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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
任务。河北以其显著的区位优势，承担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职责，为此文章将对河北省承接产业

转移进行研究。首先，建立了河北省区域经济TOPSIS模型，对河北省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

得出了河北省具备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空间的结论。其次，通过对北京与河北省产业梯度系数的对比分析，

得到了具有承接优势的产业类型。最后，给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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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Jing-Jin-Ji has risen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level, and the function 
relief of the capital Beij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and task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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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ing-Jin-Ji. Hebei with its obvious location advantage, undertakes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Beijing industrial transfer. So, the undertaking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Hebei was studied in this pa-
per. Firstly, the regional economy TOPSIS model about Hebe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evaluate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very city, and obtained the conclusion that Hebei had enough 
space to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of Beijing. Secondl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gradient coefficient of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the industry type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undertaking are obtained. Finally, the related suggestions about Hebei province to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Jing-Jin-Ji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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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如何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北京作为首都还承担了许

多非首都功能，导致无法继续承受资源过于集中带来的负担。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作为首都吸收了周边尤其河北和天津资源，导致功能过度繁杂，产业结构层次偏低，无法真正形成京

津冀互补互动效应。二是周边的津冀地区资源被吸附之后，本地资源极度匮乏，甚至形成所谓的贫困带。

虽然雄安新区的建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是要想彻底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北京向

河北进行产业转移成为最佳选择。因此，如何很好地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到河北，成为众多学

者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河北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产业承接能力的挑战。 
对于产业转移及承接力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产业视角、企业视角或者国

家视角进行的，他们利用产业长期发展的历史分析手法或者是结合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

理论、国际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国际经营学中的跨国公司理论为分析工具，越来越深刻地揭示

了产业转移现象及其发生的内在规律[1] [2] [3]。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大多从移出方的角度

出发，对从承接方出发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问题研究还比较少。有学者提出关于产业承接地的模型，通

过全面评价一个地区的资源、生态、环境等适宜性因子来度量其承接产业转移的适宜程度，将适宜度低

于阈值的地区排除出产业承接地的范畴，然后通过评价区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势程度，衡量当地承

接产业转移的优劣程度[4] [5] [6]。部分学者构建了产业承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各个

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进行了量化分析[7] [8] [9]。有研究人员构筑了一种提升开发区产业承接能力的“五

位一体”运行模式，以提升区域产业承接能力[10] [11] [12]。虽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很

少有对跨区域的多对一的承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河北具有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天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地处东经

113˚27'~119˚50'，北纬 36˚05'~42˚40'之间。总面积 18.85 万平方公里。当前河北省正处于工业化转型的重要

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这也得以集聚

了巨大的后发展潜力。为保证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或者移出产业能够顺利转移，同时河北能够很好地进行

承接，本文将对河北省各个城市的产业承接力进行综合等级评价，根据其承接能力的高低来对接相应的产

业转入。文中结论将对河北省各城市的产业承接、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未来的产业融合提供决策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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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北省区域经济 TOPSIS 模型建立及评价 

2.1. TOPSIS 模型 

TOPSIS 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即理想解法，是一种多目标决

策方法，由 Wang 和 Yoon 于 1981 年提出。 
根据 TOPSIS 评价模型的建立过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建模： 
构造初始矩阵：设评价模型有 n 个指标 1 2, , , nD D D ，m 个被评价对象 1 2, , , mM M M ，第 m 个评价

对象 ( )1,2, ,iM i m=  在目标 ( )1,2, ,jD j n=  下取值为 ijM ，则初始矩阵 M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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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评价指标的同趋势化与归一化：评价指标一般包含了高优和低优两种，对于高优指标的数值越高说

明指标越符合，即为优选指标。对于低优指标的数值越小说明指标选择越符合，也即优选指标。同时，

两种指标需要通过进行同趋势化处理，从而合成同一指标。最后利用差值法进行相对指标处理，利用倒

数法进行绝对指标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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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j n=                         (2) 

