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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市加紧争夺资源的同
时，保定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火
爆与冷落。

6月 21日，保定东风东路某
楼盘售楼处，看房的市民寥寥无
几。工作人员徐敏对记者称，该小
区一周仅售出5套房。

就在两个多月前，这里还非
常火爆，“队伍都排到了大街上”。
徐敏回忆，保定“副中心”传言刚
出来时，售楼处门口经常排着长
队，每天有数个来自北京的看房
团轮番看房。某个看房团打出的
口号是“抄底保定楼市，直击政治
副中心”。销售最火爆时，一天能
出售近20套房子。

售楼处的销售数据显示，在
3 月 14 日至 4 月 14 日的一个月
内，该楼盘的房价由每平方米
5100元涨至 6400元。此后，价格
一直未上涨，也未下滑，但销售量
开始锐减。

保定的楼盘中，“五证不全”
的情况普遍存在，大批外地人涌
入保定买房的同时，保定市政府
开始严查，楼市由此萧条。对此，
有学者解读为“这深层次反映了
政府有形之手太粗太壮。”

对于保定市民来说，即使销
量下滑，保定的房价并未出现大
幅下降。

在许多保定市民看来，“副中
心”的传言，并没有让他们看到实
实在在的好处，反而催生了高房
价。“让我看不是什么好事”，出租
车司机马登武说，“除了房价涨，
副中心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庆幸自己为儿子在去年买
好了婚房。如果拖半年再买，要多
付 20万元，这几乎是他 5年的工
资。

保定普通市民的收入并不
高，官方统计，该市 2013 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1181
元，这个数字是北京的一半，甚至
还低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

“即使送面积，房价也不能大
降”，一名售楼处工作人员解释不
降价的原因“一降就收不住了。”

“副中心”传言百日后，经历
了媒体的轮番采访后，保定的官
员多保持低调，已不愿对此多谈。

保定市委宣传部一名官员对
南都记者私下透露，“这个问题怎
么说呢？中央的规划没有出来，我
们地方不太好表态。”

这 100 多天来，伴随着媒体
上的各种新闻，和楼市的火爆与
冷落，保定市民的心态也发生微
妙变化。

“起先是不信，保定这个小地
方，怎么能当首都的副中心？”马
登武总结他的心态变化，“后来当
然高兴了；现在是无所谓，最好
(副中心)不要来。”

像马登武一样，许多保定市
民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心态。3
月19日，当保定副中心的传言第
一次出现在保定“莲池BBS”论坛
里，这则消息下，最多的回复是

“愚人节要到了。”
5月 13日，当论坛里再次出

现京津冀一体化的报道，回复最
多的，则是对房价的声讨。“已经
在高位的房价，谁来买单？”一名
网友说。 （据南方都市报）

混战“副中心”
多市被传加入“争夺”，有专家称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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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的发展融合问题，早在 30
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政府调研的视
野。

1981 年，原国家计委牵头编写制
定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涵盖范围包
括北京、天津和唐山，涉及交通、产业
规划、环保等方面。在现存可查的资
料里，这是政府部门研究京津冀一体
化的开端。

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资深研
究员宋树恩参与了环保规划的编写。
在他看来，三地联合治理环境问题，是
必然选择。华北平原水网连成一片，
需要“九龙制水”。

此后，国家计委多次编写相关规
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良镛等学
者也就此多次发表研究报告，但推进

并不顺畅。
一体化的难点在哪里？宋树恩总

结：“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关键是协
同，需要一个全局性的体制来协调。”

宋树恩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 80年代到上世
纪90年代中期，是探索阶段，主要因环
保等问题开展三地协调；90年代中期
到2004年，经济发展速度增快，京津冀
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增多，开始形成
系统的城市区域问题，“是形成共识的
过程”；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
司召集京津冀三地官员在廊坊召开研
讨会，最终就合作达成“廊坊共识”，京
津冀一体化提速，进入制定具体政策
阶段。

