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０７－０７

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分布与集聚趋势

杨胜利，　懂博磊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产业梯度转移和空间集聚是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京津冀作为我国经济新的

增长极，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布变动，直接反映了该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程度。本文对京津

冀内部各地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空间集聚程度、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河北省制造业

的集中率在逐渐上升，北京的制造业实现了向河北和天津梯度转移；河北与天津以错位发展为

主导，但仍存在部分制造业重叠，总体来看，京津冀各地区制造业行业特色日益鲜明，分工日渐

合理，产业协作发展成效显著。

　　关键词：京津冀；制造业；空间集聚；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１７．０３．０２

　　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

着力改变京津冀三地的产业格局，加速推进北京

石材等产业外迁落地，河北、天津两地加快建设产

业基地，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产业集群是最

具有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升级模式，也是推进京

津冀资源整合的载体［１］。而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

展的动力，是城市郊区化的主要推动力。准确定

位京津冀制造业集群空间分布，尽快形成合理的

制造业布局，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

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西方关于制造业布局

的研究，主要从城市化进程中制造业郊区化、制造

业城 市 衰 落 的 原 因 等 角 度 展 开，在 这 一 方 面，韦

伯、克鲁格曼等学者已有颇多研究。由于制造业

活动的布局，受到不同经济部门集聚经济的制约，
所以区域制造业呈现出专业化和地方化的长期趋

势［２］。同时，区域制造业集中程度 与 就 业 人 员 的

增长和减少密切相关，随着制造业企业区位去中

心化，制造业多中心结构和卫星城的形成也是必

然趋势。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都市圈制造业梯度

转移进行了研究，大都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和基本

单位普查资料，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制造业空间

布局进行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随着城市化的推

进，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市中心向郊区递减［３］，
制造业的分布变动是大城市郊区化和新城发展的

动力［４］。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也涌现 出 了 一

批对京津冀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的研究，发现京

津冀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应该在产业错位中谋

求发展［５］；京津冀产业分工应该从三地产 业 定 位

的核心诉 求 来 调 整 重 点 产 业 布 局 和 推 进 产 业 转

移［６］；通过从压力、状态和响应３个维度对京津冀

产业转移的评价，发现产业转移的综合影响结果

稳步上升，环境改善效应超过了经济效应［７］；京津

冀的产业相似系数显示三地之间存在要素资源的

优势互补性［８］。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了统计年鉴中

的数据，也有一些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杨胜利（１９８２－），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全 国 教 育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教 育 部 青 年 课 题（ＥＩＡ１５０４１３）；２０１６年 度 河 北 省 社 会 科 学 发 展 研 究 课 题

（２０１６０４１２０４０６）
本文信息：杨胜利，懂博磊．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分布与集聚趋势［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３）：

７－１３．

第１１卷　第３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３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２０１７



京津冀职能分工与产业互补性问题［９］，但 是 由 于

京津冀存在大量职住分离人口，所以采用人口普

查数据进行研究存在一定欠缺，而采用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又显得太宏观。本文以第三次经济普查

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数据为基础，分析京津冀制造

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趋势，以期为京津冀城市

群经济发展、产业梯度转移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区域、数据和方法

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 及 河 北

省的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
德、邢台、衡水、邯郸、沧州１１个 设 区 市。第 三 次

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京津冀制造业就业人员总量分

别为１３８．５５万 人、２１８．４２万 人 和４９２．３１万 人，
分别占京津冀总就业人员的１２．４７％、３８．４６％和

３７．２９％。可以看出，制造业在京津冀发展中占据

着较重要的位置。
文中数据 主 要 来 自 于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１３年 北

京、天津、河北第二次经济普查和第三次经济普查

年鉴。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
集中率指数等指标来探讨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分布

与集聚趋势。
（１）空 间 基 尼 系 数 是 克 鲁 格 曼（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年）在基 尼 系 数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的，是 衡 量 产

业空间集聚程度的一种指标。其公式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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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ｉ为空间基尼系数；Ｓｉｊ 为ｊ地区ｉ行业从业

