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相向发展
是打造世界级
城市群关键

Q：您认为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未来如何打造自身更
加有利的地位？

A：京津双城互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重点， 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相向发展是大势所
趋，也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关
键所在；一核两翼互动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骨
架系统的关键支撑，短期来看雄安新区和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天
津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功能区，
在区域协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短期要想取
得很好的成效，关键在于要找准其在区域协同发
展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其自身优势更好地服务区
域协同发展。

Q： 天津滨海新区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应该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

A： 滨海新区应发挥其天津港作为北方第
一大港口的优势，天津港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东
部起点、 新亚欧大陆桥重要节点、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的高端对外开放平台，应运用其自贸区
优势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打造京津冀协
同开放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应发挥滨海新区
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 运用好天津滨海-中
关村科技园的优势，努力成为先进制造业研发
转化区，打造“北京研发、津冀转化”的示范区
和先行区。

Q： 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进入怎样的阶
段？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A：可以预见，未来京津双城联动会不断
深化，以现代化都市圈为统领，带动重点领域
协同发展，解决当前社会群众十分关切的问题。

比如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持续深入，北京中小学
幼儿园与天津、河北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成
立跨区域教职联盟， 以及京津冀高校发展联
盟。在群众关心的医疗健康问题上，京津冀地
区临床检验结果在各医疗机构实现互认，医
学影像检查资料在更多机构共享， 更多定点
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
结算，进一步推动异地就医普通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这些都是京津冀地区居民值得期待
的发展利好。

从交通方面来说， 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
运，与首都国际机场形成“双枢纽”格局，并与
天津滨海机场、石家庄正定机场等加快打造京
津冀世界级机场群。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唐
城际、京滨城际及京廊、京保、京涿通勤高铁等
陆续开通运营，未来京津冀地区的人员流动势
必会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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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
还是双城联动的想象， 均远不止
此，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步入快车
道，以5G、6G为代表的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成为日后持续发展的动力
源泉。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
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
赵志国还曾表示，要推动5G演进和
6G技术研发， 大力推动6G技术研
究，加快6G创新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天津
滨海新区全年新建和改造5G基站
2778个，全区累计达到10355个，基
本实现了5G网络全区覆盖，重点区
域优化覆盖。通过持续推进“双千
兆”工程建设，千兆光网实现了全
区覆盖，滨海新区内的5G套餐用户
数达140余万户， 千兆光网用户数
超过24万户。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
2月 ，滨海新区与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打造“智慧滨城、数
字滨海”。双方将加快 5G+智能
制造发展，共同构建滨海新区工
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快5G技术
与工业控制深度融合，支撑制造
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

实际上，5G+技术优势在当前
的生产活动中已经显现。以长城汽
车天津工厂5G+智能制造项目为
例，该项目已完成5G+移动质检场
景建设。在车间里，手机终端连接
5G专属网络信号，可实现品质数据
的实时上传。

天津港打造的智慧零碳码头，
是通信技术赋能下更亮眼的案
例 ，从码头打下第一根桩开始 ，

10个月 ，基本完成泊位建设；13
个月，实现1号泊位联调联试；18
个月，完成实船作业；21个月，码
头正式投产；23个月，2台风力发
电机并网发电；24个月，完成第一
条外贸船舶作业；33个月， 码头
作业量突破100万标准箱， 期间
天津港破解13项世界难题，形成
76项发明创造，创下了一连串震
撼行业的纪录。

天津港“智慧零碳” 码头自
2021年10月投产运营以来， 已实
现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不同场景
下安全高效运行，“智慧水平运输
系统”复杂工况、特殊工况处理能
力持续增强；单桥作业效率提升
40%以上，外集卡平均滞场时间压
缩至8.6分钟；设备平均综合单耗
下降30%以上；“风光储荷一体化”
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并网后已供电
2077万千瓦时， 实现生产全过程
“碳中和”。

未来，通信企业所扮演的角
色将更加重要。例如中国电信京
津冀大数据智能算力中心作为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通信标
志性节点之一，在算力中心全部建
成后，将产生50万台服务器的承
载能力，预计将带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上下游产业链投资近500
亿元。

中关村泛联院理事长杨骅在
采访中对北京商报记者谈到，未来
通过引导技术融通合作、产业投入
增强、标杆项目支持等方式加速
5G工业互联网、智慧物流等成熟应
用场景的复制推广，引导生产企业
打造5G全连接工厂示范项目，将
深度赋能京津冀数字经济创新协
同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的跃迁，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拼图”中的一块，在政
策指引下，“京津双城记”成果愈加
丰硕。近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
坚强领导下，北京市充分发挥“一
核”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与津冀协
同联动，扎实推动协同发展战略在
京津冀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除了将部分北京中关村企业
迁入天津滨海新区，在更临近北京
的天津宝坻区，“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的建设同样如火如荼。据了解，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规划占地面积
14.5平方公里，分四期开发建设，建
成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吸引
常住人口8万人。截至目前，一期
4.19平方公里的道路、管网、景观、
场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已
引入市场主体1118家。

无论是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还是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均将高新技术作为赋能区域经
济的密码。截至2022年底，入驻天
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企业包括
“入库国科小”208家、“国高新”140
家，“雏鹰企业”120家、“瞪羚企业”3
家。而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则初步形
成“新能源智能网联车配套产业”以
及“半导体配套产业”集群。

对科技企业而言，通过在新园
区投资扩产，也令自身的发展更上

层楼。 以华峰测控为例，2018年3
月，华峰测控在生态城布设生产线
并引入研发团队。2019年11月，该
企业在生态城扩大生产，投资6.6亿
元建设产业化基地。2021年9月，基
地正式投产 。 该项目拥有包括
STS8300精益产线在内的数条产
线，可生产模拟类、数模混合类、第
三代化合半导体类以及汽车电子
及功率类集成电路测试设备。

对半导体企业而言， 近年来一
直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局面。而天津
滨海新区作为科技企业成长的热土，
为华峰测控这样的企业打开了新的
窗口。当被问及在天津的发展状况，
华峰测控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在成立天津公司的5年时间
里，研发人员从最初的十几人增加到
现在的60多人，先后取得42项知识
产权，营业收入从2017年的不足1亿
元跃升至2022年的5.3亿元。”

在企业之外， 与高校合作更是
“京津双城记” 中科技力量的重要
来源，前沿科技人才纷至沓来，例如
清华天津电子院吸引30位清华大学
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 深度参与成
果转化项目的科研和技术攻关，与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培养电
子信息创新创业工程硕士142名，
先后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成果转化
专职团队600余人，硕博占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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