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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安全生产问题研究

王景春，　赵艳军，　田运生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三地面临着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梯度落差大、安全生

产信息不对称、安全监管无合作等现实情况，给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诸多

挑战。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结合区域经济水平与安全生产状况的函数关系，
参照珠三角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模式，探讨安全生产与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指
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并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安全生

产工作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与建议，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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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提速

阶段。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区域经济将得

到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也会随之扩大，各类风险逐

渐累积、日趋复杂，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也会日益凸显。安全生产事故往往导致大量人

员伤亡、巨额财产损失及恶劣社会影响，给生产建

设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１－２］。目前，国内学术界

对城市安全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安全和

单个城市的安全生产等方面［３－６］，关于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交

通运输一体化、环境与 自 然 灾 害 等 方 面［７－９］，而 关

于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安全生产问题研究并不

多见。鉴于此，本文针对京津冀一体化化进程中

安全生产与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并对

安全生产面临的挑战及相应对策进行相关研究。

　　一、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与 安 全 生 产 的

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安全生产的影响是全方位

的，它与三地的政治、经济、环境、资源等诸多要素

有重要的关联。分析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现状，并

通过对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及产业集群与安全生

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相关性，综合

分析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

　　（一）京津冀经济与产业现状分析

京津 冀 地 区 总 面 积 约２２万 平 方 公 里，２０１４
年区域常住人口为１．１１亿，合计ＧＤＰ总量占全

国１０．４％。它 辐 射 南 北，连 接 东 西，地 理 位 置 优

越，是我国 重 要 的 政 治、经 济、文 化 与 科 技 中 心。
在十年前，京津冀三地产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分

布特征，河北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即以钢铁、
煤炭、电力、轻工业等产业为主；北京作为政治中

心、国际交往中心、人才交流中心，主要发展科技

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以教育、文
化、科技、人才等核心资源来发展壮大第三产业；
而天津由于历史、政治等因素，工商业、制造业方

面有良好的基础，它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在科技

成果的研发和转化等加工环节具有明显优势。十

年过去了，京津冀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三地产业结

构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差异，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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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京津冀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２０１４年）

亿元

省市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第三产业产值

北京 １５９．００　 ４　５４５．５　 １６　６２６．３０

天津 ２０１．５３　 ７　７６５．９１　 ７　７５５．０３

河北 ３　４４７．５０　 １５　０２０．２０　 １０　９５３．５０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天津、河北“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

根据《北 京 统 计 年 鉴》、《天 津 统 计 年 鉴》、
《河北 统 计 年 鉴》数 据 整 理，北 京、天 津、河 北 近

２５年三次产业结 构 比 重 变 化，如 图１、图２和 图

３所示，北京作为国家首都 和 京 津 冀 区 域 协 同 发

展的核心城市，其 第 三 产 业 发 展 迅 速，对 经 济 的

贡献率最大，并 且 其 产 业 增 加 值 在 ＧＤＰ中 的 比

例还在不断增加，第 一 产 业 的 比 重 很 低，第 二 产

业的比重 居 中 呈 下 降 趋 势，产 业 结 构 已 经 完 成

从“二三一”到“三 二 一”的 转 变，依 据 库 滋 涅 茨

工业化进 程 划 分 标 准，北 京 很 明 显 已 经 迈 入 后

工业 化 阶 段。天 津 的 第 二 产 业 与 第 三 产 业 在

ＧＤＰ中所占 比 例 趋 于 持 平 态 势，第 一 产 业 比 重

最小，且其在经济 中 的 贡 献 值 还 在 逐 步 减 小，天

津正处于工业化 后 期 阶 段。河 北 省 的 产 业 结 构

与天津市类型一 样，都 是 是“二 三 一”的 结 构，但

河北经的济 发 展 水 平 相 对 较 低，人 均 ＧＤＰ还 不

足京津 的 一 半，正 处 于 工 业 化 中 期 阶 段。相 比

与京津两地，河北 省 产 业 结 构 水 平 还 比 较 低，其

中第一产业的比 重 较 大，第 三 产 业 发 展 滞 后，第

二产业的经济比 重 尤 其 突 出，重 工 业 较 多，据 统

计［１０］，河北的 钢 铁、石 化、建 材 等 行 业 的 总 产 值

已达其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图１　北京市各产业产值结构变化图

图２　天津市各产业产值结构变化图

图３　河北省各产业产值结构变化图

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梯度落差相对较大，北
京和天津依靠其地缘、政治、经济、人才等优势，各
种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定位较高，而与之相邻的

河北省发展相对滞后。较大的产业梯度落差导致

京津冀三地无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这样不仅

不利于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也使京津冀地区很难

在多层次、宽领域开展交流协作。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安全生产的关系

研究表明，安全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 平 之

间呈非对称抛物线函数关系［１１］，在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的５个阶段内，安全生产状况分别呈现不同

的走势，如图４所示。
阶段Ⅰ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 段，安 全

生产状况较好，安全事故少。
阶段Ⅱ为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抛 物 线 的

左侧陡区，称 为 事 故“易 发 期”，安 全 生 产 事 故 多

发，并呈快速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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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安全生产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关系曲线

