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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求各地区“齐步

走”，而是要用好平衡与不平衡的相对论，发

挥各自所长，尊重客观规律，在发展中促进相

对平衡。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时指出，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

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

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整体推进

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推进。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就是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走深走实的关键之举。

协 同 创 新 和 产 业 协 作 ，是 因 地 制 宜 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

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同时也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

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北京科技创

新资源丰富，天津制造业基础雄厚，河北成

本优势突出，推动三地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

具有独特优势，京津冀有基础也有条件在协

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构筑引领高质

量发展重要动力源的迫切需要。当前，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显

现。京津冀只有将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放在

更突出的位置上，准确把握科技前沿动向和

未来产业发展态势，加快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

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才能抢占先机、掌

握更多发展主动权。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协同发展的关

键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创

新驱动。无论是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

用，还是推进“两翼”齐飞、唱好京津“双城

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创新和产业协

作都发挥着关键引领和支撑作用。要发挥首

都优势，从三地协同最薄弱的环节发力，把创

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落差势能变成发

展动能，推进“补短板”和“锻长板”，持续做大

产业增量，加快形成新增长极。

今年恰逢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

家战略十周年，京津冀迎来了新一轮高质量

发展的黄金期、机遇期。

协同创新持续发力。京津冀分别发布了关

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三

地共同建立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清

单”、技术交易数据信息共享、科技成果联合发

布等系列新机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

州中心已升格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技术创新中

心，天津中心、河北中心逐步成型，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步伐加快。2023 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

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了1.1倍。

产业协同显著加强。前瞻布局新领域新赛

道，三地协同发布了氢能、生物医药、智能网联

汽车、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

和工业母机、机器人6条产业链图谱，着力打造

集成电路、网络和通信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

备、安全应急装备 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

“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制定实施京津冀营商环

境“1+5”合作框架协议，组建京津冀企业家联

盟，产业协同从“转移承接”向“产业链合作”转

变，“北京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形成。

新征程上，对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

区、示范区的目标要求，三地协同创新和产业

协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坚定信心决心，

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懈抓

落实，全力以赴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

成生动实景。

着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紧紧扭住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把

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与天津的先进制造研发

优势、河北的环京津地缘优势结合起来，围绕

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园区合作、港产联动等

加强协同，在疏解转型中实现向新质生产力

的跃升。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着力打

造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促进空港、

陆港、海港联动发展。依托京津、京保石、京唐

秦、京雄、津雄、京张、京承等交通廊道，沿线

打造定位清晰、各具特色的产业廊道，加快构

建功能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着力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抓住科学研

究范式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机遇，围绕“六链

五群”发展方向，整合科技资源，创新组织形

式，推动三地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

共同组建技术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和

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展共性关键问题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共同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

试熟化平台，培育跨区域技术转移机构及专

业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共同建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培育筛

