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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口协作”机制是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加深对其运行机制和所得成

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环京津冀贫困带的现状进行梳理,将重点探讨“对口协作”机制在

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中的作用,并分析环京津贫困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挑战,最后将对环京

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成效进行评价。通过对现有政策的梳理和实地考察,本文将客观评价“对口

协作”机制在推动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方面的实际成效,并提出改进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研

究,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助力环京津贫困带走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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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counterpart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poverty belt,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esults.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verty bel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counterpart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naly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poverty belt of the Beijing and Tianji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inal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Through the review of existing polici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will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counterpart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nd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help revitalize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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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京津贫困带”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5年《河北省经济

发展战略研究》中首次提出,它指环绕在北京和天津周边,由河

北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区的32个贫困县组成的贫困区域。
[2]这一地区位于京津冀的核心区域,既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带,

也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

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区域内的市场机制、互动机制和合作机

制,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2016年12

月以来,京冀签署《全面深化京冀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对

口帮扶张家口、承德、保定3市的23个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全

部脱贫摘帽,目前正在建设美丽乡村、走向乡村振兴,环首都贫

困带变身青山绿水带。[1]近年来,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与乡

村振兴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对口协作”机制成为关键词。本

文将对这一机制下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成效进行剖

析,以期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旨在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剖析,揭示

“对口协作”机制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

将客观评价“对口协作”机制在推动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

兴方面的实际成效,并提出改进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未

来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助力环京津贫困带走向振兴。 



经济学 
第 7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7 

Economics 

1 对口协作机制下的环京津冀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

兴政策分析 

1.1对口协作政策概述。(1)对口协作的内涵：对口协作是

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各级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

企业之间,根据区域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建立的一种上下联

动、左右协同、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 

1.2关于对口协作机制的基本原则与运作模式探讨。(1)对

口协作机制的基本原则：①公平性与互补性：对口协作应在保

障各地区公平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实现互补合

作,促进资源优化配置。②地方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对口协

作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运用市场化手段,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③长期合作与短期效益相结合：对口

协作应注重长期合作,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短期效益,

实现合作共赢。(2)对口协作机制在京津冀贫困带治理和乡村振

兴中的运作模式：①政府引导下的对口协作。政府在政策制定、

资金支持、项目引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区域间、部门间、

企事业单位间的合作。②基层组织间的对口协作。发挥基层组

织的作用,推动农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合作,促进

乡村振兴。③区域间对口协作实践。如京津冀地区发达城市与

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实现区域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3对口协作在国内扶贫开发中的实践与经验。(1)产业扶

贫方面：在环京津冀贫困带,各地充分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例如,

张家口市通过与北京市开展对口协作,引进了优质肉羊养殖技

术,帮助当地农民提高养殖效益；承德市与天津市合作,引导农

民发展设施农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贫困

地区产业升级,还提高了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2)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口协作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践

表现为：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如

北京市投入资金支持张家口市修建公路、供水设施等,天津市对

承德市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另一方面,加强人才和技术

支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例如,天津市派出专业技术人员

协助承德市开展农村电网改造,保障农村用电安全。这些举措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3)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在教育资源

共享方面,对口协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市与张家口市建

立起了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两地优质教育资源互动交流,提

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此外,天津市与承德市开展教育扶贫合作,

为当地培训师资力量,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2 对口协作机制下的环京津冀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

兴实践案例分析 

2.1环京津冀贫困带现状分析。环京津连片贫困带地处于北

京、天津与河北交界处,并且集中连片成“C”型分布,截至2016

年,河北与京津接壤的国家级贫困县有22个,其中包括张家口市

和承德市的全部县区,以及保定和沧州的部分县区,涉及100多

万贫困人口和2000余个贫困村。环京津贫连片困带是京津冀区

域经济发展的“低洼带”,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

方财政收入,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1/3、1/4和1/10。[3]环京津

冀贫困带的存在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2.2案例选择与分析方法。本文以环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县和乡村振兴项目作为案例,旨在通

