机构与三
省市产业主管部门合作共谋产业发展的“部、省、院共建”
模式，推动了中电科 MEMS 传感器产业创新基地、航天
科工数据中心、国富新型数字融合产业基地等 570多项
高端高新项目签约，促进了三地产业链共建、供应链共
享、价值链共创。

形成了多领域跨界融合，合力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
发展的良好态势。横向看，系列对接活动推动了京冀汽
车、应急等产业链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三地共同签署《打
造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示范区框架合作协议》，京
津冀工业互联网供需对接平台上线。纵向看，活动促进
廊坊、张家口、唐山、秦皇岛等市充分利用协同发展重大
机遇，加快汽车、大数据、冰雪装备、应急、康复辅助器具
等重点优势产业迅速发展。

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签约履约。雄安央地合作座谈
会上，雄安新区与中国电建等9家央企签署项目合作（意
向）协议，项目金额超 500亿元；唐山国际应急产业大会
共有16个项目签约；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共签
约数字经济重点合作项目 187个，其中京津冀合作项目
50个，投资近500亿元。

吸引了国内外顶尖专家、行业精英对京津冀产业协
同的关注支持。据不完全统计，27场次产业链对接活动
融汇了 5G、应急、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不同领
域的中外业界精英超百人。他们围绕加强京津冀产业协
同、打造重点合作产业链条等议题献计献策，全方位探讨
促进区域重点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方法、瓶颈
痛点和解决方案。

提升了河北在三地未来产业协同中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三地工信部门共同编制《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规
划（2021-2025年）》，基于工业互联网协作，密集举办专题
对接活动7场次，联合编制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示
范区建设方案，争取打造国家级示范区。保定、廊坊、邢台
等市主动作为，遴选大数据、汽车、食品、家具等重点优势
产业，开展专场精准对接，主动融入京津产业供应链条。

打造了一批特色产业对接平台。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
业创新大会经过四年打磨，已成为多个部委共同指导的国
内唯一康复辅助器具专业展会；中国·唐山国际应急产业
大会建立的全国应急产业大数据平台“易应急”，致力于打
造“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物流链”四链服务生态。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从省邮
政管理局获悉，“十四五”期间，我省将
优化快递空间布局，着力构建“一圈、两
带、两支点”基础网络布局。

“一圈”，即构建环京快递服务
圈。发挥廊坊、保定、承德、张家口区
位优势，主动承接快递物流北京非首
都功能转移，推动企业总部在河北建
设快递物流基地和集散中心，构建环
京一小时通达快递服务圈。发挥张承
地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优势，服务
北京“菜篮子”工程，打造环京绿色农
产品三小时供给快递服务圈。

“两带”，即建设京南、京东南（环
渤海）快递产业带。依托纵横交织的
高速和铁路交通优势，建设北京—雄

安新区—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京南快递产业带和北京—廊坊—唐
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京东南（环
渤海）快递产业带，精准对接各市优势
产业，助力河北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
要基地建设。

“两支点”，即依托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形成航
空快件和跨境快递服务两个支点。吸
引主要国内品牌快递企业在廊坊临空
经济区建设华北区域总部、集散中心
等，形成产业集聚。开辟国际国内航
空快递专线，支撑跨境电商发展。在
冀南、冀北分别建设1至2个区域性仓
储配送基地，合理布局一批规模大、辐
射能力强的快件集散中心。

“十四五”期间

河北将着力构建环京快递服务圈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
王宝松）近日，京津冀建筑垃圾违规跨
省（市）运输专项治理联席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

自今年1月京津冀三地建立建筑
垃圾偷运乱倒整治工作联动机制以
来，北京市城市管理部门共开展市级、
区级督导检查或执法 305 次，下达重
点案件督办通知53件，向河北移送问
题线索 4 件，向天津移送问题线索 1
件，累计查处违规行为3227起。

天津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建
设、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生态环境等
部门组织联合检查，对建筑垃圾违规
运输、处置等行为进行治理。截至目
前，市级巡查项目38个，出动人员128
人次；各区开展联合夜查 24 次，巡查
项目点位900余处。严格落实建筑垃
圾处理（利用）场所登记报备制度，排

查梳理建筑垃圾处理（利用）场所 68
个，取缔非法渣土消纳窝点3处。

河北省环京津各市城市管理部门
会同公安、交通、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
统一部署，自1月6日零时发起“零点行
动”，在京津与河北交界的高速公路、国
省干道现有执法检查站蹲点值守，对出
入京津冀关口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逐
车逐人进行检查。截至目前，环京津各
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8997人次，累计
排查车辆12531辆。同时，河北省住建
厅要求全省各市县开展建筑垃圾清理
整治工作，对排查发现的垃圾堆积问题
建立台账，责成属地政府限期清理或采
取资源化利用措施消除环境影响。

会上，三地还交流了加强建筑垃
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完善建筑垃圾
处理设施规划布局、规范建设管理建
筑垃圾堆砌地等工作。

三地联动整治建筑垃圾偷运乱倒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朝丽 通讯
员吴兆军、武东东）3 月 18 日，河钢邯
钢大型轧钢厂内轧机轰鸣。“这是为津
兴城际铁路轧制的第二批 60N 规格
U71MnG 百米高速轨。”该厂技术员
付鹏介绍说，第一批4100吨已全部装
车发运，产品表面质量、尺寸外形等性
能均满足标准要求。

津兴铁路是廊坊市境内一条连
接胜芳站与固安东站的城际铁路，与
津保铁路天津西至胜芳段、北京城际
铁路联络线固安东至大兴机场段共
同构成天津西至大兴机场的通道，预
计 2022 年 12 月底开通。该路段共需
11856.04 吨百米高速轨，全部从河钢
邯钢分批采购，剩余的 7700 多吨计
划 在 今 年 3 至 5 月 份 完 成 生 产 与
发运。

为保证产品质量，河钢邯钢大型
轧钢厂和技术中心重轨研发团队制定
了详细生产技术及发运方案，按照高
尺寸精度、高平直度、高表面质量轧制
要求，采用自主研发设计的“全万能轧
制工艺”，优化钢水冶炼、铸坯工艺提
高钢水洁净度和铸坯均质度，强化轧
机导卫装配精细化控制，提高轧制尺
寸精度等技术手段，使钢轨各性能指
标均达到标准要求。

目前，河钢邯钢已开发了符合我
国国家标准、欧洲标准、美国标准等多
个规格、牌号的钢轨产品。其中，
60E1、54E1规格350LHT/260钢种，是
我国首家获得欧盟 TSI 证书的产品。
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铁路干线、铁路
专用线和城市轨道等项目，还出口巴
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河钢邯钢百米高速轨
将 铺 上 津 兴 铁 路

日前，我省首个神经疾病会
诊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河北医院神经疾病会诊中
心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
立。未来，这里将汇集国内神经
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会诊。

宣武医院河北医院是“十四
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
委等有关部门推行的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第二批试点项目，也是
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具体举措。该医院的设立，将
大大满足我省及周边患者的就
近诊疗需求，缩小京津冀区域间
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的差距，减
少患者往返奔波和重复检查，缓
解看病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