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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监测京津冀区域发展变化，服务国家战略，国家统计局、

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联合开展了京津冀区域发展指

数课题研究。经过持续研究和修改完善，构建了基于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并测算了 2010 年以来区域发展指数，对区域发展情况进行监测评

价。 

    测算结果显示，2017 年
1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 153.99，与

2010 年
2
相比，平均每年提高 7.71 个点。特别是 2014 年以来，指

数出现较大幅度提高，2017 年比 2013 年上升 36.29 个点，年均提

高 9.07 个点，明显快于 2010-2013 年期间水平，反映出协同发展

战略对区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其中，共享发展指数最

高且上升态势最为明显，创新发展指数呈稳定提升趋势，绿色发

展指数后期上升幅度较大，2017 年三个分指数分别达到 216.21、

153.56 和 143.22，是推动总指数上升的主要力量；开放发展指数

和协调发展指数分别为 138.54 和 118.43。 

 

 

                                                              
1  2017年指数根据当年初步统计数据测算。 
2  指数测算以 2010年为基期，数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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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2017 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总指数 

 

 

1.区域创新发展成果显现 

京津冀区域创新发展指数持续平稳上升，2017 年为 153.56，

与 2010 年相比，年均提高 7.65 个点。“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

良好氛围和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政策利好激发了“双创”热

情，对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 

在创新投入方面，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支出相当

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2.72%提高到2017年的3.18%，

京津冀三地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之比由 2010 年的 7.49:3.22:1

（河北为 1，下同）变为 2017 年的 4.52:1.96:1，差距明显缩小。

在创新产出方面，区域每万常住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2010 年的

4.7 件增加至 2017 年的 22.7 件，增长 3.9 倍。其中，北京由 19.9

件增加至 94.5 件，增长 3.8 倍;天津由 5.0 件增加至 18.3 件，增

长 2.6 倍;河北由 0.4 件增加至 2.9 件，增速达到 5.6 倍。在创新

效率方面，2017 年区域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的专利授权量为 72.7

件，比2010年增长60.7%；其中，北京、天津和河北分别增长64.5%、

61.9%和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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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 

2017年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118.43，与 2010年相比，

年均提高 2.63 个点。其中，城乡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

的积极变化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从城乡协调发展看，区域城镇化率从 2010 年的 55.7%上升到

2017 年的 6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天津均在 80%

以上，2017 年分别为 86.5%和 82.9%，河北由 2010 年的 44.5%提

高到 55%。 

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看，区域加大文体娱乐方面

的投入力度，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区域文体娱乐业固定

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0.6%提高到 2017 年

的 0.9%。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区域互

联网普及率由 2010 年的 41%提高到 2017 年的 60.2%，区域居民文

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9.8%提高到

2017 年的 10%。 

3.区域绿色发展出现积极变化 

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指数波动上升，2017 年为 143.22，与

2010 年相比，年均提高 6.17 个点；其中 2013-2017 年平均上升幅

度为 9.42 个点，表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后，生

态环境的联防联治成效明显，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在节能减排方面，区域能耗持续下降。与 2010 年相比，北京

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 31.5%（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天津下降

35.0%，河北下降 34.5%。在空气质量方面，区域 PM2.5年均浓度由

2013 年的 106 微克/立方米降至 2017 年的 64 微克/立方米，下降

了 39.6%。其中，北京由 89.5 微克/立方米降至 58 微克/立方米；

天津由 96 微克/立方米降至 62 微克/立方米；河北由 108 微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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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降至 65 微克/立方米。在绿色投资方面，区域节能环保支出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2.9%上升至 2017 年的

5.5%，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由 2.2%上升至 6.7%，提

高 4.5 个百分点；天津由 2.0%上升至 3.4%，提高 1.4 个百分点；

河北由 4.1%上升至 5.3%，提高 1.2 个百分点。在生态建设方面，

区域人均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 2010 年的 14.43 平方米/人增至 17

平方米/人以上。其中，北京由 31.94 平方米/人增至 37 平方米/

人以上；天津由 14.79 平方米/人增至 21 平方米/人以上；河北由

9.59 平方米/人增至 11 平方米/人以上。 

4.区域开放发展取得进展 

京津冀地区对外开放从“大进大出”“引进来”向“走出去”、

全方位高水平开放转变。2012 年以来区域开放发展指数持续走高，

且上升幅度较大，2016 年达 172.24，比 2012 年年均提高 19.41

个点，2017 年受高基数影响，指数有所回落，为 138.54。 

 在利用外资方面，区域实际利用外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 2010 年的 3.3%上升至 2017 年的 4.8%，提高 1.5 个百分点。在