“各方一直在拿办法，但这些办法

没有完全奏效”。对于这一时期，宋树
恩总结。

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被提高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
协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宋树恩
看来，当前是京津冀一体化 30年来最
受重视的阶段，以前是国家部委重视，
现在则直接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
视。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
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规划整体方案备受各界瞩目。此
前，有媒体报道，该方案将于 7 月出
炉。但据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称，
该框架已有初步草案，但目前暂未具
体成形，还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

虽然政府与学者研究了 30年，但
新一轮的京津冀一体化真正进入公众
视野，则是从 3 月 19 日的一则传言开
始。

3月 19日，“京津冀三地已经达成
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

‘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这则消息发
布后，舆论哗然，但迅速被官方辟谣。

3月 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
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被
定为“畿辅节点城市”的保定，将“利用
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
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这一文
件，被普遍解读为对保定地位的肯定。

此后，除保定外，河北有石家庄、
唐山、廊坊等多座城市，均传出陷入

“副中心”争夺战。
除了京津轴线两翼的石家庄、唐

山等城市，地理位置较偏远的小城沧

州被学者推荐，以学术报告的形式，被
动“参战”。推荐者举出了沧州的优
势：津沧高速以及 20万吨级航道的黄
骅港。

最新入局者是天津。6月23日，据
《上海证券报》报道，天津有关部门正
研究推动天津武清、宝坻作为承接北
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想打
造“国家行政副中心”。

实际上，这个被争抢的“副中心”，
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在国际上也
少有先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教授孙斌栋表示，“单独把政治或行
政功能拿出来，分散到其他城市，这种
情况非常少，世界也没有成功的先
例。”在他所研究的城市规划学科领域
内，“城市副中心”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而城市的“政治副中心”则少有人研

究。
首都的政治功能分散在不同城

市，仅在德国、南非等少数国家也存
在，均为历史遗留原因。柏林是德国
首都，但前西德首都波恩也在行使部
分政治职能。南非则有3个首都：比勒
陀利亚、布隆方丹和开普敦，分别行使
行政、司法和立法职能。

“政治本身是首都的核心功能。
按道理来说，应该在北京尽可能地保
证。同一类型的东西就该在空间上尽
可能地聚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李国平表示，“北京的产业以服务
业为主导，离中心城区越远，很多事无
法办理。”

“政府管得太多，什么事都得到北
京去，这才是关键问题。”孙斌栋说，

“把发改委下面的某个机构放到外地，
他们之间怎么联系？”

在“副中心”概念混战的同时，北
京周边的小城市，已经在悄悄布局，争
抢北京的外迁企业。

大红门批发市场，是典型的例
子。这座北京最大的一家服装批发市
场，在外迁时，遇到了多座城市的争
抢。“有的免租金，有的能落户，外迁的
地方基本都有优惠政策”，大红门批发
市场的浙江籍商户刘亮宝称。

5月 8日，北京丰台与保定白沟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白沟新城作为
搬迁意向地。仅在 8天后，大红门的 8
家主力市场签约落户河北永清；6月28
日，天津西青区某市场举行签约仪式，
一批来自大红门批发市场的商户赫然
在列。

最大的赢家是河北永清。在这场
争夺战中，大红门八大商场了带来近
9000家商户，永清“抢”到了最大的一
块蛋糕。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大

县，近年来发展提速，承接了北京的多
家企业。

该县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工作人
员对记者称，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
场)等市场从北京外迁，永清确实存在
与固安、白沟等地存在竞争，对手也打
出了“减免租金”等政策牌，之所以胜
出，凭借的是产业集群和交通优势。
为顺利对接，开发区曾派出官员赴北
京挂职，进行衔接。

京津冀融合三十年前破题

多座城市被传争夺“副中心”

小城悄悄布局 争抢外迁京企

被传“副中心”保定
历经热与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