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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眼中的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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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2年工作，研究部署2023年任务。全会指出，明年重点抓好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
能，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完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力确保首都安全
稳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等十个方面工作。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市委全会给出的这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施工图有哪些看点？将破解哪些经济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将带来哪些全新的发展机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京津冀未来要
打造“一核两翼”的世界级城市群，“一核”“两翼”分别是
指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目前
“两翼”相比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差距还比较大，因此，无

论是副中心还是雄安新区，每年的投资保持在千亿元以
上，才能确保“两翼”真正建起来。

“每年千亿以上的投资也能很好地带动副中心乃至
北京的经济增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社会
的发展。”叶堂林说。

>>�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 持续创造新增长点

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 落实城市副中心控规和高质量发展意见， 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强
度，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叶堂林表示， 单个城市做大以后跟周边城市联动，
就形成了都市圈，都市圈再做大，继续跟别的城市联动，
就形成城市群。 我国一开始就规划了20多个城市群，但
逐渐发现这些城市群内部的交流还是不够充分，不管是
资金链、产业链还是创新链，政策衔接都不够，所以城市
群就变成了一群城市， 而不构成团队。“通勤圈”“功能

圈”“产业圈”的提出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于京津冀而言，‘三圈’ 的提出就是为了促进

城市之间的衔接。对于北京而言，作为减量发展的城
市，北京的人口数量是有天花板的，但是就业人口比
例可以高，所以这就有助于调整北京的人口结构。”叶
堂林说。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促进城市间衔接

积极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功能圈”错位联动发展，“产业圈”
促进节点城市强链补链。

叶堂林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城南行动计划和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提出就是为
了解决北京市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北京范围
之内，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南北发展不平衡，跟北部地区
相比，南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2009年11月6日，北京市出台《促进城市南部地区
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城南行动计划面世。至今，这一计
划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果，其中，北京丰台区累计实施产
业项目达74项，累计完成投资超2000亿元，以中关村丰

台园、丽泽金融商务区、南中轴大红门地区三大重点功
能区为核心的创新引擎， 拉动地区生产总值接连跨过
1000亿元、2000亿元，达到2009年城南行动计划实施前
的3.3倍。

而京西的转型主要是指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的经济
转型。“在北京对于京西发展的支持与重视下，预计京西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将迈上新台阶，京西地区也将
逐步提升在北京发展格局中的影响力，成为首都功能新
载体、产业转型新典范、城市治理新标杆、绿色生态新画
卷。”叶堂林说。

>>�深入实施城南行动计划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深入实施城南行动计划，深化京西地区转型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
的关键作用。

洪涛表示，北京在扩大内需时，应消费与投资同时
抓，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向高精尖产业、基础设施、民生

等领域倾斜是北京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如
果不精准投资就不可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北京围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发展高精尖才能够
突出北京的优势，否则就可能出现重复建设趋同投资的
同质化效果。”洪涛说。

>>�优化投资结构 持续精准优化供给结构

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向高精尖产业、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倾斜。

“北京产业体系建设政策基本成熟， 需要保持相对
稳定，从而推动金融、信息、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向价值链
高端延伸，持续开展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和产业筑基工
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当前存在数字化转型不快，

而且数字化高级化方面不够，从而使得北京城市的现代
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这体现在数字化的多个维
度，与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地位还有差距，特别是精细相
对滞后。”洪涛说。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提升产业数字化、高级化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金融、信息、科技等现代服务业向价值
链高端延伸，持续开展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和产业筑基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洪涛表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北京的优势，也是
北京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应加大“产业的数字化、数字
的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字资产（资源）化”的发展进
程，只有加大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才能适应后疫情下经
济和社会发展，否则，必然会陷入后疫情化“陷阱”，降低
北京城市抗疫情风险的能力， 导致经济和社会出现反

复。用数字化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才能走出传统经济
和社会的羁绊，真正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洪涛认为，除了“产业的数字化、数字的产业化”外，
还可以增加“数字化治理，治理数字化”“数字资产（资
源）化、资产（资源）数字化”“政策数字化、数字政策化”，
从而使得数字经济更加立体化、精准化、有效性。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加快走出传统经济的羁绊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紧布局5G等新基建，深入开展
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开放试点。

王鹏认为，北京具备比较多的公共文化资源，比如中轴
线、三山五园、通州城市副中心等，这些本身就具备很好的发
展潜力。其次，北京也具备一些文化产业的资源，比如环球影
城，强大的IP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借此可以开发出一
些新业态，比如文化资源和游戏相结合、文旅融合等。

“北京的这些文化产业可以和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

包括传统的工业园区的改造消费升级等进行有机的结
合，形成行业的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的振兴。总的来
说，北京大量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首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做好了，对于文化
中心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可以提升人民群众对
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王鹏说。

