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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政策差距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机制研究 

冯韶华，汤荣敏 

（河北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建立区域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从而实现人力

资本、生产技术和产业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本文主要分析了京津冀之间政府社会性公共

服务政策差距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失的影响，进而影响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资本投入，探讨了

现行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分配体制对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

制约机制。并据此提出河北省应向“平等式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进而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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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提出至今已有十余

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

度。习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

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并进一步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做出明确指示，即“基础设

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

流、公共服务共享共建、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这

一重要指示既明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必

然性，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具体措

施，可谓高屋建瓴、落地生根。尤为重要的是，习

总书记在指示中提到的“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

服务共享共建”，深刻切中了以往该区域发展中的

症结所在，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 

京津冀地区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不均

衡的区域之一，在北京天津坐拥大量公共服务资源

而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河北省却因此面临着人才、

技术、产业政策等诸多方面的资源严重流失，而不

能获得与京津协同发展的机会，甚至出现了“环京

津贫困带”的现象。 

本文尝试将京津冀发展失衡的制度诱因归结为

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地区之间的差距。

通过比较京津冀之间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政策差距，

分析这些因素对河北省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以及人

力资源流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从而

揭示了京津冀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制度诱因。再

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理论及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视角

主要集中于基于地方保护视角的地区市场分割理

论。（Naughton(1999)
[1]
、Young(2000)

[2]
和 Sandra 

Poncet(2002)
[3]
，以及我国学者白重恩（2004）

[4]
都

针对中国的省级地方市场分割现象进行了经验研

究，其得出的结论普遍认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政

府行政干预市场行为，中国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其

程度甚至超出同期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市场分割程

度，且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这

一类研究文献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地方保护主

义形成了中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进而阻碍了区域

一体化的实现。而要厘清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阻碍

的根本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追溯各级地方政府如此

热衷于实施地方保护政策的制度诱因。对这一根本

性问题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

程，使其真正实现协同发展。 

国内学者对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是

从该区域一体化发展现状入手，针对现实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且主流观点认为河北省的发展思

路在于错位发展，为京津提供对接服务，其中代表

性文献包括(纪良纲等，2004)
[5]
、（陈晓永，2005）

[6]
、(张吉福等，2005)

[7]
、（杨连云等，2006）

[8]
、

（崔冬初等，2012）
[9]
。另外有一些文献研究内容触

及对京津冀发展失衡原因的分析，如人才流失效应

(熊凤平，2007)
[10]

，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步(祝尔娟，

2009)
[11]

和区域间经济联系(踪家峰等，2008)
[12]

，并

据此提出政府间协作机制的解决对策(孙久文等，

2008)
[13]

。然而，这些文献所具有的共同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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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未能剖析引发京津冀区域发展极化效应的根本

制度诱因，即研究始终未能触及经济学分析的核心

问题—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及其制度层面的主要影响

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运用市场分割理论，

结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从制度层面剖

析京津冀区域内社会性公共服务政策差距对河北省

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机理，并据此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及分析 

市场分割理论是 Culbertson(1957)
[1]
在关于金

融市场的非有效性和投资者有限理性的相关研究中

提出的，认为形成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市场

化的外部影响因素导致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的

增加。Naughton（1999)
[2]
 、Young(2000)

[3]
和 Sandra 

Poncet(2002)
 [4]
和白重恩（2004）

[5]
等对中国地区市

场分割现象的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现象严

重，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和

与之相关的行政干预行为阻碍了地区间统一的生产

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形成。即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市

场参与者的非平等市场待遇，使得他们在参与本地

区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而在其他地区的市场

竞争中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导致了仅参与本地

区市场的选择偏好。这便是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现

象形成的根本原因。 

社会性公共服务是为了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

和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由政府提供的包括教育、

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在

内的公共服务。下表列示了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政府

社会性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一些主要项目的数据。

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直观感受到河北省与京津两地

之间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存在巨大落差。

在如此临近的行政区域间存在如此悬殊的公共服务

政策落差，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范围内

也是绝无仅有的。 

表 1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水平数据对比 

项目 北京 天津 河北 年度 

城乡居民人均基础养老金（元/月） 430 200 55 2014 

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元） 3038 2680 1188 2012 

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数 3.2 2.9 0.9 2013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3.7 2.2 2.1 2013 

