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7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张威 鲁光远

电话：010-88053660

邮箱：zhangwei1@xinhua.org

编辑：杜少军

审核：张 骐

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协同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重大

国家战略，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重要举措。2022年，

在协同发展深入推进背景下，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迈上

新台阶，地区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同时，“三二一”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此外，交通、产

业、环保三个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城市副中心、雄

安新区、滨海新区、北三县多个重点区域加快联动发展，发

挥带动示范作用，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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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2022年，在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背景下，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同时，“三二一”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高新产业快速成长。此外，交通、产业、环保三个协同

发展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滨海新区、北三县多个重点区域加快联动发展，

发挥带动示范作用，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元，“三二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022年，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其中，河北经济体量最大，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42370.4亿元，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10.9亿元，也跨越4万亿元量级，位居次席，天津经

济体量最小，为16311.34亿元。从经济总量占比来看，河北经济总量占到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

42.25%，北京占比为41.49%，天津为16.26%，天津和河北合计占京津冀地区的58.51%。北京经济总

量占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升，与2013年相比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而天津、河北经济

总量占比均下降。

从财政收入来看，2022年，京津冀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6万亿元，其中，北京为5714.3

亿元，几乎占京津冀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天津、河北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846.6亿元、4084亿元。

从经济增速来看，2022年河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8%，增速在京津冀三省市中最高，北京、

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0.7%、1.0%。按现价计算，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是2013年的1.8倍，

其中北京、河北、天津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2013年的2.0倍、1.7倍、1.6倍。

图表 1：2022 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单位：亿元） 比重 总量（单位：亿元） 比重

北京市 41610.9 41.49% 5714.3 49.07%

天津市 16311.34 16.26% 1846.6 15.86%

河北省 42370.4 42.25% 4084 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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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00292.6 100.00% 11644.9 100.00%

来源：新华财经

2022年，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4.8∶29.6∶65.6。其中，北京第三产业占比为83.9%，第

二产业为15.9%，第一产业仅0.3%；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为61.3%，第二产业为37%，第三产业为1.7%；

河北第三产业占比为49.4%，第二产业为29.6%，第三产业为10.4%。

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其中，北

京产业结构呈现稳定的“三二一”结构，而且第三产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天津产业结构同样呈

现稳定改善趋势，从2014年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由“二

三一”转变为“三二一”；河北产业结构相对不及京津，第三产业占比不到50%，不过从2018年开

始，河北第三产业产值已超越第二产业，也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具体数据显示，2013

年至2022年，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占比从58.1%上升到65.6%，提高了7.5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

三地第三产业占比分别较2013年提高了4.3个、7.2个和8.4个百分点，河北提升幅度最大。

图表 2：2022 年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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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13 年和 2022 年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比重

来源：新华财经

二、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交通领域，京津冀地区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加速形成。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

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形成。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末，京津冀区域营运性铁路总里程达10848公里，较2014年末增长38.3%；北京至6个毗邻区域全部

实现1小时内通达，与30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中心城市“津石保唐”均实现高铁1-1.5小时快速联系。

高速公路总里程10585.5公里，较2014年末增长32.6%。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也加速形成，9个规划

机场全部实现投用，“双核两翼多节点”的京津冀机场群布局完成。

产业领域，疏解、转移、承接有效推进。北京扎实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017

年以来累计疏解提质一般制造业2093家，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640个，为高精尖产业的发展

腾出空间。2022年，天津吸引京、冀投资额1989.4亿元，占全部引进内资的53.8%，2017年以来累

计8731.9亿元；河北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395个，2014年以来累计转入4.39万个。同时，产业

升级取得明显成效。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从2015年的8719.4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7330.2亿元，占

GDP的比重超过四成，提高6.4个百分点；天津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2%，

较2014年提高1.9个百分点；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6%，比

2013年提高8.8个百分点。

环保领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彻底改观，2021年三地PM2.5年均浓度首次全部步入

“30+”阶段，2022年三地PM2.5年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幅均在60%以上，重污染天数均大幅消减、

优良天数大幅增加。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三地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Ⅰ—Ⅲ类）比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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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达到国家“十四五”目标要求，且全面消除劣V类断面。生态质量方面，全力保护生态空间，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

此外，京津冀地区多个重点区域加快联动发展，发挥带动示范作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

区两翼齐飞，打造区域联动“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5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千亿量级，各类资源加快聚集。雄安新区“雏形显现”，城市

框架全面拉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突破，首批标志性疏解项目有序推进，3家央企总部

开工建设，中国矿产资源集团、4所高校和2家医院选址落位，央企设立各类分支机构140多家。此

外，协同发展示范区亮点频出：通州与北三县加速一体化发展，专项规划出台；大兴机场横跨京冀、

“三区叠加”，着力推动区港城协同发展；滨海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显著，2022年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项目62个，总投资620.82亿元，引进北京在津新设机构360个，注册资金

928.63亿元。

图表 4：京津冀区域空间布局

来源：北京市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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