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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趋优向新、逐季抬升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5）》以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系统深入
分析了2024年河南经济运行的主要
态势以及2025年河南经济发展的走
势，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和探讨了河南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及成效，并对新
阶段河南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河南经济蓝皮书（2025）》总报
告指出，2024年，河南省坚持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整体呈现“稳中向好、趋优向
新、逐季抬升”的态势。2025年，国际
发展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河南发展的
有利因素明显增多，预计全年经济增
速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从扩大
有效需求、加快产业转型、深化改革开
放、提升创新水平、防范化解风险、保
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持续发力。

座谈会上研讨环节，与会专家结
合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
南实践开展了深入研
讨。从多领域、多角度
探讨了河南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举
措，并就新阶段河南锚
定“两个确保”、持续实
施“十大战略”、推进“十大建设”以及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等
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

整合全市政策性金融产品
由“郑好融”推出服务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是政府部门
指导建立的通过跨部门跨领域归集信
用信息、为金融机构开展企业融资活
动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在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方案》提出，我市要持续加
强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拓展
平台功能。围绕健全风险缓释和风
险补偿机制，强化“郑好融”平台风险
分担补偿资金池的管理和应用，整合
全市政策性金融产品，统一由“郑好
融”平台推出服务，对符合条件的“信
易贷”产品提供补偿安排。不断完善
市场化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合理分担
信用风险。强化金融科技手段运用，
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形成能贷、敢贷的
融资氛围。

建立健全“政策找人”机制，发挥

“郑好融”平台联通企业和金融机构
优势，建立与“万人助万企”“金融服
务港湾”等联动工作机制，推动金融
便民惠企政策通过平台直达中小微
企业等市场主体。

建立健全融资担保合作机制，推
动融资担保机构入驻“郑好融”平台，
依托平台建立银行机构、政府、融资
担保机构等多方合作机制，合理简化
融资担保相关手续。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信用信息归集
实现“应归尽归”

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提升平
台应用效能。《实施方案》提到，我市
要按照国家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清单，
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积极对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确保信用信息的
准确、及时归集和共享。

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归集，加快推

进市场主体纳税、社会保险、科技研
发、医保定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水
电气、公共资源交易、婚姻、金融资产
交易等重点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实现

“应归尽归”。
提升特定信用信息归集水平，打

破部门数据壁垒。“郑好融”平台对接
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纳入全国一体
化平台网络，作为向金融机构集中提
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的唯一出口。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支持“郑好
融”平台与金融机构建立信用信息加
工联合实验室，通过“数据不出域”、
构建“数据安全屋”等方式加强敏感
数据开发应用，提升金融授信联合建
模水平，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鼓
励金融机构积极对接“郑好融”平台，
充分利用信用信息优化信贷产品研
发、信用评估等金融服务，进一步提
升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效能。
记者 董艳竹

我省首只知识产权
证券化产品在深交所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12月 29
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我省首
只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华泰—洛阳
国宏产融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专精特新）”发行敲钟仪式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举行，标志着我省知识产权
证券化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
展示了知识产权在资本市场上的巨大
潜力。

据了解，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华
泰—洛阳国宏产融知识产权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专精特新）”发行规模 1.33
亿元，票面利率2.67%，以洛阳市25家
科技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债
权作为底层资产，涵盖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多个重
要领域，将为企业提供从研发到产业
化的金融支持，助推知识产权价值从

“知产”到“资产”的转化和应用。
知识产权证券化通过将知识产权

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为科技型
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融资渠
道。这一金融创新模式既有助于缓
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又能吸引更多资本关注并投资于
科技创新领域，推动科技型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

“铁动力”再发力
瓦日铁路开通运营10年
累计运输货物突破6亿吨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刘颖）
12月30日，中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
吨轴重重载铁路——郑州铁路管内瓦
日铁路迎来开通运营 10周年。10年
来，瓦日铁路货运量不断增长，于
2022年年货运量突破 1亿吨大关后，
连续3年年货运量保持在1亿吨以上，
累计运输货物突破 6亿吨，有效保证
了能源运输安全，促进了区域经济协
同发展。

瓦日铁路作为我国“十一五”铁路
建设重点工程，横贯晋豫鲁三省，全长
1260公里，是连接我国东西部的重要
煤炭资源运输通道。10年来，瓦日铁
路从开通初期每天开行列车10多列，
增加到目前每天开行列车 140多列，
货运量实现连年增长。2018年1月17
日，随着瓦日铁路万吨重载列车正式
开行，截至目前已累计安全开行2.5万
余列万吨列车，进一步满足了山西、河
南、山东煤炭运输需求，有效缓解了我
国东西部煤炭运输压力，保障了能源
运输安全。

据瓦日铁路首趟列车司机张勇介
绍，瓦日铁路以前每列列车只能运送
4000多吨货物，现在一列万吨重载列
车有100多节车厢，能够运送1万多吨
货物，长度相当于复兴号标准动车组
的 8倍，同时技术速度由时速 52公里
增加至59公里，进一步释放了运输潜
能，大大提高了瓦日铁路的畅通能力。

瓦日铁路的开通不仅在推进区域
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还在社
会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沿线
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
持，改善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促进
了沿线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旅游业发
展，有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铁动力”。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发布

郑州成为河南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12月30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5）》出版

宣介暨贯彻落实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在郑州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和主创
团队成员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共分为出版发布和学术研讨两个环节。

我市有效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政策性金融产品将在“郑好融”一键搞定
市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郑州市强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实施方案》，对进一步统筹

全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以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作出具体部署，有效破解银企信息
不对称难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5）》评
价报告——《2024年河南省辖市经济
综合竞争力评价报告》，依托由 6个
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
指标体系对河南省辖市经济综合竞
争力进行评价，并对省辖市提升经济
综合竞争力提出对策建议。

根据 2024年河南省辖市经济综
合竞争力得分来看，郑州、洛阳、南阳
处于全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引领层，明
显领先其他城市，郑州凭借优越的区
位优势、强大的产业聚集效应，成为
河南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各省辖市
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还表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和特色。以郑州都市圈为
中心的中部地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完善的交通网络和强大的产业

集聚效应，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
要引擎。该区域内城市普遍具有较
高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如洛阳
市、焦作市、济源市、漯河市等。这些
城市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
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省
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5）》评
价报告——《2024年河南省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从规模、结构、
效益、潜力、民生等角度搭建河南省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熵值法对河南省 102个县（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分
析，并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对策建议。
记者 张倩/文 李新华/图

郑州洛阳南阳处于全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引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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