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元） 16022 12456 2860 2012 

数据来源：《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服务的民生温度》人民日报，2014 年 8 月 15 日。 

出于追求自身福利的本能，河北省居民自然会

选择向社会性公共服务资源更为丰富的京津地区迁

移，随之而来的是京津核心城区人口压力超负荷，

不得已只能出台门槛越来越高的落户政策来限制外

来人口的流入，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河北省向

京津地区净流入的人口中高端人才占比越来越高，

而这种高端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对于河北省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将会愈演愈烈。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各项生产

要素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左右经济发

展的决定性主导力量。相对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出现的时代里技术水平、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作为

决定经济产出量的三驾马车的情形而言，当今知识

经济时代的生产函数中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就是代表

劳动力投入水平的人力资本，而其他两项要素的投

入水平和效率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变量的数量与质

量，从而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一个地区若要

实现经济较快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流入，尤其是高

端人才的流入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解决河北

省人力资本流失严重的问题，想要实现京津冀一体

化协同发展就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而已。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关于

河北省在京津冀三地协作中的发展战略定位问题上

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河北省应该正视自身存在

的资源禀赋劣势，立足于服务京津的出发点，实现

与京津的产业配套和错位式的互补发展，本文将这

一发展思路称为妥协式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种显然不利于河北省的战略定位和选择是出于对现

行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体制的一种无奈的

适应。河北省在新世纪迄今为止的前十五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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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已经鲜明地验证了这一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 

 
 
针对上述局面，本文尝试性提出另一种发展思

路，为对比起见，姑且称之为平等式发展。这种发

展模式的前提是打破现有的京津冀间社会性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使河北省人民能够真正享有

区域内无差别的国民待遇，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河北

省长期存在的人才流失问题，为河北省的经济和社

会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性的资源保障，同时也从另一

方面有利于解决京津地区面临的人口过度聚集的压

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河北省与京津之

间的一体化协同发展，使三地在统一高效运作的生

产要素市场中合理配置经济资源，进而实现共赢式

的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需要在区域

内建立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以实现人力资本、技

术和产业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本文通过分

析京津冀三地之间社会性公共服务政策差距对河北

省人力资本流失产生的影响，进而对其生产技术水

平和产业资本投入形成的制约，探讨了现行政府社

会性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体制对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产生的制约作用。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河北省现

行的发展战略并不利于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并据

此提出了“平等式发展战略”。 

针对如何有效实施这一战略，进一步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首先，尽快缩小并逐步消除河北省与京津之间

的社会性公共服务政策落差，真正实现习总书记要

求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一点是实现区域一

体化协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保障。 

第二，尽快建立规范统一的京津冀生产要素市

场，通过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干预来实现区域内生产

要素的合理配置，真正实现习总书记要求的“资源

要素对接对流”。 

第三，实现京津冀三地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

统筹规划、统一预算管理和统一施工建设，为区域

一体化协同发展和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提供

基础设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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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cludes activity and passivity. Many factors influenc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cluding translator’s internal factors. This paper, taking American Prose which 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si-an 
Hsia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translator’s life philosophy on religion, female, love and pessimism influence the 
transl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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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service policy gap on the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ENG Shao-hua, TANG Rong-min    
(School of Ecop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eds setting up a united marke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order to realize a freeflow and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capital.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policy gap on the loss of 
Hebei manpower capital, and it further affects the level of production skill and the input of industrial capital. It 
discusses the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current government social public service allocation system on Hebei’s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n the national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further 
suggests Hebei should mak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equ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Kew words: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overnmental public service policy; restriction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