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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的“三线”建设》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全面、形象地梳理和展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的力作，力求创新、大格局，并在逻
辑上完备自洽。可以说，这既是充满大胆假设与细心求证的战略构想，也是一本京津冀一体化的小百
科、综合科普，让大部分人能读懂时代大势，能读懂当今最为火热的京津冀一体化。
本书以“战略”、“时代”、“一体化”、“体系”、“引领”作为关键词，突出空间布局、资源整
合、战略谋划，以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为视角的崭新著作，既总结过去、描述现在，又展望未来，系统
描绘了京津冀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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