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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各级政各级政

府部门携手发力府部门携手发力，，破除了制约协同创新的多破除了制约协同创新的多

重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重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区域创新实力大幅区域创新实力大幅

提升提升。。

科技投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持续加大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近年来，，京津冀地区高度重视培育创京津冀地区高度重视培育创

新实力新实力，，创新成果产出大幅增加创新成果产出大幅增加，，京津冀三京津冀三

地合作日趋密切地合作日趋密切。。20142014 年至年至 20202020 年年，，京津京津

冀新增授权发明专利数由冀新增授权发明专利数由 22..0505 万件增长至万件增长至

55..6969 万件万件，，年均增长率为年均增长率为 1818..5555%%。。20182018 年年，，

京津冀合作专利数为京津冀合作专利数为 86738673 件件，，较较 20132013 年增年增

长了长了 4949%%；；这当中这当中，，京津合作专利数为京津合作专利数为 30563056

件件，，京冀合作专利数为京冀合作专利数为 42774277 件件，，其中其中，，北京北京

市与石家庄市为市与石家庄市为 17291729 件件。。京津冀区域内京津冀区域内

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为创新中心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为创新中心，，以天津和以天津和

石家庄为次中心的创新合作网络石家庄为次中心的创新合作网络。。

创新经费投入持续加大创新经费投入持续加大，，且更加重视基且更加重视基

础研究础研究。。从经费投入总量看从经费投入总量看，，20192019 年年，，京津京津

冀冀 R&DR&D 经费内部支出为经费内部支出为 32633263..2929 亿元亿元，，是是

20112011 年的年的 22..2727 倍倍，，年均增长率为年均增长率为 1010..8181%%。。

从经费投入结构看从经费投入结构看，，20192019 年年，，京津冀基础研京津冀基础研

究究、、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 R&DR&D 经费内部支经费内部支

出 分 别 为出 分 别 为 395395..0101 亿 元亿 元 、、671671..0707 亿 元 和亿 元 和

21972197..2121亿元亿元，，分别是分别是 20112011年的年的 33..0909倍倍、、22..3131

倍和倍和 22..1616 倍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515..1414%%、、

1111..0101%%和和 1010..1111%%。。虽然当前京津冀地区试虽然当前京津冀地区试

验研究验研究 R&DR&D 经费内部支出仍远高于基础经费内部支出仍远高于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和应用研究，，但研究资源不断向基础研但研究资源不断向基础研

究领域倾斜究领域倾斜。。

科技人员投入力度不断增强科技人员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人员结构人员结构

持续优化持续优化。。从人员投入总量看从人员投入总量看，，20192019年京津年京津

冀冀 R&DR&D 人员为人员为 791217791217人人，，是是 20112011年的年的 11..5252

倍倍。。从人员投入结构看从人员投入结构看 ，，20192019 年京津冀年京津冀

R&DR&D 人员中拥有博士学历人员中拥有博士学历、、硕士学历和本硕士学历和本

科学历的人数分别为科学历的人数分别为134366134366人人、、152450152450人和人和

339486339486 人人，，分别是分别是 20112011 年的年的 22..1616 倍倍、、11..5252 倍倍

和和22..2222倍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10..0909%%、、55..4141%%

和和1010..5151%%，，科技人员投入结构持续优化科技人员投入结构持续优化。。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创新主体创新主体

地位不断加强地位不断加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

20112011 年至年至 20192019 年年，，京津冀规模以上工业企京津冀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业 R&DR&D 经费由经费由 5353..4343 亿元增长至亿元增长至 9393..7272 亿亿

元元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数 由发 明 专 利 申 请 数 由 1316313163 件 增 加 至件 增 加 至

2465024650件件。。

落地转化仍需加强落地转化仍需加强
创新格局尚未形成创新格局尚未形成

在看到创新成绩时也要重视其中问在看到创新成绩时也要重视其中问

题题。。整体来看整体来看，，京津冀三省市创新协同仍然京津冀三省市创新协同仍然

存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不均存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不均，，跨省市创新资跨省市创新资

源流动偏低源流动偏低，，科技成果区域内落地转化难等科技成果区域内落地转化难等

问题问题，，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尚未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尚未形成。。

当前当前，，京津冀三地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京津冀三地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