选出一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原创性、颠覆性

技术成果在津冀转化落地，提升科技成果区

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深入推

进区域产业一体化，重点解决产业链供应链断

链缺环问题，加紧补链延链强链，提升区域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重点抓好 6条重

点产业链图谱落地，统筹建立链长制，在“卡

点”攻关、“堵点”招商、推动产业成龙配套等方

面下功夫，“一链一策”深入推进产业链延伸和

协同配套。支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

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引导北京龙头企

业在津冀延伸产业链、布局供应链，提升在津

冀的配套率。建立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机制，

加快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
□ 雷 寰

当 被 告 知 需 要 补 差 价 升

级会员才可进一步享受免广

告、解锁更多剧集等权益时，

不少视频软件会员用户不免

质 疑 ：“ 我 充 了 VIP 到 底 有 什

么用？”近日，随着大量影视作

品的上线，视频软件付费会员

套 娃 式 收 费 问 题 再 度 受 到

关注。

消费者购买会员获得影视

资源、跳过广告等服务，平台靠

会员制创收，这本是双赢。但

目前，一些平台随意修改规则、

会员等级过多、收费不透明等

问题，引发消费者不满。看到

满屏除不净的广告和需要层层

解锁才能观看的剧集，消费者

不免产生“充了会员但又没完全充”的感受，对平台的信任

和耐心被消磨殆尽。

不仅视频软件，办公等其他软件的会员制也存在各种

不规范。某知名办公软件日前被投诉存在套娃式收费、随

意修改会员等级等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和重视。

知识产权和技术服务的保护和付费很有必要，但营收

需有道，应尊重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守住商业底线。用户并

不反对为优质产品与服务付费，不能接受的是被夺走知情

权、选择权，以及被捆绑式消费、套路式收费。

会员套娃式收费亟待治理。企业应加强自律。平台在

制定会员服务规则协议时，尤其需要明确约定服务内容、服

务标准、收费价格和收费方式等内容，并且让消费者充分知

晓。在推出新的服务内容时，应及时告知，把选择权交还给

消费者。

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调查套娃式收费的背后，是

否存在违背公平交易原则、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内容付费的规章规范，探索常态

化、跨部门的提醒机制、监管机制。比如，今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就规范

了“自动续费”的相关要求，为平台划定“自动续费”服务红

线，使消费者维权的依据更加明确，也为监管部门的日常执

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外，用户也应增强保护意识。消费者应根据自身需

求选择最适合的软件，在购买会员服务前，应仔细阅读平台

的会员协议细则，特别是关于广告特权、会员权益范围等条

款，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无论商业方式如何创新变革，消费者最看重的是内

容品质、服务水平、用户体验，无论行业生态如何发展，

各方都应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提供更有吸引力的

内 容 和 更 优 质 的 服 务 ，让 行 业 发 展 与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共行。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同时也是产业体系最完备、

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

区之一。作为长三角重要一

极，江苏与沪浙皖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跨区域协同，发挥人才集聚多、科技水

平高、产业基础好和市场潜力大等优势，以

协同创新赋能产业补链延链强链。

走进理想汽车常州生产基地，生产线上

机器轰鸣，一排排机械臂挥舞忙碌，一块块

钢板通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工艺变成

一辆辆新车。“得益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配

套与协作，我们平均每 40 秒就能造好一辆

车，每小时有 90辆新车从生产流水线下线，

新能源汽车日产量可达 1800辆。”理想汽车

智能制造负责人李斌说，在长三角地区，通过

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

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部件供应。

斯润天朗（无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门为理想、蔚来等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

车载智能互联终端（TBOX）产品的厂商，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长三角地区覆盖了动

力电池、车载芯片、自动驾驶系统等智能汽

车零部件的全生态链，在新能源产业链上

已经形成了强大完备的本地供应链优势。

6 月下旬，记者走进江苏无锡国家集

成电路设计中心的中科芯项目组，一场由

复旦大学、企业研发团队、安徽合作伙伴三

方组成的远程联合攻关研讨会正在进行。

“从技术开发到实现量产，过去研发周期很

长，有时候甚至超过 10 年。现在采用联合

攻关的合作模式，3 年左右就可以快速实

现从基础技术到工程应用的转化。”无锡中

科芯长三角项目负责人李杨说，同单打独

斗的研发相比，联合攻关有效整合了创新

资源，大大提高了攻关效率。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是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迈出的关键一步。2021

年起，长三角区域逐步探索建立跨区域联

合攻关合作机制。到 2023 年底，围绕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共同部

署实施了 43 个联合攻关项目。其中，江苏

牵头 11 项，项目总投入达 4.2 亿元。

6 月初，《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

2024》正式发布，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华介绍，2018 年以来，

长 三 角 区 域 协 同 创 新 指 数 年 均 增 幅 达

9.26%，长三角协同创新引领示范作用不断

加强，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迈向新阶段。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取得

了可喜成绩，呈现出创新人才量质双升、成

果共用活跃、合作不断紧密等亮点，技术转

移呈现前沿化、多元化趋势，新质生产力培

育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张华说。

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近日，“冰淇淋重回 5 元时代”登上热搜，不少

消费者发现，今年夏天，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红高价

雪糕的存在感大大降低。记者走访北京多家便利

店、零售商超发现，平价雪糕成为今年雪糕市场的

主流，“雪糕刺客”身影难觅。

记者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便利店内看

到，两个冰柜内分别放着不同价格段的雪糕，其中

一个冰柜内雪糕单支价格在 1.5 元到 6 元不等，另

一个冰柜内雪糕价格在 7 元到 22 元不等，但大多

单支价格也在 10 元以内。“今年没有‘雪糕刺客’

