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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关村是全国创新资源的宝库，是天津和河北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源和动力源之一。本研究报告在对中关村企业以

及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张家口六城市调研基础上，以 2014-

2018 年 3月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投资数据为基础，分析天津市、河北省

在吸引和承接中关村企业投资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并提出吸引和对接中关

村创新资源和高科技企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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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14-2018 年 3 月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的投资数据为基础，

解析其在津冀两地的投资现状和特点，并提出吸引和对接中关村高科技资

源的对策和建议。 

一、中关村企业在津冀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1.投资企业数及投资额在快速增长后呈滑落态势，其成因与北京市科

技与产业的新布局相关 

从 2014-2018 年 3 月，中关村在天津的投资企业数为 1213 家，投资

金额达 497 亿元；在河北的投资企业数为 975 家，投资金额为 529.68 亿

元。其中，2014-2016 年期间，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的投资企业数和投

资额均快速增加；在津的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额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27.8%

和 36.6%；在冀的投资企业数年均增长 120%，投资额更是成倍增长。但是

2017 年，中关村在津冀的投资开始下降，与 2016 年相比，投资于津冀的

企业数分别下降了 24%和 45%；到 2018年 3 月，与 2017年同期相比，投资

进一步下降。 

2017年至今中关村企业在津冀投资额和投资企业减少，除了津冀自身

的原因外，如天津自身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下降，河北与北京的产业发展

梯度差异较大制约了部分领域企业的进一步转移，还与北京内部结构调整

与产业导向的一些新变化相关。一是北京为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力推

进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昌平未来科技城三大科学城和科技创新中

心主平台建设。尤其昌平未来科技城主要吸引和集聚新能源、新材料、宽

带技术，电子信息、民用飞机设计等方面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并推出了

一些优惠举措，中关村企业更青睐于去昌平未来科技城发展。二是伴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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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市总体规划出台和北京新机场的建设，北京市正在制定新一轮南部地

区发展行动计划。北京市委提出了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机场临空经

济区等功能区为依托，推动一批新项目在南部布局。这也使得部分中关村

企业放缓在津冀投资发展而寻求在南部大兴区发展的机遇。 

2.投资的技术领域主要是电子与信息技术，津冀各有侧重，总体与津

冀的技术产业优势相契合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投资的领域集中于高技术领域。其中电子与信息技

术是其在津涉足的主要领域，在津投资企业 59%集中于该领域。而除了电

子和信息技术以外，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是中关村企

业在冀投资的另一重点，这三个领域的投资企业数分别占全部在冀投资的

32%、20%和 11.7%。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生物工程和新医药、现代农业技

术、新材料及应用技术以及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领域投资于河北的企业

远高于天津。 

这与津冀的产业发展特点和内在优势相关。对天津而言，一方面，电

子与信息是其规模最大的高技术产业，且企业数多、分布广。天津拥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000多家，工业总产值超 4000 亿元，集中在电子与信

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三大领域，三大领域企业数占比约在 24%、24%、

16.5%。另一方面，天津信息化、智能化制造的发展需要对传统制造业进行

技改和升级，对电子与信息产业（包括信息服务）需求较大。对河北而言，

一方面生物、电子信息和新材料作为河北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领域之一，

具有内在优势；另一方面，河北作为京津冀生态发展支撑区，新能源与高

效节能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在冀会有较大的市场空间，而且河北的医药

制造业相比京津具有外在的规模优势，其农业优势也很明显。因此，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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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业在津冀投资的技术领域分布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符合津冀的产业发

展特点和内在优势使其在相关技术领域的投资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产业配

套、资源和市场空间。 

3.投资的区域分布各有特点，在津相对集中，在冀相对分散，相关园

区和创新载体的作用显现 

中关村企业在天津的投资相对集中，滨海新区和武清区成为吸引北京

优质资源和投资的最大集聚地。其中，在滨海新区的投资企业数为 575个，

投资额 377.68 亿元，分别占中关村在津投资的 47.4%和 76%；武清区吸引

中关村投资企业数 359 家，投资额 48.54 亿元，分别占中关村在津投资的

27.6%和 9.8%。进一步分析表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较好的发挥了承接平

台的作用，自贸区的创新实验和政策优势也得以显现，二者成为中关村企

业在滨海新区投资的主要集聚地。而武清区“通武廊”的战略合作及其在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的不断深化也促进了要素跨区域流动，