将矩阵 M 中的所有原始数据 ijM 同趋化后，得到矩阵 ( )ij m n
Z Z

×
= 。若原指标已满足同趋势要求，则

不进行转化。构造决策矩阵：将原始矩阵按式(2)进行转化，把归一化后的数据矩阵(即决策矩阵)记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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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理想解 Z + 的第 j 个指标值为 jZ + ，负理想解 Z − 的第 j 个指标值为 jZ − ，有： 

( )1 2, , , jZ Z Z Z+ + + += 
                                (4) 

( )1 2max , , ,j j j mjZ Z Z Z+ = 
， 1,2, ,j n=   

( )1 2, , , jZ Z Z Z− − − −= 
                                (5) 

( )1 2min , , ,j j j mjZ Z Z Z− = 
， 1,2, ,j n=   

根据 Z 矩阵和式(4)、式(5)可以得到正理想解 Z + 和负理想解 Z − 。 
计算距离：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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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j j
j

D Z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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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 ,i m= 
； 1,2, ,j 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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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 ,i m= 
； 1,2, ,j n=                        (7) 

确定接近度：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2030


靳艳峰 等 
 

 

DOI: 10.12677/mm.2024.142030 232 现代管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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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 m= 
                               (8) 

即 iC 越大，表明第 i 个评价对象越优；根据接近度的大小，就可以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 

2.2. 评价过程 

评价指标的选择极为关键，其决定了后期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因此，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首先是系统性原则，选取的指标之间不能是不相关的，需要有内在的关联性。指标间要有一定的内在联

系，既要相互独立，又要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选取指标不但要全面完整地反映出区域经济的

特点，还要能揭示出区域的内在联系。其次是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任何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的首

要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真实、客观地反映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其内在的联系。第三是可操作

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必须从计算度量和计算方法上保持统一，以获取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进行进一步

的数学计算与分析。最后是可获取性原则。指标数据必须是可获取的，而且尽量降低指标数据的获取难

度，以避免造成过高的评价成本。 
根据以上原则，选取地区 GDP、人均 GDP、固定投资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消费品零售总额、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六项指标作为经济梯度分析的指标。根据上述评价模型，设立了 6 个评价指标，把

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 11 个地市作

为评价对象，以 2022 年河北省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建立模型的初始矩阵 M，原始指标数据见表 1。 
 
Table 1. Selected raw indicator data 
表 1. 所选取的原始指标数据 

指标 
地市 

地区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固定投资增长情况
(%)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石家庄 6490.3 57,830 −5.6 681.4 2465.2 33555.1 

保定 4401.7 38,157 11.6 340.6 1577.2 28252.1 

唐山 8230.6 106,783 7.0 552.7 2094.7 37660.8 

邯郸 4414.8 43,817 3.3 314.1 1227.5 29287.3 

张家口 1727.8 42,049 2.0 186.4 559.5 27982.5 

承德 1697.0 50,749 5.2 126.0 486.3 25660.8 

廊坊 3553.1 64,460 5.4 390.5 1328.0 37346.9 

秦皇岛 1843.8 58,774 5.2 172.2 585.3 30747.6 

沧州 4163.4 57,009 5.0 299.6 1084.6 29146.2 

邢台 2427.1 34,193 −2.6 190.7 986.0 25626.2 

衡水 1703.1 40,561 5.1 136.6 591.4 25880.1 

数据来源：《2022 年河北省统计年鉴》。 
 

由式(1)对表 1 中的数据做初始矩阵变换，根据式(2)对数据进行同趋势化处理，得到决策矩阵 Z： 
 

0.4976 0.3471 0.5809 0.5551 0.5991 0.3198 

0.2690 0.1942 0.2065 0.2657 0.3391 0.2469 

0.6073 0.5827 0.4763 0.4617 0.4838 0.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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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3005 0.2162 0.3413 0.2487 0.3038 0.3803 

