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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型城市，坚持提高建筑物抗震级别。三是协调与九河流域、特别是上游山区的关系，加强流域综合治理，
努力引导上游山区部分产业和人口向滨海地区转移，进一步强化西部山区生态涵养功能定位。

五、交通与土地利用模式的互动关系

交通与土地利用模式的互动关系决定新区空间形态和格局。为打造新发展的“样板间”，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必须努力处理好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其中，要特别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统筹历史基础、生态

承载力、环境容量和高地方品质的要求，坚持打造“大分散、小集中”的高效组团式布局。一方面，坚持轨道交

通主导的据点开发模式，通过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的合理布局，引导组团体系的总体布局，通过轨道交通站

场布局带动辐射各个组团的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坚持组团混合发展模式，通过组团整体上的土地混合利用，
力求各组团职住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长距离通勤。二是坚持自立发展，处理好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的职住

和交通关系。通勤圈是相当比例的上班族往返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过程所延展的地理范围。大小合理的

通勤圈有助于更多地获取集聚收益。由此看来，未来雄安新区必然且应当与接壤的保定、廊坊、沧州部分城

镇形成基于通勤的都市圈。然而，过大的通勤圈会导致集聚成本超过集聚收益，变得集聚不经济，得不偿失。
日本东京都市圈规划建设最大的教训就是导致了大规模、潮汐式、长距离通勤，目前，其通勤范围在６０公里内。
也许是汲取这一教训的结果，最近一些年来日本较少提以一都七县为范围的广义东京都市圈了。因此，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应始终坚持雄安新区相对自立发展的原则，不能片面扩大通勤圈范围，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石家

庄现在不在将来也不可能在一个共同的通勤圈内，在他们之间追求形成一个共同的通勤圈是不切实际的。

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若干战略问题＊

魏后凯

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位于河北省保定

市境内，范围涉及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地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１００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

约２００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２０００平方公里。自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成立上海浦东新区以来，迄今我国已

经设立了１９个国家级新区，其中，京津冀地区分布有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

重大的国家战略，这不仅因为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一样具有全国意义，而且还因为它承

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引领和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可以说，雄安新区承担着多方面的国家

战略功能，未来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规划建设成为国家级新区的升级版。下面，我着重就推进雄安新区

建设的若干战略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着力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疏解型反磁力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京津与河北的协同发

展。２０１５年，北京、天津的城镇化率已分别达到８６．５％和８２．６％，而河北只有５１．３％；京津人均ＧＤＰ已超

过１．７万美元，而河北刚超过６０００美元。目前，由于北京承载的各种功能过多，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过度集

聚，交通拥挤、房价高昂、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凸现。从国际经验看，必须跳出北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磁

力中心，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才能从根本上起到消肿和缓解城市病的作用。但是，这个

反磁力中心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了容易与原有中心城区连成一片，从而助长摊大饼式蔓延趋势，
起不到消肿的作用；太远了则难以依托老城区，由此造成新老城区联系不便，使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受阻。
雄安新区地处京津保腹地，地理位置适中，距北京、天津都在１００公里左右，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较理想的

集中承载地。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和疏解型反磁力中心，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共同构成了一个

等边的“金三角”，既可以有效地集中承载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起到平衡京津的作用，又可以充分发挥其

引领、标杆和示范作用，极大地带动河北省尤其是冀中南地区的发展。同时，雄安新区还可以与北京城市副

—０１—
＊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２，电子邮箱：ｗｅｉ＿ｈｏｕｋａｉ＠２６３．ｎｅｔ。



中心通州和冬奥会承办地张家口，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形成相互依托之势，共同支撑和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

的集中疏解，从而扩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空间。当然，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应注意以

下三个问题：一是围绕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有目的、有选择地承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符合雄安新区功

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坚决不承接，否则，如果来者不拒，北京每个部门、每个单位、每个学校都向雄安新区疏

解一部分，将会使新区成为一个“大杂烩”或者“四不像”；二是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防止因国有单位和中央企业的集中疏解使雄安新区成为国有经济的集中地，由此积聚各种传统体制

的弊端，影响新区内生发展活力的发挥；三是要吸取过去部分开发区“有业无城”和大规模“卧城”的教训，采

取多方面的综合措施解决好职住平衡问题，防止出现大规模的通勤，尽可能避免家庭成员因疏解而形成空间

隔离或者“两地分居”。
其次，构建面向京津冀一体化的快速捷运系统。无论是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还是作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一个国家级新区的建设都需要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从目前的情况看，雄安新区交

通便捷通畅，京广铁路、津保城际铁路、大广高速、荣乌高速、京昆高速、京港澳高速、保津高速等众多交通干

线在此交汇，初步形成了方便快捷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尤其是，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开通的津保城际铁路为高

快结合的捷运铁路，设计时速为２００～２５０公里，在雄安新区设有白沟站、白洋淀站。雄县通过津保城际铁路

到天津红桥区只需１５分钟。同时，目前河北省已将廊涿固保城际铁路纳入２０１７年重点项目。廊涿固保城

际铁路由廊涿城铁（固安－涿州）和固保城铁（固安－保定）两段组成，属新建双线城际铁路，设计时速为２００
公里。计划于２０２０年通车的固保城际铁路将在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内设立容城、白洋淀、白沟等多个站点，并
通过廊涿城铁与北京城际铁路对接，直达北京新机场。雄安新区还处于北京新机场的有效服务范围内，且位