异异。。20142014 年至年至 20202020 年年，，京津冀三地的新增京津冀三地的新增

授权发明专利数分别由授权发明专利数分别由 11..6969万件万件、、00..2121万件万件

和和 00..1515 万件增长至万件增长至 44..9494 万件万件、、00..2828 万件和万件和

11..4747 万件万件。。20202020 年年，，北京市新增授权北京市新增授权

发明专利数在区域内占比发明专利数在区域内占比

为为 8686..8282%% ，，而 津而 津

冀两地冀两地

占比仅为占比仅为 44..9292%%和和 88..2626%%，，河北增长势头强河北增长势头强

劲劲，，但北京创新产出优势仍在强化但北京创新产出优势仍在强化。。

创新资源流动情况来看创新资源流动情况来看，，20192019 年北京年北京

市 流 向 津 冀 两 地 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为市 流 向 津 冀 两 地 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为

282282..8080 亿元亿元，，仅占北京流向外省市全部技仅占北京流向外省市全部技

术合同的术合同的 99..8686%%，，有有 9090%%流向津冀以外区流向津冀以外区域域，，

特别是长三角特别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这这

说明说明，，北京的创新成果向区域内产业转化北京的创新成果向区域内产业转化

明显不足明显不足。。导致低转化的一个原因是创新导致低转化的一个原因是创新

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匹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匹配。。以京冀的情况为以京冀的情况为

例例，，调查显示调查显示，，20202020 年北京市创新成果供给年北京市创新成果供给

前三位的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前三位的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制

造业造业，，信息传输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而

河北省创新需求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河北省创新需求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批批

发和零售业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建筑业。。这种错位一定程度上这种错位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制约了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此外，，科技孵化平台科技孵化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服知识产权保护服

务机构建设相对不足务机构建设相对不足，，也同样限制了科技成也同样限制了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果落地转化。。20102010 年至年至 20192019 年年，，京津冀三京津冀三

地的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在营企业数分别由地的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在营企业数分别由

10901090 家家 、、181181 家 和家 和 131131 家 增 加 至家 增 加 至 28042804 家家 、、

11281128 家和家和 680680 家家。。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机构培育力度不断提升机构培育力度不断提升，，但仍不足但仍不足；；北京相北京相

对发育较好对发育较好，，但服务范围有限但服务范围有限，，作为全国科作为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技创新中心，，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服务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服务

全国全国、、服务区域能力仍然有待提升服务区域能力仍然有待提升。。知识产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权保护方面，，津冀发展态势较好津冀发展态势较好，，但仍落后但仍落后

于北京于北京。。20192019 年年，，京津冀三地知识产权及京津冀三地知识产权及

相 关 法 律 服 务 行 业 在 营 企 业 数 分 别 为相 关 法 律 服 务 行 业 在 营 企 业 数 分 别 为

1951619516家家、、38513851家和家和1331313313家家。。

面对科技协同创新面对科技协同创新““高资源集聚与低区高资源集聚与低区

域流动并存域流动并存、、高创新产出与低区域转化同高创新产出与低区域转化同

在在””的发展现状的发展现状，，未来未来，，要从释放北京科技研要从释放北京科技研

发和服务产业发展潜力发和服务产业发展潜力、、推动区域内创新资推动区域内创新资

源开放共享源开放共享、、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产业等方面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产业等方面

聚合发力聚合发力。。

释放北京研发潜力释放北京研发潜力
加快要素合理流动加快要素合理流动

京津冀三地中京津冀三地中，，北京市的创新优势显北京市的创新优势显

著著，，能否发挥好核心带动作用能否发挥好核心带动作用，，对区域创新对区域创新

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可以从三方面释建议可以从三方面释

放北京科技研发潜力放北京科技研发潜力。。

第一第一，，鼓励北京研发机构面向津冀产业鼓励北京研发机构面向津冀产业

改造需求进行关键技术研发改造需求进行关键技术研发。。京津冀三地京津冀三地

科技主管部门可通过共同搭建传统产业技科技主管部门可通过共同搭建传统产业技

术推进平台术推进平台，，行业协会列出攻关技术清单行业协会列出攻关技术清单，，

委托北京研发机构研究委托北京研发机构研究；；传统产业技术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推进