0.1325 0.2222 0.1060 0.1879 0.1376 0.2367 

0.1310 0.2548 0.1639 0.1601 0.1092 0.3516 

0.2006 0.3298 0.2496 0.3314 0.1789 0.3529 

0.1171 0.2829 0.0180 0.1682 0.1412 0.2925 

0.3057 0.3083 0.3506 0.3352 0.2465 0.2697 

0.1627 0.1559 0.1882 0.1421 0.1947 0.2246 

0.1111 0.1818 0.1322 0.1211 0.1352 0.2197 
 

根据公式(4)和公式(5)，根据上述构造的决策矩阵 Z，确定各指数的理想解 Z + 和负理想值 Z − 如下： 
 

Z +  0.6073 0.5827 0.5809 0.5551 0.5991 0.3803 

Z −  0.1171 0.1559 0.0180 0.1421 0.1092 0.2246 
 

根据公式(6)和公式(7)来确定距离 D+ 和 D−，根据公式(8)可以计算出各评价对象的接近度 iC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anking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ength of 11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2. 河北省 11 个地市区域经济实力排序 

二级指标 D−  D+  iC  排名 

石家庄 0.9580 0.2669 0.7821 2 

保定 0.3587 0.7581 0.3212 6 

唐山 0.9454 0.1825 0.8382 1 

邯郸 0.4639 0.6834 0.4044 4 

张家口 0.1241 0.9744 0.1130 10 

承德 0.2184 0.9514 0.1867 7 

廊坊 0.3847 0.7527 0.3382 5 

秦皇岛 0.1498 1.0070 0.1295 9 

沧州 0.4770 0.6358 0.4287 3 

邢台 0.1958 0.9446 0.1717 8 

衡水 0.1220 1.0186 0.1070 11 
 

从上表可以看出，河北省 11 个地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以根据上述排名情况，

将 11 个地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经济梯度，具体见表 3。 
 
Table 3.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dient layout of 11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3. 河北省 11 个地市经济发展梯度布局情况 

梯度级别 地市 排序 

高梯度 
唐山 1 

石家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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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梯度 

沧州 3 

邯郸 4 

廊坊 5 

保定 6 

低梯度 

承德 7 

邢台 8 

秦皇岛 9 

张家口 10 

衡水 11 
 

可以看出，除了唐山和石家庄处于高梯度水平外，其余地市都是中低梯度位次，说明既有加快自身

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同时客观上也具备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发展空间。 

3. 河北省产业梯度系数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接北京产业转入，首先要明确河北省主要产业的梯度系数，通过分析得出河北省具有

承接优势的产业类型。同时，计算北京主要产业的梯度系数，考察河北具有承接优势产业与北京相应产

业的梯度差，是否具备较大流动性。得到符合河北与北京最大利益的转移产业的类型，从而达到最大意

义上的协同发展。 

3.1. 产业梯度系数的计算方法 

产业梯度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两个因子：一是市场专业化因子，可用区位商表示；另一个是创新因子，

可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表示。根据上述两个因子可以得到相应的产业梯度系数，其为市场占有程度与产业

的创新水平相关的函数： 

1

1 1 1

m

ij ij
i

ij n m n

ij ij
j i j

X X
LQ

X X

=

= = =

=
∑

∑ ∑∑
                                (9) 

1

1

n

ij ij
j

ij n

ij ij
j

X X
CP

Y Y

=

=

=
∑

∑
                                  (10) 

ij ij ijIG LQ CP= ×                                    (11) 

其中， ijLQ 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区位商，m 表示产业数量，n 地区数量， ijX 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生产总值。

ijCP 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ijY 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从业人员。 ijIG 表示 j 地区 i 产业的梯度

系数。 
区位商(LQ)又称专门化率，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基本的分析方法。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

情况，LQ 可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优劣势，LQ 的值越大，地区专门化率也越大。当 LQ > 1 时，表明该地

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当 LQ = 1 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处于均势；当 LQ < 1 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处