于北京首都、天津滨海和石家庄正定三大机场的中心位置，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较近，交通十分便捷，非常

有利于新区与京津石之间的联系。然而，应该看到，要建设一个疏解型反磁力中心，打造国家级新区的升级

版，单纯依靠现有交通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高速＋轨道”的综合捷运方式，尽快打通雄安新区与首

都新机场、北京、天津、石家庄以及港口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构建一个面向京津冀一体化、高效畅通的快速

捷运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在电信、公交、地铁、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快推进京保廊同城

化的进程，以便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承接创造有利条件。
再次，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促进“三生”空间优化。雄安新区所在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属于典型的农业

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滞后，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较低，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２０１５
年，雄县和容城县的城镇化率为４３．８％，安新县为４０．７％，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京津冀的平均水

平。按户籍人口计算，三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有１８７５９．７元，合３０１２美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７２７．２
人，其中雄县为７６４．０人，容城县为８６９．４人，安新县为６３９．８人。如果以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比重作为衡量开发强度的指标，２０１４年雄安新区三县开发强度平均为６．４％，其中雄县为６．１％，容城县为

９．６％，安新县为５．２％。这表明，与京津相比，目前雄安新区的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较低，未来的发展空间

和潜力巨大。但是，应该看到，在规划范围内，雄安新区可开发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千万不能乱开发，更不能

“满开发”。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生态型新区，打造国家级新区的升级版，其开发强度不能太高，要留有更多

的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为此，要率先实行空间开发的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城市开发的边界，设定开发强度

的上限和生态空间的下限，划定限制和禁止开发以及保护的四至范围，合理确定“三生”空间的比例，以便促

进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
最后，实行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生态新区。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即使是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

也只有３０７立方米，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５００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雄安新区环

抱白洋淀，具有一定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条件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

城市。而且，雄安新区三县是河北省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境内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有大小

淀泊１４３个，平均蓄水量１３．２亿立方米。尽管如此，水资源仍然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最大制约因素。目

前白洋淀的水体污染较为严重，湖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新区开发建设一定要以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

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雄安新区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白洋淀原本紧张的水资源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用水需求。白洋淀曾在１９８２年干涸，１９８８年大雨才使白洋淀湖区恢复。为缓解白洋淀水资源紧缺状况，
—１１—

郝寿义等：雄安新区战略笔谈



　 　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恢复和保护白洋淀水生态环境，２０１２年建成了王快水库和西大洋水库连通工程，每年可向白洋淀供水１．２
亿～１．５亿立方米。目前，河北省正在推进引黄入冀补淀 工 程，力 争２０１７年 底 前 建 成 通 水，新 增 引 黄 水 量

６．２亿立方米，将每年向白洋淀补水２．５５亿立方米，扣除输水损失后向白洋淀年均净补水量为１．１亿立方

米。由此可见，白洋淀的生态补水主要是依靠调水工程来解决的。如果远期雄安新区人口达到２５０万人，按
照京津冀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８５～１４０升／人·天的标准，将需要增加用水量０．７８～１．２８亿立方米。因此，
对雄安新区而言，同样需要实行以水定城、以水定产，要树立节约用水新理念，大力推广节水新技术，高度重

视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严格限制和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全方位打造节水型新区。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开放战略＊

刘秉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协同是手段，发展才是根本目的。如何通过

京津冀协同开放，在我国新一轮全方位开放格局建设中抓住发展机遇，促进京津冀与全球价值链融合，增强

国际竞争力，激发京津冀乃至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党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大举措，开放发展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雄安新区打造创新发展

示范区的必由之路。雄安新区建设为京津冀地区以中央政府高能级行政力量为基础，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核心，建设全新的制度机制体制与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将成为京津冀打破“一亩三

分地”行政与体制藩篱的关键步骤。

一、区域协同开放的内涵、路径与意义

（一）区域协同开放的内涵与一般路径

区域协同开放是指区域内部或不同区域之间，以调整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为导向，通过区域深度合作与

协同发展，破除行政管理和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进
而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区域整体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协同开放包括政府治理协同开放、基础设施协同开放、产业协同开放以及市场协同开放四个主要维

度，其实现路径包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以及统一

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
（二）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津冀协同开放的意义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与强国战略相适

应、应对复杂国内外形势的重要举措。如何通过协同开放，提升京津冀地区的国际影响力，使京津冀地区成

为信息流、技术流、商流、人流、物流五流合一的世界枢纽，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权与

话语权。
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地理中心。其中，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

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拥有我国北方最大的外贸口岸和自贸区，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石家庄作为省会是河北

省外向型经济的核心地区。雄安新区的对外开放、由雄安带动的京津冀协同开放，对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
扩散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已明确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三地共享的开发开放先行区。京津冀协同开放，应充分利用雄安新区

“平地起”的特点，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京津冀地区吸引国际人才的先行区、金融开放的先行区、利用外资的

先行区、国际合作的先行区。通过雄安新区管理模式的创新，推动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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