人员总量 占 所 有 地 区 该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总 数 的 比

重；Ｘｊ 为该地区从业人员总量占所有从业人员总

量的比重，对所有地区进行加总，就可以得到某一

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 的 值 介 于０
和１之间，其值越大，表示该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

程度越高，行业ｉ空 间 分 布 与 整 个 行 业 群 体 的 分

布不一致，其集中程度高于其他行业的集中程度，
反之，则相反。

（２）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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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ｉｊ 表示ｊ地区ｉ行业区位商；ｅｉｊ 表示ｊ地区

ｉ行业从业人员总量；ｅｊ 表示ｊ地区所有行业从业

人员总量；Ｅｉ 表示所有地区ｉ行业从业人员总量；

Ｅ为所有地区全部行业从业人员总量；分子表示ｊ
地区ｉ行业从业人员占ｊ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

重；分母表示从 事ｉ行 业 的 从 业 人 员 在 全 部 从 业

人员中的比重。
（３）集中率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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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 为该行业企业总家数；ｎ为该行业中最大

的ｎ个行业；Ｘｉ为各个企业有关数值（生产总量或

服 务总量）。ｎ一般取４或８来计算前４大或８大企

业的集中率。

　　二、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布局现状

（一）制造业从业人员总量分布

从省级层面来看，在京津冀区域内河 北 省 制

造业从业人员规模最大，其次是天津和北京，三地

内部制造业 从 业 人 员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５８．１１％、

２５．６７％和１６．２２％。从地区层面来看，京津冀制

造业空间分布仍以北京、天津为中心，河北省制造

业则表现为 环 京 津 的“斜 Ｖ型”分 布 特 征。２０１３
京津冀制造业从业人员总量为８４７．１９万人，主要

分布在天津、北京、石家庄３个地区，其所占比重

分别为２５．６７％、１６．２２％和１１．５１％，其 次 是 唐

山、保定、沧 州，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８．５３％、７．８９％
和６．８５％，承 德、张 家 口 分 布 比 重 最 低，分 别 为

１．５８％和１．３８％。

（二）制造业从业人员分布密度

从制造业从 业 人 员 分 布 密 度（见 图１）来 看，
河北省远低于北京和天津，２０１３年河北省制造业

从业人 员 密 度 仅 为２５．９９人／ｋｍ２，而 北 京、天 津

分别为８３．７１人／ｋｍ２ 和１８２．０６人／ｋｍ２。河 北

省各设区市制造业就业密度也表现出较大的区域

差异性，廊坊、石家庄、唐山、沧州制造业就业人员

密度位居前列，分 别 为６２．６２人／ｋｍ２、６１．５２人／

ｋｍ２、５３．６６人／ｋｍ２ 和４１．６１人／ｋｍ２，张家口、承

德最 低，分 别 为３．６４人／ｋｍ２ 和２．９５人／ｋｍ２。

如果通过聚类分析将京津冀制造业从业人员密度

分为４个级别，北京和天津属于第一级别，制造业

从业人员密度都在８０人／ｋｍ２ 以上，北京、天津属

于直辖市，其工业化速度较快，各行业在京津冀属

于核心地位；廊坊、石家庄、唐山、沧州属于第二级

别，制造业从业人员密度都在４０人／ｋｍ２ 以上；邯
郸、衡水、邢台、保定、秦皇岛属于第三级别，制造

业从业人员密度都在２０人／ｋｍ２ 以上；张家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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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属于第四级别，制造业从业人员密度都在２人／

ｋｍ２ 以上。总体上呈现出冀北和冀西 稀 疏，冀 东

和冀南稠密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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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京津冀制造业从业人员密度