于比较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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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劳动生产率(CP)，反映了一个地区某产业的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的高低。若一个地区某部门

的 CP < 1，则该地区劳动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若一个地区某部门的 CP > 1，则该地区高于平均水平。 
产业梯度系数(IG)，其大小由产业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决定，由区位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乘

积来衡量。若一个地区某产业的 IG > 1，则其综合梯度较高，反之，若 IG < 1，则其综合梯度较低。 

3.2. 河北省主要产业梯度系数计算及分析 

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涉及的产业转移主要存在于第二产业中，根据《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2022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选取 39 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上述模型，计算得

到 2021 年河北省和北京市 39 个工业产业的梯度系数，具体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gradient coefficients for key industries in Hebei and Beijing regions 
表 4. 河北与北京地区重点产业梯度系数对比 

产业名称 
北京市 河北省 

梯度系数差 
区位商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业梯度系数 区位商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业梯度系数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37 8.36 11.46 0.19 2.12 0.41 11.0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0.00 0.00 0.47 0.79 0.37 −0.3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97 0.47 0.46 0.93 0.86 0.80 −0.3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0.00 0.04 1.04 0.04 −0.04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3 0.75 0.02 0.07 1.26 0.08 −0.07 

其他采矿业 519.18 1.06 549.77 0.00 0.00 0.00 549.77 

农副食品加工业 0.35 0.77 0.27 0.84 0.81 0.68 −0.41 

食品制造业 0.80 0.56 0.45 1.09 1.29 1.40 −0.9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77 0.66 0.51 0.73 1.20 0.88 −0.37 

烟草制品业 0.00 0.00 0.00 0.48 0.26 0.13 −0.13 

纺织业 0.05 0.78 0.04 1.08 1.58 1.72 −1.67 

纺织服装、服饰业 0.43 0.72 0.31 0.50 2.71 1.37 −1.06 

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和制鞋业 

0.05 1.15 0.06 2.22 2.73 6.07 −6.01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 

0.06 0.61 0.04 0.46 1.32 0.61 −0.57 

家具制造业 0.64 0.87 0.56 0.73 2.02 1.47 −0.91 

造纸和纸制品业 0.27 1.11 0.30 0.95 1.25 1.19 −0.8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2 0.69 0.78 1.14 1.76 2.01 −1.23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 

0.39 2.02 0.79 0.52 2.03 1.05 −0.26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06 1.16 1.23 1.26 0.27 0.34 0.8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26 0.64 0.16 0.75 0.75 0.56 −0.40 

医药制造业 1.65 0.89 1.47 0.84 1.20 1.00 0.47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2 0.27 0.00 0.27 0.80 0.22 −0.2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22 0.64 0.14 0.97 1.40 1.36 −1.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52 0.90 0.47 0.88 1.26 1.11 −0.64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2030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7295/40729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34817/37348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7460/407460.htm


靳艳峰 等 
 

 

DOI: 10.12677/mm.2024.142030 236 现代管理 
 

续表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2 0.92 0.11 3.96 0.66 2.63 −2.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9 0.57 0.05 0.32 0.55 0.18 −0.13 

金属制品业 0.50 0.87 0.44 1.75 1.29 2.26 −1.83 

通用设备制造业 0.66 0.98 0.65 0.69 1.27 0.88 −0.2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 0.90 0.95 0.95 1.25 1.19 −0.24 

汽车制造业 3.10 1.83 5.67 0.73 0.84 0.61 5.0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86 1.58 1.36 0.63 1.29 0.81 0.5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65 1.23 0.80 0.68 1.17 0.80 0.00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7 1.85 2.91 0.12 1.30 0.16 2.75 

仪器仪表制造业 1.81 1.09 1.98 0.27 1.60 0.43 1.55 

其他制造业 1.87 3.84 7.16 0.34 2.06 0.70 6.4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13 0.89 1.90 0.76 2.08 1.58 0.3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12 0.43 0.05 0.51 0.60 0.31 −0.2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3770.32 2240.21 75652703.22 1.22 0.61 0.74 75652702.4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25 1.22 3.96 0.69 0.70 0.48 3.4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4 1.12 1.83 0.59 3.11 1.84 −0.01 

