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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促发展 区域发展指数持续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测算结果显示，2021 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
1
为 138.9，较

上年提高 7.7 点。其中，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是主要

支撑力量，三个分指数分别为 153.0、153.0、141.6；开放发展

和绿色发展指数提升较快，较上年分别提升 19.9 和 8.5，是推

动总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

2014—2021 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总指数

一、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区域创新发展指数为 153.0，较上年提高 5.5，创新产出和

创新效率提升明显。

1 2022 年，为更好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进一步对接协同发展阶段性重点任务，在坚持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基

础上，继续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指标体系详见附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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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投入看，2021 年，京津冀区域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 3949.1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6%。区域 R&D 投入

强度达到 4.1%，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北京保持在 6%以上，

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天津和河北分别为 3.7%和 1.9%。区域

每万常住人口 R&D人员全时当量为 51.6 人年，较上年增长 3.2%。

从创新产出看，截至 2021 年底，京津冀区域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 42.1 万件，较上年增长 3.2%。区域技术合同成交额 9079.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1%。区域每万常住人口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38.2 件，较上年增长 3.5%；北京稳居第一，为 153.5 件；河北

增长最快，较上年增长 22.2%。从创新效率看，区域每亿元 R&D

经费的专利授权为 105.6 件，较上年增长 10.1%。

二、协调发展显现成效，要素资源加快流动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 141.6，较上年提高 2.6。区域间联系

更加紧密，要素流动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从区域协调看，随着交通一体化深入推进，三地空间联系日

益密切，京津冀区域空间联系强度较上年上升 11%。从城乡协调

看，区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其中，北京由

2020 年的 2.51:1 缩小至 2021 年的 2.45:1，天津由 1.86:1 缩小

至 1.84:1，河北由 2.26:1 缩小至 2.19:1。从要素流动看，三地

企业在区域内跨省（市）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快速增长，2021 年

为 7453 家，较上年增长 14.1%。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格局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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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2021 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 350.4 亿元，较上

年增长 1.0%，中科院、天津大学、钢铁研究总院等 13 项京津重

大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项目数占河北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总数的 1/5。

三、绿色发展持续发力，协同治理逐步深入

区域绿色发展指数为 153.0，较上年提高 8.5，绿色生产、

生态环境改善取得积极成效。

从绿色生产看，区域能耗持续下降，2021 年京津冀三地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上年分别下降 3.1%、5.1%和 6.7%，北京

能耗最低，河北下降最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逐步扩大，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8.8%，较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从生态环

境看，2021 年京津冀地区 PM2.5平均浓度为 38 微克/立方米，较

上年下降 15.6%；192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

类的断面比例为 70.4%，较上年提高 8 个百分点；区域森林覆盖

率为 35.5%，较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四、开放发展逐步恢复，对外经贸较快增长

区域开放发展指数为 119.3，较上年提高 19.9，进出口与利

用外资有所恢复。

从对外贸易看，2021年区域货物进出口总额为6874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35.5%。其中，北京为 4709.9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40%；天津为 1325.7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24.7%；河北为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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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0.1%。区域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

的比重为 28.7%，较上年提高 4.7 个百分点。从利用外资看，2021

年区域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上年增长 9.6%，京津冀三地

分别增长 7.8%、13.8%和 13.4%。

五、共享发展稳步推进，居民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区域共享发展指数为 127.6，较上年提高 1.8，基本公共服

务共享和基础设施共建拉动作用明显。

从基本公共服务看，区域人均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持续增

加，2021 年为 7261 元/人，较上年增长 3.2%；京津冀三地支出

之比由 2020 年 2.49:1.60:1 缩小至 2.47:1.75:1。区域每千常

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9 人，较上年增长 9.6%。从基础设施

建设看，三地积极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格状、全

覆盖的交通网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2021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500 万人次。区域公路网更趋完善，高速公路里程密度由 2020

年的 474.6 公里/万平方公里提高至 2021 年的 487.5 公里/万平

方公里。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哈高铁京承段等建成通车，京

唐、京滨城际加快建设，区域铁路里程密度由 2020 年的 484.9

公里/万平方公里提高至 2021 年的 498.0 公里/万平方公里。38

条公交线路实现跨市域运营，总里程 2700 余公里，日均客运量

超过 27 万人次。从社会保障看，区域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达 8211 万人，较上年增加 4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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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

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

一级指标。为更好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进一步对接协同发

展阶段性重点任务，2022 年，在坚持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

继续对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二级

指标由 18 个调整为 15 个，三级指标由 45 个调整为 37 个。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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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人员全时当量 3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 3

创新产出

每万常住人口拥有有效发明专利量 3

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比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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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经费的专利授权量 3

劳动生产率 3

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

区域 GDP 占全国比重 2

省（市）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 2

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 2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2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

要素流动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中的通勤圈人口规模 2.5

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流向外省市技术成交总额的

比重
2.5

京津冀各地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在另外两地设立分支机构总数 2.5

区域间铁路货物交流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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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绿色发展

绿色投入 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2

绿色生产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3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 3

节能环保产业产值 3

生态环境

PM2.5平均浓度 3

森林覆盖率 3

京津冀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 III 类的断面比

例
3

开放发展

双向投资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3.5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3.5

贸易开放
货物进出口总额 3.5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 3.5

人员往来
对外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数 3

入境旅游人数 3

共享发展

公共服务

共享

人均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 2.5

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2.5

中小学专任教师与在校生之比 2.5

基础设施

共建

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2.5

高速公路里程密度 2.5

铁路里程密度 2.5

社会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5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2.5

2.主要指标解释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指为实施研究与试验发展（R&D）

活动而实际发生的全部经费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指为

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

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

R&D 经费投入强度:指 R&D 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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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成交额：指已登记技术合同约定标的金额的总和。

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采用引力模型对其进行测度，

，式中 Rij为城市 i与城市 j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Dij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公路运营距离；Pi、Pj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常住人口，Vi、Vj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地区生

产总值。

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

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

物收入。

京津冀各地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在另外两地设立分支机构总

数：指北京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与天津在京冀设立分支机构、河

北在京津设立分支机构数的总和。分支机构指规模以上法人单位

下属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分公司、分部、分厂、

分店等）。

节能环保产业产值：指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

产业产值。

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指一个日历年内各日细颗粒物

平均浓度的算数平均值。

货物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海关并能引起我国境内物

质资源增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总金额。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指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的实际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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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外国投资者根据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的规定

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

自有资金实际直接向企业提供的贷款。

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社

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支出合计。

卫生技术人员：指由医疗卫生机构支付工资的全部固定职工

和合同制职工中现任职务为卫生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包括从

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指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之和。

3.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测算方法

以 2014 年作为基期并设指数值为 100，通过时序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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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指标值的变动趋势。分别计算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

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5 个分指数，然后合成为京津冀区域发

展总指数。

（1）权重确定

一是对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采取均等权重的形式，每个一

级指标为 20 分。

二是对三级指标采用专家打分的形式赋予权重，经综合分析

评估后确定最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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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化处理

为保证各指标层的可加性，首先对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

理。以指标的 2014 年取值为基准 1，根据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

的差异，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yt为某指标

的测算值，y2014为某指标 2014 年的测算值，pt为标准化后的指标

值，其中，t=2014，…，2021。

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

逆向指标标准化处理：

（3）指数合成

使用指数加权法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各级指标的指数值。指

数加权分析法的基本公式为：

综合指数 S =ΣPi * Wi

其中，Pi 是经过无量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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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指标标准化处理，加权求和得到二级指标、一级指标

的值以及最终的总指数值。根据指数变化情况，观察区域发展变

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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