　　 （三）制造业从业人员空间分布变动

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增量来看，

北京由于制造业转移，仅增加了２．６８万人，天津、
石家庄、沧州、保定和唐山增量位居前列，分别增

加了３６．０９万 人、１５．４８万 人、１１．１７万 人、７．５０
万人和７．１５万人，成为承接北京产业梯度转移的

主要地区，北京制造业转移成效显著。张家口、承
德制造业从业 人 员 总 量 增 量 分 别 为－２．１１万 人

和０．２万人，主要因为其作为京津冀的生态区，旅
游、服务等环保产业是其发展的重点，制造业从业

人员增量下降是区域功能规划的成效，对京津冀

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从业人员总量分布格局变动

下，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密 度 也 发 生 了 变 动，其 中 天

津、石家庄、廊坊、沧州从业人员密度分别增加了

３０．２１人／ｋｍ２、９．７７人／ｋｍ２、８．７９人／ｋｍ２、７．９８
人／ｋｍ２，而 北 京、张 家 口 和 承 德 每 平 方 公 里 仅 增

加了１．６４人、－０．５７人和０．０５人。

三、京 津 冀 制 造 业 空 间 差 异 与 区 位

优势

根据经济普查中对我国行业的划分，将 制 造

业分为２９个行业，根据２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

据计算各行业区位商来分析其比较优势。可以看

出如下集聚特点：
（１）农副产品加工、纺织、皮毛、化工、木 材 加

工、金属冶炼等行业在河北省具有比较优势，区位

商都大于１，也 大 于 北 京、天 津 同 行 业 的 计 算 结

果。河北省的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的农副产品加

工行业的区位商都在２以上，农林牧渔业是该类

地区的特色产业。石家庄、邯郸、邢台、保 定 的 纺

织业 区 位 商 在２以 上，纺 织 业 成 为 其 优 势 产 业。
同时石家庄的皮革、皮毛、羽绒制品业、木材加工

业、医药制造业，唐山的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

与压 延，保 定 的 化 学 纤 维、通 用 设 备 和 汽 车 制 造

业，沧州的工艺品制造业，廊坊木材加工、家具制

造、印刷，衡水的金属制品、橡胶与塑料制品业区

位商都较大，在京津冀地区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京津冀由于一体化程度较低，各区域发展更多的

是区域内的封闭式发展，虽然河北省紧邻北京、天
津 两 大 直 辖 市，但 其 产 业 结 构 存 在 较 大 的 区 域

差异。
（２）从 京 津 冀 区 域 内 部 制 造 业 区 位 商（见 图

２）来看，廊坊最高，为１．６４，北京最低，为０．４４，保
定、天津和唐山制造业区位商都在１．３５附近，处

于 中 间 层。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北 京 市 则 由 于 功 能 疏

解，制造业区位商出现了明显下降，天津出现了小

幅上升，河北省则由于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制造业

区位商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廊坊、沧州、唐山

制造业区 位 商 增 幅 分 别０．２１、０．１９和０．１４，保

定、秦皇 岛、石 家 庄 增 幅 分 别 为０．０８９、０．０８７和

０．０６２，总体来看河北省除了张家口以外，其余１０
个设区市制造业区位商都出现了上升。从分行业

来看，通 信 设 备、计 算 机 及 其 他 设 备 制 造 业 在 北

京、天津具有较大优势，区位商均高于１．５。同时

北京、天津的制造业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医药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的区位

商分别为２．０９和２．９６，远大于天津、河北。天津

的废旧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工艺品制造业、
造纸、服 装 鞋 帽 制 造 业 区 位 商 较 大，高 于 北 京、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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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京津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分析

区位商清晰的刻画出了近期京津冀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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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优势、集聚程度、分工变动和将来区位优势

所在。但是京津冀不同行业总体聚集趋势如何？

各设区市间不同行业相对聚集程度和变动趋势如

何？我们采用了空间基尼系数和集中率来做了进

一步分析。空间基尼系数的值介于０和１之间，
其值越大，表示该行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越高。
集中率则能够反映ｎ个最大区域的劳动力的集聚