 

根据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河北省产业梯度系数 IG > 1 的行业主要分布在食品制造、纺织业、(纺织

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因此上述产业均为河北的优势产业。北京各产业的梯

度系数 IG > 1 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开采辅助活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梯度系数的差值越大，产业具备的流动性就越大，说明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越大。反之，梯度系数

越小，产业具备的流动性就越小，说明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越小。因此，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将上述河

北与北京产业梯度系差较大的产业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开采辅助活动、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因此这些产业类型是河北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类型中最适合的产业类型。 

4. 结论及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这必然涉及产业转移及承接

的问题。而河北也必然成为京津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承接地。河北省如何做好产业承接，顺势提升自身经

济发展水平，成为河北省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关键。当前河北省经济不平衡，地区之间经济存在

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产业承接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利用 TOPSIS 模型，将河北省 11 个城市按照经济

发展水平的高低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不但证明了承接产业转移空间的客观存在性，还为河北省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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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理性认识和科学把握自身的产业承接能力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通过对河北省产业梯度系数的分析，

进一步明确了产业承接的类型及其路径，即根据梯度差结果显示，适宜河北省承接产业的类型包括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等 8 个种类。为河北省整体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提供了参考。基于上述研究为河北省做好承

接京津产业转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有正确的自我定位，合理承接产业转移。河北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到

省内的各个地区。这就要求各地市根据自身产业承接能力的大小，明确自身的定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

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非合作博弈现象。在短期经济利益驱使下，不能充分考虑本地

产业承接的配套能力、资源情况、产业优势等因素，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税收、土地转让等，

来吸引企业的进驻。这种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产生的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不仅会导致市场秩

序的紊乱，引起企业的过度扩张，从长远来看，还会对本地经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建议河北省

要从省层面统一协调地方政府的行动，制定明确的产业承接政策和标准，以防止恶意竞争式的产业转移

的出现。要求产业承接力偏弱的地区避免争抢对产业配套等方面要求高的产业转移，容易出现小马拉大

车的现象。产业承接能力强的地区尽可能不要承接低于自身配套能力的产业转移，容易造成资源的闲置

和浪费。建议各地方政府要明确自身定位，承接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产业转移。 
二是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承接产业转移后，在产业内部和不同产

业之间往往存在比例失衡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以推动各

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兼顾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首先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利用

本地原有资源和移入资源，使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组合。同时，各地方政府要有意识地推进第一产业向第

二三产业的逐步转移，尤其是根据区位优势情况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借此机遇拖动本地产业的四化建

设，即产业高附加值化、产业高技术化、产业高集约化以及产业高加工度化。 
三是借助承接产业转移契机，促进产业融合。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过度干预不利于产业融合的发展，

而政府管制政策的放松会有利于企业之间的互相介入，从而推动企业融合。当然，政府政策过度的放松

会影响市场正常秩序，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因此，建议河北政府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制定科

学合理的规制政策，促进本地产业融合的发展。这将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的创新，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优

化和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四是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严防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能

给河北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可能在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提升经济水平等方面都能起到

促进作用，但产业转移也存在弊端。一般情况下，产业移出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把技术水平

较高、污染度较低的优势产业转移出去。转移出的产业大多以高污染和高能耗类型为主。虽然短期内的

产业转移给河北经济带来高速增长，但是存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建议各地政府能未雨绸缪，立

足长远，严格把关产业转移的类型，开拓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五是承接产业转移，以“两型社会”建设为终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经济结构要面临转型，即从过去那种“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绿色、低碳、可再生”

转变。所以政府更应该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将“两型社会”建设上升为全局战略，把承接产业转

移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抓手和突破口。通过政府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实

现经济社会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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