再加上其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实力和创新生态环境，使得武清成为中关

村企业在天津投资的第二大区域。 

中关村企业在河北的投资则相对分散，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格局，石家

庄、廊坊、保定、张家口、唐山均是中关村企业投资的重点城市，在这五

个城市投资的企业数和投资额占全部在冀投资的 68.5%和 76.4%。进一步

分析表明，石家庄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保定的保定·中关村

创新中心，唐山的中关村—曹妃甸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较好发挥了承接

平台作用，成为中关村企业在当地的主要集中地。而廊坊的区位优势、张

家口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也使得二者成为中关村企业投资的

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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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吸引中关村创新资源入津冀发展的建议 

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深化，中关村创新资源和高科技企业的扩展和

转移步伐在加快。截止到 2018 年 5 月，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建立 7189

家分支机构，其中分公司 3341 家（天津 1083家，河北 2258家），子公司

3848 家（天津 2074 家，河北 1774 家），若加上企业之间的投资，则数额

会更大。从投资比重看，中关村在津冀投资仅占全部北京在津冀投资中的

一小部分，但其投资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分布领域却对津冀结构优化和产业

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1.把握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取向和外扩特点，找准有效承接的技

术和产业的对接点 

中关村是我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密集的区域，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2.6 万多家，日均新设立科技型企业 80 家,上市公司达 318 家，形成了下

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

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把握中关村企业的发展取向并找

准承接的着力点，一方面,要把握中关村企业腾退空间、外疏功能、外扩产

业、抢占市场的新取向，找准承接和对接的项目源和投资方。创新型科技

公司把天津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视为是其成果转化的机遇，环保类企业将河

北视为其重要的市场，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在寻找新兴产业转移和科技成

果孵化的新投向，电信和网络公司在酝酿互联互通中的信息技术支持和更

大范围的便捷网络。 

另一方面，要追踪和把握中关村科技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的新布局和新

需求，找准招引、承接、对接的环节和着力点。近年来，中关村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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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识别、无人驾驶、计算机视觉、智慧物流、精准营销等人工智能新技

术、新产业快速成长，而北京的空间拥挤和制造业格局在一定程度了制约

了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和现场应用。天津的智能制造、智慧港口、智慧城

市建设，河北的智慧能源、智慧交通建设既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是其应用和拓展的基地和市场。找准承接与对接中关村企业和技术的着

力点不仅有助于将科技创新与津冀智造对接，而且能实现多方共赢。 

2.抓住北京服务业开放的契机，探索吸引中关村企业在津冀发展的新

路径，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对接 

科技、金融和商贸是北京服务业的三大支柱。调查显示,北京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试点获国家批复后，其服务业对外经济合作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的步伐加快，尤其是一些创新型的模式、技术、业态、环节的延展和合作，

如陆港间新型转关通关模式方面的通检流程、智能通关、口岸服务、新一

代物流配送网络；又如跨境电商孵化器、生物医药研发成套进口设备租赁、

境外股权投资基金、保险资金跨境投资等。 

津冀的高端服务业比重均较低，天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12.76%，河北仅占 7.49%。而中关村在

津冀投资重点为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其项目重在科技服务，如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与信息技术服务。这有助于提升津冀生产性服务业

的高端化，并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促进津冀高质量发展。适

应北京服务业开放的新形势，津冀应积极探索与中关村有效协同合作的新

模式、新形态、新机制。在园区建设中重视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对接，并

推动建设产城一体综合性创新社区，积极提供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 

3.聚力各园区、基地等载体的建设，提升招商引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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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控增量、疏存量，实现非首都功能疏解新突破”的部署，

中关村企业的“东扩”和“南移”已成定局，津冀作为其功能延伸、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的重要基地，应发挥好相关园区、基地、平台的作用，

提升招商引智的集聚力和吸引力。 

津冀各有优势，天津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优，产业链条

较完整，河北自然资源丰富，这为中关村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津冀的投资提

供了相应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资源。调研表明，天津的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自贸区，河北的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保定·中关村创新

中心、曹妃甸中关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具有具有相对较好的产业承接

生态体系，成为中关村企业投资外拓颇为青睐之地。 

鉴于中关村在津冀地区布局了多个科技园，各园区的招商力度都在加

大，津冀的招商引资部门应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聚力各园区、基地、平台

等载体建设，精准承接目标，实现由“多元招商”向“精准招商”转变、

“项目招商”向“产业链招商”转变、“招商引资”向“招商引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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