情况，为了更好的揭示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分布

和转移趋势，对京津冀制造业的集中率ＣＲ４进行

计算，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京 津 冀 制 造 业 集 聚 特 征

如下：
（１）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京津冀制造

业空间分布 呈 现 扩 散 趋 势（见 图３），空 间 基 尼 系

数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６５下降到２０１３年０．０３９。传

统制造业集聚程度下降幅度最大，木材加工、家具

制造、印刷、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

分别下降了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４。部分原材料

和设备制造业也出现了基尼系数下降，橡胶和塑

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

属冶炼、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通用设备

等制造业集聚程度小幅下降，有所扩散。同时部

分制造业出现了集聚程度上升，如：化学纤维、皮

革和皮毛、纺织等行业集聚程度增幅最大。主要

是因为这 些 传 统 行 业 的 分 布 具 有 明 显 的 要 素 倾

向，一般在工业化初期发展较快，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优胜劣汰，在具有要素资

源禀赋的地区重新集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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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C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D 通信设备、 计算机制

造业；E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F 木材加工；I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J 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K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H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M 家具制造业；L
金属制品业；Q 通用设备制造业；P 专用设备制造业；U 农副食品加工业；W 烟草制造
业；X 化学原料制造业；Y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Z 医药制造业；T 造纸及纸制品业；R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G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 服装鞋帽
制造业；V 饮料制造业；O 纺织业；A 皮革毛皮制品；N 化学纤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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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京津冀制造业分行业空间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２）从集中率来看，京津冀中４８．８９％的制造

业集中在北 京 和 天 津，河 北 省 内 部６９．２６％的 制

造业集中在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和廊坊四个

地区。相对于北京和天津而言，河北省各设区市

制造业占京津冀的比重较低，制约了河北省制造

业的规模效益的提升。京津冀制造业中有１１个

行业 集 中 分 布 在 北 京 和 天 津，集 中 率 超 过 了

５０％，其余１７个 行 业 在 河 北 省 的 集 中 率 超 过 了

５０％。通信设备及计算机、交通运输设备、仪器仪

表及办公用机械设备、医药、服装鞋帽等制造业在

北京和 天 津 的 集 中 率 分 别 为７９．５４％、６９．０８％、

５９．２４％、５５．８８％、６５．２４％，皮革与皮毛、纺织、化

学纤维、黑色金属冶炼等制造业在河北省的集中

率分 别 为８９．１６％、８７．６％、８７．７８％、７９．３４％。
同时，部分制造业行业的集中率出现了上升，部分

行业的集聚区也发生了变动，纺织业在石家庄、保
定、邯郸、邢台的集中率超过了７８％，而天津的纺

织业集中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时，农副食品加

工、医药制造、化学纤维、造纸、家具制造等行业在

河北省各设区市的集中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

升，其他行业则出现了小幅上升。
（３）京津冀制造业梯度转移效果显著，制造业

重叠部分缩小，凡是在河北省分布比重增加的行

业，在 北 京 和 天 津 几 乎 都 出 现 了 缩 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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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北京制造业中２３个行业从业人员所占京

津冀的比重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印刷、
文教体育用品、纺织、服装、黑色金属冶炼、计算机

和通信设备等制造业，这些行业有效地实现了向

天津和河北转移。天津、河北制造业比重上升的

行业为服装、造纸、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专用设

备制造等行业，较好地实现了产业承接。同时河

北省与天 津 在 承 接 北 京 转 出 产 业 上 存 一 定 的 竞

争，但错位发展是主导，仅部分产业如：计算机和

通讯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等

行业存在部分重叠，需要今后在发展中进一步协

调。农产品加工、纺织、皮革皮毛、家具制造、文教

体育用品、化学原料、橡胶、化学纤维、黑色金属冶

炼等制造业进一步向河北省集聚，在梯度转移中

需要做好这些行业的承接工作，以发挥规模优势

和创新优势。

五、京 津 冀 制 造 业 行 业 区 位 特 征 与 集

聚趋势

从京津冀 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空 间 分 布 变 动 情

况，可以看出京津冀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区位商以

及其在区域内部集中变动趋势，通过对传统制造

业、设 备 制 造 业、化 工 和 金 属 制 造 业 进 行 归 纳 比

较，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产业布局

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基尼系数较大，区位商也较大的行

业。该类行业在某一地区内具有较大的优势，并

且集聚程度在不断提高，由分散的小规模布局向

集中的大规模布局转变，已经具备区域比较优势。
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等行业逐渐呈现出聚