了。”店主向记者介绍，进货多以平价雪糕为主，卖

得最好的是“绿色心情”和“可爱多”。

在另一家小超市里，记者看到张贴的伊利华

北大区北京南区 2024 年产品价格表，从每支 1 元

的“冰工厂”和“小布丁”到每支 16 元的“须尽欢”

系列，所有雪糕价格一目了然。在 90 种产品中，

5 元以下的平价产品占比超六成。

价格分布反映市场变化，雪糕消费逐渐从追

求新奇和高价转向注重性价比，消费者选择产

品更加理性。北京物美超市广安门菜百店售货员

刘阳告诉记者，今年雪糕类产品普遍降价促销，折

扣力度在八折左右，雪糕类商品入夏后周转量明

显提高。“相较于往年高端高价雪糕受欢迎的情

况，今年商场销售的雪糕还是以平价雪糕为主。”

刘阳说，雪糕价格整体没有太明显的波动，但是平

价雪糕销量明显有所恢复。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今年雪糕

市场整体销售与去年相对持平，价格分布呈现“掐

头去尾”的态势，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体量较小。

这既是行业竞争的结果，也是满足差异化需求的

表现。据了解，经过 2023 年的市场波动，平价雪

糕的回归反映出市场对过度营销的自我纠偏。此

前，一支雪糕的价格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甚至还要

排队抢购。高定价提高了消费者预期，但消费体

验并没有拉开实质差距，较大的心理落差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高价雪糕的口碑。此外，随着越来

越多雪糕品牌上市，产品竞争更加激烈，部分品牌

也选择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者。朱丹蓬表

示，当前，消费者对商品质价比的要求提高，兼顾

质价的产品和品牌未来会更有市场。

除了平价雪糕占据主流外，市场也出现了一

些新的亮点。一方面，复古雪糕经久不衰。不少消

费者愿意为儿时回忆和情怀买单，部分品牌适时

推出的复古产品不仅价格亲民，品牌效应也吸引

了众多消费者。另一方面，文创雪糕热度不减。以

创意为核心卖点，以文旅场所为主要消费场景，

文创雪糕在保持良好销路的同时，也是较好的宣

传推广载体。比如，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系列

冰 淇 淋 已 经 出 到 了 第 9 代 ，北 海 公 园 的 荷 花 雪

糕、故宫的屋脊兽雪糕也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

必选产品。在天坛公园，记者看到，天坛祈年殿造

型雪糕售价为 28 元，有不少游客排队购买。“买

文创雪糕与景点合影，是件挺有纪念意义的事，

虽然不便宜，但主要看重的是造型和当下的心

情。”一位拿着天坛祈年殿造型雪糕的游客告诉

记者。

谈及雪糕行业的未来增长，朱丹蓬认为，年轻

消费群体表现出看重新奇产品、情绪价值等的消

费倾向，让新产品更容易被接受，雪糕产品有望不

再只是夏日冷饮，雪糕消费可以贯穿全年。随着

消费场景不断延伸，行业规模持续增长仍然可期。

平价雪糕成今夏主流
本报记者 刘 莉

会员套娃式收费亟待治理

张

烁

□ 本报记者 蒋 波

□ 今年雪糕市场整体销售与去年相对持平，价格分布呈现“掐头去尾”的态势，

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体量较小。

□ 年轻消费群体表现出看重新奇产品、情绪价值等的消费倾向，让新产品更容

易被接受，雪糕产品有望不再只是夏日冷饮，雪糕消费可以贯穿全年。随着消费场景

不断延伸，行业规模持续增长仍然可期。

知识产权和技术

服务的保护和付费很

有 必 要 ，但 营 收 需 有

道 ，应 尊 重 消 费 者 的

正 当 权 益 ，守 住 商 业

底线。各方应以消费

者 的 需 求 为 出 发 点 ，

让行业发展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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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在广西桂林市阳朔县遇龙河风景区万景码头，大批游客乘坐竹筏游览遇龙河。

随着暑假的到来，阳朔县旅游进入旺季，各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每天都有大批游客乘坐竹

筏漂流，欣赏沿岸风光。 黄胜林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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