平台对专业化技术的成熟度平台对专业化技术的成熟度、、创新度和先进创新度和先进

度进行标准化评价度进行标准化评价，，为技术使用方提供参为技术使用方提供参

考考；；通过传统产业技术推进平台引导在京企通过传统产业技术推进平台引导在京企

业在人工智能业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供应链协同制供应链协同制

造等优势领域形成集群式技术输出造等优势领域形成集群式技术输出，，为津冀为津冀

传统产业升级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赋能。。

第二第二，，支持北京研发机构与津冀产业集支持北京研发机构与津冀产业集

聚园区共建技术创新合作平台聚园区共建技术创新合作平台。。鼓励共建鼓励共建

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研发基地、、协同创新基地协同创新基地、、

实验室与技术服务中心实验室与技术服务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博士后流动站等；；

鼓励园区内有实力的企业与北京专业研发鼓励园区内有实力的企业与北京专业研发

机构在科学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成果转化等

方面开展合作方面开展合作，，集中解决特色产业集中解决特色产业

的技术升级改造难题的技术升级改造难题。。

第三第三，，支持中关村支持中关村

专业园区在津冀专业园区在津冀

地区设立地区设立

特色产业创新中心特色产业创新中心、、孵化器等各类创新平孵化器等各类创新平

台台。。搭建区域特色产业技术交流平台搭建区域特色产业技术交流平台，，引导引导

区域内其他创新平台间的交流与合作区域内其他创新平台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推进

各地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对接各地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对接；；完善面向区完善面向区

域的人才域的人才、、税收税收、、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租金等优惠配套租金等优惠配套

政策政策，，吸引全国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主体在吸引全国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主体在

区域内集聚区域内集聚；；成立创新创业指导中心成立创新创业指导中心，，为创为创

新创业者提供从项目申请到落地全生命周新创业者提供从项目申请到落地全生命周

期的专业技术指导服务期的专业技术指导服务。。

此外此外，，在引导北京科技资源向外辐射的在引导北京科技资源向外辐射的

同时同时，，三地要抓紧探索建立创新资源和创新三地要抓紧探索建立创新资源和创新

收益的共享机制收益的共享机制，，加快要素合理流动加快要素合理流动。。

建立协调统一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和建立协调统一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和

科技创新项目协调机制科技创新项目协调机制，，提高项目组织效率提高项目组织效率

和资金使用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益。。推进人才推进人才、、技术技术、、科技等科技等

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创新要素在区域内合理流动。。探索建立三探索建立三

地创新收益共享机制地创新收益共享机制，，鼓励设立重点产业鼓励设立重点产业、、

重大创业重大创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类引导基金成果转化类引导基金。。

培育科技服务载体培育科技服务载体
完善平台体系建设完善平台体系建设

科技服务企业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企业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的

重要载体重要载体。。加强培育科技服务企业有利于加强培育科技服务企业有利于

提升科技服务水平提升科技服务水平，，有利于建立以企业为主有利于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议建议

从配套政策从配套政策、、改善融资以及营造营商环境等改善融资以及营造营商环境等

方面予以保障方面予以保障。。

建议出台京津冀技术转移条例建议出台京津冀技术转移条例，，构建科构建科

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搭建知识产权保护搭建知识产权保护

实验室实验室、、存证固证系统存证固证系统，，建立新兴建立新兴

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推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建推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建

设设，，实现知识产权价值合理估值实现知识产权价值合理估值

及信用增级及信用增级；；立法保障技术转移立法保障技术转移

工作工作，，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激励激励

机制机制、、规范机制和惩罚机制规范机制和惩罚机制，，解决解决

短板问题短板问题，，营造有利于自主知识营造有利于自主知识

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治环境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治环境。。

探索融资新模式探索融资新模式。。探索探索““打打

包包””证券化融资模式证券化融资模式，，依托开发区依托开发区

和产业园区和产业园区，，集合若干家中小型集合若干家中小型

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批量化融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批量化融

资资，，降低创新主体融资成本和风降低创新主体融资成本和风

险险；；以需求为导向设立知识产权以需求为导向设立知识产权

专项计划专项计划，，为孵化创新成果的企为孵化创新成果的企

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

产品产品，，助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助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为科技服务企业营造良好的为科技服务企业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制定专项扶持政策，，重点重点