集趋势，北京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

步转 移 到 河 北、天 津，形 成 了 北 京 以 高 新 技 术 产

业、生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布局。各地区分工

日益协调，如北京的中关村、天津的滨海新区已成

为计 算 机、办 公 设 备、汽 车 制 造 等 产 业 的 聚 集 中

心，河北省辛集市的皮革皮毛业的发展使其成为

皮毛生产、加工、制衣行业的聚集地。制造业的集

中分布模块化，更有利于突出地区优势和带动区

县产业规模化。同时这种集中趋势也带动了国际

和国内劳动力资源向京津冀的再次集聚。从上文

分析也可以看出，这类制造业在京津冀的集聚程

度不断增大，是需要进一步鼓励发展重要产业。
第二，空间 基 尼 系 数 较 小，区 位 商 较 大 的 行

业。该类行业虽然也是地区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

的行业，但大多数是传统行业或是新兴行业还未

形成新的规模优势。这类行业一般是传统支柱制

造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这类行业的区位商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上升，集聚趋势明显，同时部分传统

行业经过转型升级后正在逐渐形成京津冀新的行

业布局。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 造 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仪器仪表以及文

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等行业，他们的分布扩散趋势

与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和协同发展分不开的，大

量企业由北京向天津以及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
廊坊、沧州转移甚至向京津冀以外的地区迁移，必
然会带动大量的传统产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使其

分布更加均匀，还未形成新的大规模集聚。对于

这类行业需要各地区做好转移衔接规划，避免产

业发展中的重构与竞争。
第三，空间 基 尼 系 数 较 大，区 位 商 较 小 的 行

业。该类行 业 一 般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或 是 高 能

耗、高污染的产业。该类产业在结构优化调整中

得到重新分工，空间集中程度正在逐渐增大，但现

在区位 商 较 小。这 类 产 业 主 要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经过产业升级优化后，向具有产业园区的区县

集中分布。如：金 属 冶 炼 与 轧 制、化 学 纤 维 制 造

业、纺 织、橡 胶 和 塑 料 制 品、木 材 加 工、人 造 板 生

产、木制品制作及制浆、造纸、家具制造业，这类产

业集中趋势在逐渐增强。因为传统制造业在结构

调整中得到重新整合，向规模聚集方向发展，如保

定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和纺织业、廊坊的家具制造

和木材加工、衡水的塑料和橡胶制造业等经过转

型升级或上市已成为京津冀重点发展的主要制造

业代表，其中纺织、化学纤维也已成为保定优先发

展先进制造业的一个亮点。这类产业集中分布更

有利于技术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生产率

的提高，今后发展中河北省需要对这类行业的技

术创新给予重点关注。
第四，空间基尼系数较小，区位商也较小的行

业。该类行业主要是一般农副产品加工、食品生

产、通用设备制造、文教体育用品、非金属矿物制

品、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不仅分布更加均匀，而且

在京津冀的聚集程度也不大。这类行业的所占区

域制造业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其劳动力生产率较

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低附加值行业逐渐被高

附加值行业所取代。这一研究结论也证明了京津

冀近年来在调结构、促转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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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而且还实现了产业升级。
同时金属制品、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通用设备、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等空间基尼系数下降主要

