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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议

赵康杰
1
、马瑞婕

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 2012 年以来

的煤炭价格走跌中，山西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倒数第一、

二位，2016 年为 4.5%，仅好于同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比全国 6.7%

的经济增速低 2.2 个百分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战略的牵引下，山西周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引领全国，2016

年京津冀三省经济增速分别达到 6.7%、9%、6.8%。在“十三五”时

期，山西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大力发

展开放型经济，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清洁能源供应、产业转

移承接、生态环境共治、科技人才合作、基础设施一体等方面取得实

质性突破。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山西的参与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要率先在交通

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作

为紧邻京津冀的省份，京津冀协同发展任务的落实需要山西的多领域

参与。一是需要山西的能源供应。京津冀三地 GDP占全国的比重超

过 10%；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比重也超过 10%，但能源自给率很低，

除石油能达到 80%以外，煤炭、天然气、电力缺口都在 80%、90%，

能源自我供应短缺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在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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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虽然煤炭产量有所下降，但山西 2016年原煤产量

仍然占到全国的 20%以上，可以成为京津冀的能源供应基地，与内蒙

古、新疆、进口煤相比，山西具有地理区位临近、铁路运输成熟、输

电线路完备、合作基础良好等方面的优势。二是需要山西的环境共治。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雾霾为主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问题，2016 年，京津冀三地 PM2.5 平均浓度为 71微克/

立方米，比全国 47微克/立方米高出许多，雾霾污染固然与京津冀自

身的工业污染、冬季采暖、机动车排放、扬尘污染有关，但在空气流

通作用下，作为位于京津冀上风向的煤炭生产、消费大省，京津冀雾

霾重污染也可能与山西有关。三是需要山西的“承东启西”。对接丝

绸之路经济带、打开西部地区市场是京津冀开放发展的内在要求，山

西刚好具有贯通东西的区位优势，山西要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太原、大同等地的枢纽地位等方面提供便利。

二、山西深化转型离不开京津冀的支持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放不足，资源型

经济过于封闭，与省外的经济联系过于单一。深化转型要坚持开放理

念，将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作为开放的突破口，得到京津冀

地区的广泛支持。一是离不开京津冀的产业转移。2015 年山西采矿

业占工业的比重高达 50.61%，煤焦冶电等资源型产业占工业的比重

高达 75%，工业结构的单一性、低端性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亟需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而有序推进产业转移与承接是京津冀优化产业布局的

要求，山西需要通过承接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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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二是离不开京津冀的科技人才。山

西资源型经济对科技、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2015年山西研发投入

强度为 1.05%，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为 43.48%，

落后全国 10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在第 26位，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带来

的人才短板也十分突出。而北京、天津等地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丰富，

科技、教育功能疏解也为山西利用京津冀人才提供了机遇。三是离不

开京津冀的财力援助。在煤炭价格低迷的 2015年，全国财政一般预

算公共收入达到 83002.04亿元，比 2014年增长 9.39%；山西则从 2014

年的 1820.64亿元下降为 2015年的 1642.35亿元，减少 9.79%。财力

困乏是制约山西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障碍，

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各类金融机构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予了大

规模财力支持，山西需要融入京津冀，共享协同发展的资金支持。

三、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

转型困境是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观动力，而国家也十分支

持。2016年底国家出台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

确提出“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持山西在产业转移承接、能源

生产供应、生态环境联合保护治理、创新合作、基础设施连通等重点

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为“京津冀+晋”区域合作、变“3J”为

“4J”协同提供了契机。一是以电力跨省直供为切入强化能源合作。

立足综合能源基地定位，依托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加快探索电力跨省

直供、直接交易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性电力交易中

心。实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项目，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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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风电、太阳能发电规模，加快一二次能源运输通道、输送管

网建设，设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结构调整基金，提升京津冀省份

高效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二是以产业转移承接为重点强化产业合

作。精准对接《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明确煤基产业、装备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大数据、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文

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作为重点对接领域，加快开发区改革与创新发展，

在太原、大同、长治等地打造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加大

土地保障、电力直供、税收共享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优化产业发展

环境，提升山西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三是以环境联防共治

为手段强化生态合作。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抓

好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绿化

生态建设、建立重污染天气联合预警预防机制，打造京津冀西部生态

屏障；争取国家支持，以落后产能淘汰换取京津冀转出产业项目承接，

改善山西产业接续发展能力。四是以交通一体为先导强化基础设施合

作。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以大张高铁开工建设

为契机，加快高速铁路、公路与京津冀融入、贯通步伐，降低山西与

京津冀交通运输物流成本、区域合作交易成本，建设连接京津冀、山

西、陕西承东启西的扶贫高铁线路（涉及太行山、吕梁山、延安等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在山西打造服务京津冀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仓

储加工基地、物流配送基地、旅游集散基地。加快山西对京津冀省份

供水设施、互联网通道建设，为京津冀发展用水、大数据传输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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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与保障。五是以创新驱动为目标强化科技人才合作。创新驱动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山西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有效对接《京津冀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利用北京疏解教育、科技功能的

机遇，加大国家重点大学、国字头科研机构在山西布局设点，扶持山

西建设“双一流”大学、学科，壮大职业教育规模，扭转山西资源依

赖排挤创新与人才困境，加快京津研发成果在山西的中试、产业化步

伐，提升山西人才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