>>�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以产业支持文化中心建设

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 北京目前已经定位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具有排头兵的作用，继续发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洪涛认为，未来五年将是北京城市格局“巨变的
五年”，城市资源将会发生重要“重组”。

洪涛表示，首先，要集中关注北京三大消费群体规
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否维持在3亿人次、境外游客

可否维持在400万人次、北京居民维持在2000万人的规
模。其次，围绕北京四大功能定位，探索多种消费新模
式、新场景，其中针对Z时代消费群体增多且活跃、老人
群体较多等特点，可加强培育“文化+消费”融合的模式。
最后，要抓住关键重点板块的建设，如老字号品牌集聚
区、特色步行街、特色商圈、数字社区商圈（15分钟商
圈）、丰富多彩的夜经济等，推动一些具有北京特色的专
题活动品牌化，如运河文化、故宫文化、奥运文化等。

>>�着力扩大内需 探索消费新模式新场景

着力扩大内需，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发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民营经济在北京的新增就业、税收、出口以及科技创
新中都是重要的力量担当，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稳
定运行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还是促进市场
机制有效运行和建设有效市场的基础性因素，是科技创
新和市场创新最重要的源泉，是保持经济创新活力和促
进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因此在北京的经济发
展计划中民营经济数次被提起。

此次再提民营经济， 意在借助民营经济发展应对当
前经济挑战以及继续扩大改革开放， 对于推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柏文喜认为，全会提到的助
企纾困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是为了防止大量政策空转
和脱离实际的政策出台， 具体是指能够为民营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并能在短时间内见效，因此，明年北京助企纾
困的重点工作可能在于完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解决好
民企融资化债以及降费减税、渡过疫情难关等方面。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增经济创新活力促加速复苏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增强助企纾困政策时效性和精准性。

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扩大开放提出新的更高
要求。柏文喜认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柏文喜表示，对于北京而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明年的着力点就在于全会提出的支持“两区”重点片区、
园区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提升航空“双枢纽”国际竞争

力。全会提出支持“两区”重点片区、园区落地更多标志
性项目，当前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园区发展方
向和体现对外开放新高度的技术合作项目、对外开放基
础设施项目等更可能获得重点支持。

航空“双枢纽”是提升国际旅客流量和国际航空
物流的重要依托，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基础设
施。“双枢纽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标配，对于提升北京
的国际竞争力和城市影响力的作用也不言而喻。”柏
文喜说。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两区”重点片区、园区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提升航空“双枢纽”国际竞争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包路林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三城一区”是北京国际科创中心
建设的主平台， 是全市对科创事业的重大布局和安排，
对于北京高质量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北京将
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1年底颁布的北京国际
科创中心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是北京市作为一个超大城市

因具备了很多科技创新的人才、场所、环境基础之上形
成的重要发展特色， 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
发展方向。‘三城一区’ 建设正是服务于国际科创中心
这一功能。 北京的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
脉。”包路林说。

>>�抓好“三城一区”主平台建设 锻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命脉

抓好“三城一区”主平台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统筹南北区均衡发展，怀柔科学城紧抓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科学设施平台建设，未来科学城加紧“两谷一园”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承接三大
科学城外溢成果，顺义区壮大三个主导产业集群，加强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多园”统筹协同发展。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疫情防控的
新形势下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十分
必要的。“推动复工复产是稳经济大盘，保市场主体、保民
生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有助于
稳预期提信心，推动经济社会运行尽快步入正常轨道。”

“具体来看可以分成两个维度去理解， 第一个维度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的指导，加大对于企业精准纾困支持的力度，解决
急难愁盼的力度；第二个维度是对员工来说，需要更加
科学和安全的形式保护好自己的复工复产，这就需要政
府部门加大宣传的力度。”王鹏说。

>>�加快推动复工复产 大力稳预期提信心

加快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经济社会发展。

王鹏认为， 作为全国第一个提出减量发展的城市，
北京“减”的是不适合首都定位、不适合首都发展方向的
产业，实现内涵发展，解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服
务不均衡等一系列的“城市病”，更新城市面貌，实现高
质量发展。

“减量发展留下来的土地，既给未来留下发展空间，又

留下来生态涵养区，更好地保持环境。将部分产业疏解到
河北等省份，能促进区域协同，实现了这些区域良好的发
展。土地资源实现置换后，北京能更好地用于重点行业、重
点产业，发展更多适合北京发展的特色产业，在全国和全
球范围内具有开创性，形成一个重要的标杆。”王鹏说。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袁泽睿陆珊珊冉黎黎张晗

>>�坚持减量发展 为更多“高精尖”产业“腾笼”

落实好城市总规实施第二阶段重点任务，坚持减量发展，守住战略留白，大力推动城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