阶段Ⅲ为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处在 抛 物 线

中间段，称为事故“波动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

较高，且呈现波动趋势。
阶段Ⅳ为后工业化时代，处在抛物线 右 侧 快

速下降阶段，安全生产事故呈下降趋势。
阶段Ⅴ为信息化社会发展阶段，安全 生 产 状

况平稳，事故发生较少，职业病现象将在安全生产

中变得尤为突出，也是造成人员伤害的主要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阶段的安全生产状况

变化特点，揭示了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之间的内 在 联 系［１２］。根 据 前 述 京 津 冀 经 济 与 产

业发 展 状 况，北 京 正 处 于 后 工 业 化 阶 段，即 阶 段

Ⅳ，安全生产生产事故发生率有所降低；天津处于

工业发展后期阶段，即阶段Ⅲ事故“波动期”，安全

生产状况较差，事故发生率在较高水平波动；而河

北处在工业 发 展 中 期 阶 段，即 阶 段Ⅱ事 故“易 发

期”，事故发生率还在不断增加，形势不容乐观；对
京津冀区域整体而言，安全生产状况处在非对称

抛物线函数的顶端，安全生产事故呈现高发态势，
安全生产形式严峻。

　　（三）产业结构与安全生产

产业结构与安全生产事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

关联，特别是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对事故

的发生会有严重影响，如作为第二产业主要行业

的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也是我国事故发生最

多的行业领域。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的第二 产 业 占

主导地位，天津较河北发展超前，但第二产业所占

比重依然是最大的，因此，津、冀两地的安全生产

状况不容乐观。调整产业结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给

京津冀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带 来 更 多 不 稳 定 因 素。同

时，在京津冀一体化快速发展中，一些劳动密集型

产业（如建筑业）将发展较快，安全隐患与事故风

险也将大量增加，这些因素都必然导致某些行业

事故多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劳

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新型技术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

题之一。

　　（四）产业集群与安全生产

产业集群是指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

关系的企业、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在一定区域

范围内经 济 活 动 的 地 理 集 中［１３］。产 业 集 群 有 利

于形成区域经济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

区域实现一体化。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区域协同发

展代表，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产业集群在珠

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京津冀要想实现一体化发展，必须充 分 发 挥

各地的比较优势、分工协作，合理进行产业对接，
并构建完善的产业链条。同珠三角一样产业集群

现象将大量出现，工业园区将是京津冀地区产业

集群的表现形式。产业集群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同 时，也 给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问 题。
产业集群导致企业更加集中，企业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物理距离也更加靠近。一旦发生事故，相邻

企业发生连锁事故可能性大大增加，甚至导致整

个工业园区内发生灾难性事故，不仅直接经济损

失巨大，而且会破坏区域内的生产平衡，带来更大

的损失。如８·１２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起因

是位于天津国际物流中心的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

仓库集装箱堆场起火，而后发生爆炸，爆炸喷发火

球引发周边多家企业发生二次更大的爆炸，事故

造成１７３人遇难、７９８人受 伤、９　０００多 户 住 宅 受

损、地铁停运，直接经济损失达７００多亿元，间接

损失不可估量，社会影响恶劣。所以，伴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如何在产业链形成过程

中对工业园区进行合理规划，也是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京 津 冀 一 体 化 进 程 中 安 全 生 产 面

临的挑战

　　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梯度落差相对较大，较

大的梯度落差在形成一体化产业链过程中需要不

同的安全管理机制。这就使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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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有与各地区产业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制

的共同作用、分工协作、合理对接，才能使链条的

各个节点的安全监管工作能够相互衔接，目前还

没有这样一套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
当前京津冀地区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由 于 生

产经营规模较小，这些中小企业的技术装备和安

全水平都相对较差，并且大部分存在安全管理混

乱、安全教育培训不足和安全隐患治理不积极等

现象，安全生产问题尤为突出。京津冀的协同发

展更加促进了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而京津冀三

地各级安全监管人员较少，面对企业多、安全问题

多的复杂局面，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受到了不小的

挑战。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项目落地 阶 段，产

业转移也 成 为 了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重 要 任 务 之

一，其包括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对接北京创

新资源与科技成果及河北的产业承接，在项目引

进、落地等生产要素流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稳定

因素，这必然导致此过程安全生产事故多发。如

何保障产业转移中的安全生产工作在正常轨道上

稳定、协同、有序的持续运转也是摆在三地安全监

管部门重要的问题。
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既有综合监 管 部 门，

又有行业专门监管部门；既有垂直监察体系，又有

横向分级监管体系［１４］。但长期以来，由于京津冀

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三地安全监管各自为政，
习惯将自己圈在“一亩三分地”内，在信息上不共

享，监管上无协作，没有针对京津冀整体的布局。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将促使三地安全监管