对外投资方面，区域资本“走出去”规模快速扩大，一大批企业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扩大海外投资。2016 年全国对外投

资规模快速扩大，京津冀三地也出现大幅增长，合计达到 365.3

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 1.3 倍。2017 年北京、天津对外投资规

模回调到往年水平，河北继续增加。在贸易开放方面，受世界经

济复苏缓慢、外部需求疲软影响，区域进出口规模自 2014 年持续

缩减，2017年有所回升，合计为486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8%。

在人员往来方面，区域国内外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入境旅游人

数呈波动性变化。2017 年，区域国内外游客接待量为 10.8 亿人次，

比 2010 年增长 1.5 倍，其中入境旅游人数增长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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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共享发展成效突出 

    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7 年为

216.21，与 2010 年相比，年均提高 16.6 个点，在 5 个分指数中

水平最高且上升幅度最大，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教育基础、脱贫

攻坚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在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方面，区域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快速

增加。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人均教育、社会保障、就业

和医疗卫生支出合计是 2010 年的 2.3 倍，京津冀三地人均支出之

比从 2010 年 3.02:2.18:1 缩小至 2017 年的 2.64:1.81:1。在基础

设施共享方面，区域高速公路里程稳步延伸，增速超过 40%。在教

育基础方面，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北京大专及以上学

历人数占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 32.8%提高到 2017

年的 37.3%，天津由 18.2%提高到 26.7%，河北由 7.9%提高到 10%。

在脱贫攻坚方面，区域脱贫攻坚取得较大突破，其中，京、津两

地在 2013 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河北省贫困发生率由 2010

年的 15.8%降至 2017 年的 1.86%
3
。 

 

 

 

 

 

 

 

 

 

                                                              
3  河北省 2010 年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7年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河北省 2018年政府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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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及测算方法 
    

    2015 年 4 月 30 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经中共中央

政治局审议通过，这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

域一体，打造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举措。

为监测京津冀区域发展变化，服务国家战略，国家统计局、北京

市统计局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于2016年联合开展了京津冀区域发

展指数课题研究。在天津、河北统计部门的积极配合下，经过持

续研究和修改完善，构建了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的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指数测算，

对区域发展情况进行监测评价。  

    一、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围绕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包括 5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

标和 48 个三级指标。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创新发展 

创新投入 

每万常住人口专业技术人员数  2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3 

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 

创新产出 

每万常住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2.5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  2.5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2 

创新效率 
每亿元研发投入经费的专利授权量  3 

劳动生产率  3 

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 

省（市）级人均 GDP差距  3 

县（市、区）人均 GDP差距  3 

省（市）级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差距  2.5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3 

城镇化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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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协调发展 
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协调 

文体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 

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2 

互联网普及率  2 

绿色发展 

节能减排 

单位 GDP能耗  2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 

单位 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1 

空气质量 
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比重  1.5 

PM2.5平均浓度4  2.5 

绿色投资 
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 

生态建设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2 

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1 

人均水资源量  2 

地表水劣Ｖ类比例  2 

开放发展 

利用外资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3 

新注册外资企业数占新注册企业总数比重  2 

对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3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 

贸易开放 
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额比重  3 

人员往来 
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人数与常住人口之比  2 

入境旅游人数与国内外游客接待量之比  3 

共享发展 

基本公共 

服务共享 

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  1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1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1 

接受就业指导与登记求职人数之比  0.5 

基础设施 

共享 

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 

高速公路里程密度  1 

铁路里程密度  1 

教育基础 

本科录取率的地区差距  2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 6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比重  2 

中、小学专任教师与在校生之比  1 

脱贫攻坚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2.5 

贫困发生率  2.5 

    二、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测算方法 

在使用该指标体系测算指数时，一是以 2010 年作为基期并设

指数值为 100，然后通过时序变化，观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4  由于 PM2.5于 2013年统计发布，因此 2012年及以前的数据为根据 PM10数据变化趋势进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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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 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的测评值，该值乘以相应

的权重Wi可得到一个分指标的分值，Wi为第i个分指标的权重值；

分别计算出各项分指标的分值后再进行加总得到各级指标的综合

指数。根据分指数和总指数的变化情况，观察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分领域以及区域总体发

展变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