过实证研究方法,对治理成果进行深入剖析。研究首先对环京津

冀地区的贫困县进行了全面梳理,从地理、经济、社会等多个维

度对这些贫困县进行分类,以期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

贫困县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筛选出具有典型性的乡村振兴项

目,分析了这些项目在治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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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选定的乡村振兴项目进

行深入剖析。在剖析过程中,重点关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如政策制定、资金投入、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以此揭示

环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项目在治理成果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在

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

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确保政

策红利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和农民；另一方面,要加强资金管理,

优化资金分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还要关注产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振兴过程,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

的主体作用。研究路径如图： 

2.3案例分析。分析对口协作机制实施的具体实践,包括产

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成果。 

(1)案例一：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武强县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优势,推动文化产业与农业、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培训课程,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同时,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条件。

(2)案例二：京津冀三地协同推进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中国

文化产业协会联合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会,举

办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交流对接会。活动以峰会研讨、项目推

介、精准对接的方式,聚焦创意设计、演艺行业、工艺美术、数

字文化、文旅消费等产业方向,加强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间协同,

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3)案例三：河北省邢台

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邢台市通过实施乡村

振兴管理措施,持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乡村产业,重点在政策延

续、防贫防返贫、产业基础、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大力度。保持主

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确保财政投入

力度不减、帮扶力量不撤,延续金融服务政策,助力乡村振兴。 

3 对口协作机制在环京津冀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

中的成效 

对口协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间的协作,

二是企业间的协作,三是社会组织和民众间的协作。通过建立健

全对口协作机制,推动环京津冀地区贫困带与发达地区之间的

资源共享、人才交流、项目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政府通过产业扶贫、项目合作等方式,促进了贫困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通过政策扶持、扶贫项目

实施、就业培训等措施,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加快,区域性贫

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对口协作机制促进了环京津冀地区资源

整合,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通过实施生态扶贫、

生态修复等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4 对口协作机制下环京津冀贫困带治理与乡村振兴

的启示与建议 

4.1政策建议。(1)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①制定有针对性

的扶贫政策：针对环京津冀贫困带的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针对

性的政策措施,如加大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三地共同制定具体措施促进旅游协同发展,比如,出

台全国第一个区域性自驾游相关服务标准《京津冀自驾驿站服

务规范》,为京津冀区域房车露营产业规范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联合签订《京津冀协同发展文旅营销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市场一体化发展。[1]②完善政策评

估与调整机制：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体系,定期对政策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2)强化人

才和技术支持：①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对环京津冀贫困带人才

培养力度,提高当地人才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②推

进科技创新：鼓励科研机构、高校等为贫困地区提供技术支持,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扶贫的深度融合。③建立长效的技术合作

机制：搭建对口协作平台,推动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技术

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①提高基

础设施水平：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确保水、电、

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②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为乡村振

兴创造良好条件。③建立健全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完善基础设

施管护制度,确保基础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4.2实践启示。(1)产业扶贫：造血式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对口协作机制在环京津冀贫困带的产业扶贫实践中,注重发挥贫

困地区特色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例如,通过引导资金、技术、

人才等优势资源向贫困地区汇聚,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

游等产业,帮助当地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2)基础设施建

设：补齐短板,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口协

作机制聚焦环京津冀贫困带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推

动实施一系列重大项目。在此基础上,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交

流合作更加紧密,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3)教育资源共

享：提升教育质量,助力人才培养：通过组织支教、培训、远程教

育等方式,提升当地教育质量,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此外,还鼓励

优秀学生到发达地区接受优质教育,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理念和

技能的乡村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5 结论 

对口协作在环京津贫困带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

策扶持、项目引导、资金支持、人才交流等方式,环京津贫困带

的治理成效逐步显现。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治理环京津贫困带

仍面临诸多挑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深化对口协作,发挥

各方面优势,为实现环京津贫困带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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