工作须协同进行，而京津冀三地现行安全监管部

门职 能 衔 接 关 系 复 杂、矛 盾 突 出，综 合 协 调 难 度

大，不能形成统一、协调、有效的安全监管运营机

制，从而很难对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安全

生产新形势做出协调反应和统一部署。
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安全生产基础薄 弱，尤 其

是津、冀两地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粗放

型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安全投入不足、安全

欠账严重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河北仍存在大量

老工业企业，其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安全生

产水平较低，安全生产事故也较为多发。同时京

津冀地区工矿企业数量众多，生产与生活区域交

叉现象严重，重大危险源数量大、分布广，有些重

大安全隐患已经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

严重威胁，但由于存在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因

素，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治理。

　　三、对策措施建议

（一）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划与落实

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

产业规划时，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重要内容进

行总体考虑，将安全生产规划纳入到京津冀一体

化总体布局中。同时，注重对重点企业、危化行业

及相关工业园区的地理位置的设计和空间规划，

充分考虑 产 业 链 形 成 过 程 对 安 全 生 产 带 来 的 影

响。严格控制重大危险源与生活区的距离，预留

足够的安全度。对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的工业企

业进行改造升级，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确需

外迁的企业或仓库可不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促

使其迁出城区疏解至周边区域发展。

　　 （二）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协同监管机

制

　　从 京 津 冀 整 体 出 发，设 计 多 级 多 层 的 安 全

生产规划 机 制，以 协 调 京 津 冀 三 地 的 安 全 生 产

工作，使各安全 管 理 部 门 间 有 机 衔 接。首 先，建

立京津冀一体化 的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制 度，在 交 通、

电力、危险化学品 运 输 等 跨 区 域 的 行 业，协 同 编

制区域 地 方 标 准。同 时，加 强 京 津 冀 安 全 生 产

协同监管体系建 设，建 立 一 套 政 府 主 导、社 会 参

与的京津 冀 区 域 安 全 生 产 协 同 的 监 管 体 系，特

别注重危 险 化 学 品 管 理 系 统 的 融 合，做 好 危 险

化学品生 产、经 营、运 输、废 弃 物 处 置 环 节 的 整

体布局和监管工 作。建 议 成 立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安全管理 委 员 会，以 其 权 威 力 量 发 挥 统 筹 管 理

的作用，整合京津 冀 区 域 安 全 生 产 与 管 理 资 源，

加强区域 内 重 点 行 业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业 务 往 来，

积极开展 多 层 次 监 管 人 员 间 的 沟 通 交 流，组 织

跨地区应 急 救 援 联 合 行 动 演 习 等 活 动，以 此 促

进京津冀区域间 安 全 生 产 技 术、管 理、应 急 救 援

等方面的 全 面 交 流 合 作，不 断 融 合 京 津 冀 区 域

安全生产 与 管 理 资 源，逐 步 形 成 京 津 冀 区 域 安

全协同监管工作长效运行机制。

　　 （三）创建京津冀安全生产信息平台

信息在系统的运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信息的有效、快速传递也是系统协调运作的保

障。当前京津冀安全监管系统中，三地缺乏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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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安全协同监管工作

的开展。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
动态监督、协同管理的现代化安全生产信息平台，
如图５所示。

图５　京津冀安全生产信息协同流程图

　　该信 息 平 台 采 用 现 代 化 计 算 机 信 息 管 理 系

统，通 过 先 进 的 通 讯 技 术（如 ＧＰＳ、物 联 网 等）和

各类监测手段，把京津冀三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生产企业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信息

联动系统。这样，各种安全生产相关信息迅速集

中到交互平台，并即时传递出去，为京津冀安全协

同监管指挥系统提供决策依据，为监管工作提供

便利，为快速反应提供支持，为行业事故联动提供

保障，为社会有效监督提供平台。使京津冀安全

监管实现多元化、立体化、有序化、网络化，达到京

津冀安全协同监管的目的，促进京津冀区域安全

生产与监管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行。

　　（四）加强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建设

队伍建设是安全监管力量的基础，只 有 夯 实

基础，安全生产工作才有保障。在京津冀安全生

产一体化进程中，应在三省市加强安全监管队伍

建设，在各区市设立安全生产执法大队，在县（区）
设立安全生产执法支队，对京津冀地区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加强检查监察力度。注重对企业一把手

进行安全教育，对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对

京津冀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等

工作的力度。

　　 （五）加大安全生产公共投入与保障

完善的安全生产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

功能，建议京津冀三地各级政府把安全生产投入

纳入城市公共预算，设立安全生产专项基金，每年

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安全生产专项支出，形成可持

续的京津冀协同安全投入机制，配备必要的公共

安全设施，并保证其有效运营。鼓励企业使用安

全生产保障费用，对企业投入实行以奖代补的机

制，形成良性循环。

　　四、结语

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关 系，保

障安全生产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健康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区域经济发展又是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它
们具有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工作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因此，必须科学分析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与安全生

产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二者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

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探索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新模式，为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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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实现提供服务。并不断加强京津冀区域

安全生产事故防控与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把京津

冀安全生产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从而促进京津

冀区域的协同、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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