是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引

起的，这种趋势目前正在进一步增强。

六、推 动 京 津 冀 制 造 业 协 同 发 展 的

建议

国际大城市圈发展经验证明一定程度的集中

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集中有利于实现规模化和

产业化，空间合理分工能够充分发挥区域间的比

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京津冀协同发展背

景下，要发挥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实现制造业的不

断创新，就需要推进制造业的集聚发展，打造出区

域特色产业。推动京津冀制造业从梯度发展向协

作发展转变，使河北省真正融入到京津冀发展中。

（一）合 理 分 工，进 一 步 推 进 京 津 冀 制

造业协作发展

目前京津冀各地区的空间分工不断 优 化，北

京、天津与河北省各县市之间功能划分日益明显，
县市特色鲜明化，产业结构也呈现出逐渐高度化

的趋势，协同发展下调结构、促转型的成效十分显

著。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

响，北京、天津与河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
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选择的差异性。随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推进，京津冀产业结构梯度互补性增强，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以高端服务业为

主，制造业向河北省转移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

要求。天津工业基础雄厚，应该抓住产业转型升

级的大好机遇，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同时，地区

主导产业的选择不能揠苗助长，一旦产业政策脱

离经济发展规律，就会损失效率，得不偿失。河北

省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在京津冀地区属于最差的，
但不能盲目追求高端产业，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

身的产业，结合自身的资源环境禀赋优势，积极融

入到京津冀制造业协作发展中，去主动积极地承

接北京制造业的转移，顺利推进工业化的进程。

（二）优 势 互 补，促 进 区 域 内 生 产 要 素

流动

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打破区 域 内 流

动限制，生产要素只有流动才能不断升值，河北省

在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需要加强区域间的

交流，增强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尤其是在经济发

展水平远低于北京、天津的条件下，吸引北京、天

津的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河北省或者

完善异地跨空间使用的模式，是京津冀制造业协

同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关键点。同时要加强政府宏

观调 控，促 进 京 津 冀 产 业 链 的 延 伸，避 免 结 构 重

复，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原材料生产、初级产

品加工生产、成套设备组装生产等环节上需要政

府引导规划和区域产业园区的合作与协调。制造

业是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也是推进城镇化的

主要动力。一般来看，制造业发展较早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河北省的石家

庄、唐 山、廊 坊 等 地 区 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比 重 都 较

高，但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率有

待进一步增大。京津冀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和新的

空间布局的形成，也会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城市群

的发展。

（三）统一规划，进一步发挥集聚优势

制造业集聚能够发挥规模优势，节约 生 产 成

本，促进信息交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 京 津 冀 的 空 间 布 局 是“一 核、双 城、三 轴、四

区、多节点”，其中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
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

养区［１０］。这就意 味 着 制 造 业 在 转 移 发 展 过 程 中

需要与区域功能规划相一致，承德、张家口、保定、
廊坊作为京津冀外围区，不适宜发展高污染、高消

耗的重工业；唐山、秦皇岛、沧州属于冀东沿海，可
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滨海经济；石家庄、衡水、邢

台、邯郸属于冀南地区，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资源

补给区。目前北京的仪器仪表、工艺品、汽 车、医

药制造业；天津的通讯设备和计算机、通用设备和

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等制造业；保定的纺织和化

学纤维；衡水的塑料和橡胶制品；石家庄的皮革皮

毛；唐山的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廊坊的木材加工

与家具制造；沧州的化学原料；张家口的农产品加

工等行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趋势，需要

进一步分类引导，推进京津冀形成地区特色鲜明、
分工合理的产业布局。

（四）创 新 发 展，发 挥 雄 安 新 区 建 设 的

规模效益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互推 进、相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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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新区的设立为协同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样新

区的发展也离不开京津冀的协同支持，我们在为

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新区发展

带来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雄安新区的建设为

突破狭义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实现京津冀制造业

协同创新和跨区域协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

为河北省工业化的推进带了空前的机遇。雄安新

区以雄县、容城和安新三县为核心，成为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并成为新发展理念的

创新发展示范区。虽然目前雄安新区人口密度较

低、人才资源较匮乏、基础设施较落后，但这也是

雄安新区的优势所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尚存在较

大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科学院、中船重 工、航 天

科技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交建、中国石

化等单位已经主动对接雄安新区建设。不久的将

来，雄安新区会成为京津冀中高端制造业集聚地，
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也会带动周边区域生产性服

务业、加工业以及创新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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