培育技术转移培育技术转移、、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企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企

业业。。建立线上建立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技创新服务平线下结合的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台，，线上平台汇集政策福利线上平台汇集政策福利、、创创

新 资 源 供 需 等 信新 资 源 供 需 等 信

息息，，推动创新要素高效对接推动创新要素高效对接；；线下平台主攻线下平台主攻

交易服务交易服务，，打造包含科技成果评估打造包含科技成果评估、、设备共设备共

享享、、金融及知识产权咨询金融及知识产权咨询、、政策科普等服务政策科普等服务

内容的内容的““一站式一站式””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由政由政

府牵头组建科技服务业行业协会府牵头组建科技服务业行业协会，，加强与创加强与创

新服务企业的对话沟通新服务企业的对话沟通，，保护企业合法权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益、、规范创新行为规范创新行为。。

培养服务专员培养服务专员，，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选择试选择试

点大专院校设立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点大专院校设立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

相关专业相关专业。。鼓励专业培训机构开展人才培鼓励专业培训机构开展人才培

训项目训项目，，推行知识产权专员认证等相关资格推行知识产权专员认证等相关资格

考试考试。。加强技术转移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加强技术转移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

进进，，制定高层次人才评价标准制定高层次人才评价标准，，设立产研人设立产研人

才扶持项目才扶持项目，，对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带带

动产业升级的科技人才给予奖励动产业升级的科技人才给予奖励。。提升科提升科

技服务业跨界人才比例技服务业跨界人才比例，，增强服务专业性增强服务专业性。。

完善科技服务业产业链条完善科技服务业产业链条，，打造高水平打造高水平

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重视系统生态的引领作用重视系统生态的引领作用，，大力大力

吸引研发设计吸引研发设计、、创新孵化创新孵化、、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技术转技术转

移和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入驻产业园区移和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入驻产业园区，，

完善科技服务业产业链条进而实现产业集完善科技服务业产业链条进而实现产业集

聚聚；；建立监督建立监督、、反馈和协调机制反馈和协调机制，，鼓励区域内鼓励区域内

优秀科技服务企业深入产业链与创新链融优秀科技服务企业深入产业链与创新链融

合发展中合发展中；；重点围绕新能源重点围绕新能源、、环保等领域发环保等领域发

展科技服务业展科技服务业，，完善支撑体系建设完善支撑体系建设，，逐步实逐步实

现组织网络化现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和服务产业化功能社会化和服务产业化，，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执笔执笔：：叶堂林叶堂林、、王雪莹王雪莹））

京津冀协同创新如何京津冀协同创新如何““落地生根落地生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组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肩负着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产业

集群、引领我国参与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使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各级政府部门携手发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设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京津冀区域

创新实力大幅提升，但仍存在创新资源配置不均、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难等问题。未来，推动协同创新要从释放北京科技

研发潜力，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发展科技服务产业等方面聚合发力。

创新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创新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作为我国创作为我国创

新资源最密集新资源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产业基础最雄厚

的区域之一的区域之一，，京津冀地区在落实京津冀地区在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建设科

技强国征程中应该走在前列技强国征程中应该走在前列。。

20142014 年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谋划、、亲自部署了京津冀协同发亲自部署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20152015 年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将““全国全国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确定确定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大整体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大整体功

能定位之一能定位之一，，提出要提出要““大力促进创大力促进创

新驱动发展新驱动发展””，，打造打造““京津冀协同京津冀协同

创新共同体创新共同体””。。围绕强化协同创围绕强化协同创

新支撑新支撑，，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整合整合

区域创新资源三个方面进行了战区域创新资源三个方面进行了战

略部署略部署，，致力做好北京原始创新致力做好北京原始创新、、

天津研发转化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河北推广应用的

衔接衔接，，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格局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格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地地

区整体在创新实力区整体在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创新活力、、创创

新绩效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新绩效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步，，特别是北京原始创新和建设特别是北京原始创新和建设

国际科创中心迈上新台阶国际科创中心迈上新台阶，，京津京津

冀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也取冀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也取

得了积极进展得了积极进展。。当前当前，，京津冀人京津冀人

才资源密集才资源密集、、创新要素富集创新要素富集，，汇聚汇聚

了全国了全国 11//33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

家技术研究中心家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近一半的以及近一半的

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京津冀地区研发经京津冀地区研发经

费规模增加明显费规模增加明显，，研发经费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提升投入强度提升。。

然 而然 而 ，，京 津 冀 创 新京 津 冀 创 新

驱动经济增长格局尚未驱动经济增长格局尚未

形成形成，，主要表现为主要表现为：：京津京津

冀三省市的科技创新资冀三省市的科技创新资

源分布高度不均衡源分布高度不均衡，，京京

津冀三省市内部科技投津冀三省市内部科技投

入入、、发展水平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和资源禀赋存在梯度差和资源禀赋存在梯度差

异异，，河北省能力较弱河北省能力较弱，，天津提升较慢天津提升较慢；；北京对津冀北京对津冀

辐射带动力较弱辐射带动力较弱，，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

比例较低比例较低，，北京对外技术交易额有北京对外技术交易额有 9090%%流向京津冀流向京津冀

以外地区以外地区；；京津冀三省市之间尚未形成创新驱动京津冀三省市之间尚未形成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合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合力，，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有待进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有待进

一步健全一步健全，，跨省市科技资源的流动和开放共享程跨省市科技资源的流动和开放共享程

度偏低度偏低，，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能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能

力未得到有效发挥力未得到有效发挥。。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打造打造

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任务仍然艰巨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任务仍然艰巨。。

为实现协同发展战略整体定位为实现协同发展战略整体定位，，加快京津冀加快京津冀

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

链深度融合链深度融合，，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一是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功能定位一是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功能定位，，优化创新资源优化创新资源

和科技园区布局和科技园区布局，，建设建设““一心一心、、三核三核、、三带三带、、多园区多园区””，，形成形成

中心引领中心引领、、三核驱动三核驱动、、三带辐射三带辐射、、多园支撑和优势互补多园支撑和优势互补、、对对

接产业的新格局接产业的新格局。。一心即北京国际科创中心一心即北京国际科创中心；；三核分别三核分别

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研发和知识服务核心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研发和知识服务核心

区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核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核心区，，

河北雄安新区全球创新新高地河北雄安新区全球创新新高地；；三带即京津高新技术产三带即京津高新技术产

业创新带业创新带、、沿海现代工业技术创新示范带沿海现代工业技术创新示范带、、环京津绿色发环京津绿色发

展创新创业带展创新创业带；；多园区即以中关村自创区为依托多园区即以中关村自创区为依托，，共建或共建或

协同推进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协同推进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雄安新区中关村科雄安新区中关村科

技园等科技园区技园等科技园区。。

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提

高研发投入强度高研发投入强度。。京津冀内部创新投入存在明显的梯度差京津冀内部创新投入存在明显的梯度差

异异，，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尤其是天津和河北的投入非常重要尤其是天津和河北的投入非常重要。。

三是要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三是要完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促进京津冀创新资源促进京津冀创新资源

开放共享开放共享，，促进北京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促进北京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增强北京辐增强北京辐

射带动力射带动力。。探索形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探索形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完善创新完善创新

链链、、产业链产业链、、资金链和商业模式创新资金链和商业模式创新，，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作用新主体作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特别是要根据京津特别是要根据京津

冀创新基础和现状格局冀创新基础和现状格局，，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

的体制机制的体制机制，，高度重视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高度重视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四是要围绕产业合作关键领域加强协同创新四是要围绕产业合作关键领域加强协同创新。。京津之京津之

间间，，如针对仪器仪表制造业如针对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计算

机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京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京

津创新合作紧密的产业领域津创新合作紧密的产业领域，，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强加强

两地在这些高端两地在这些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合作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合作。。京冀之间京冀之间，，从京从京

冀创新联系较为紧密的仪器仪表制造业冀创新联系较为紧密的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材制造业，，和河北具有一定创新基础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和河北具有一定创新基础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领域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领域，，加强北京相关产业向河北转移加强北京相关产业向河北转移

和辐射和辐射，，带动河北制造业的转型升带动河北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级。。京津冀之间京津冀之间，，以金以金

属制品业为突破口属制品业为突破口，，推动京冀推动京冀、、津冀产业联动发展津冀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京形成京

津冀创新津冀创新——产业新型联动发展的典型示范产业新型联动发展的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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