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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炉
郑州将依托百万辆汽车基地打造汽车名城

食品工业实现从“中国粮仓”到“国人厨房”和“世界餐桌”的跨越

昨日下午，我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回顾了今年前8个月的经济工作，分析研究当前形势，动
员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做好三季度和全年的工作。昨日的会议上，还正式公布了我省化工、电子信息、生物、装
备制造、钢铁、轻工业、有色金属、汽车、纺织、食品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

昨日会议上传出消息，7月份以来，全省
上下迅速掀起了大干三季度的热潮，各项工作
开创了新局面，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态
势取得了新成效，特别是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
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在“三高一低”，即工业
增速持续提高，1~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9.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6个百分点；消
费保持较高增速，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18.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2个百分点；

投资继续高位运行，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33.1%；物价保持低位运行，7 月份 CPI、
PPI同比分别下降 1.6%和 9.8%，降幅进一步扩
大。

“截至 8月底，前三批中央新增投资项目
开 工 7380 个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21.9 亿 元 ；

“8511”项目开工 499 个，完成投资 534.8 亿
元；1074 个重大工业结构调整项目建成 114
个，开工 372个，完成投资 767.1亿元；省重点

项目建成 23个，开工 75个，完成投资 989.1亿
元。”昨日的会议上，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在重大项目的强力拉动下，全省城镇投
资增速连续 5 个月稳定在 30%以上，投资规
模居全国第 4位。

截至8月底，全省重点项目新开工75个，建
成23个，累计完成投资989.1亿元，占年度目标
的76.1%，其中当月完成投资126.5亿元，比7月
份多完成37.9亿元。

化工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全国重要的现代化工基地和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煤盐化工基地。
发展目标：到 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化

工企业实现增加值 700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超过2300亿元。到2012年，培育3到5家营
业收入超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河
南煤化、中平能化等企业化工销售力争突破
500亿元。

生物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国内一流、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生物产业大省。
发展目标：2012年，生物产业实现产值

1200亿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 800亿元，建
成具有全国竞争实力的抗生素原料药、血液
制品、新型疫苗、有机酸和生物育种生产基
地。到2015年，实现产值2000亿元；到2020
年，实现产值超过5000亿元。建设全国重要
的生物能源基地。

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装备制造

业强省和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规划目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

造业实现销售收入达到6800亿元。2015年，
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达到
12000亿元，输变电设备、成套装备、现代农业
机械、工程施工机械等四大优势产业综合实力
居国内领先水平。2020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适应区域市场需求、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优质钢生产基地。
发展目标：力争2012年省内钢铁市场占

有率达70%以上，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80%
和85%以上。2012年我省生铁、粗钢和钢材年
产量分别达2500万吨、2900万吨、2700万吨。

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全国重要的消费品制造基地

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轻工业大省。
发展目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轻工

业实现销售收入4000亿元。2015年和2020
年分别超过6000亿元和12000亿元，力争进
入全国前五位。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有色金属强省和具有世界影

响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发展目标：2012年，全省 10种有色金属

产量达到 580万吨；2015年该产量达 680万
吨；2020年该产量达 800万吨，再生金属回
收利用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

河南省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战略定位：我国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和
辐射中西部的汽车服务贸易中心。

发展目标：2012年，全省汽车整车产能
达到100万辆。2015年，全省汽车整车产能
达到 120万辆，郑州百万辆汽车制造中心基
本形成。2020年，建成国内一流的汽车制造
基地和汽车服务贸易中心。2012年，我省将
培育5家左右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的大型
企业集团。其中，宇通集团、郑州日产、海马

郑州等3家企业超过200亿元。2020年，形成
2至3家营业收入超500亿的大型企业集团。

政策措施：我省在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
划中明确提出，将积极促进汽车消费。凡是
具有河南省户籍的农民以及农场、林场和渔
场职工，购买本省生产的补贴类汽车，除享
受国家补贴外，省财政再给予 3%的补贴。
将符合条件的省内产品纳入我省政府用车
范围，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战略定位：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和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工业强省。

发展目标：2012年，全省纺织工业实现
销售收入 300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实
现销售收入 2150 亿元，年均增长 16%。
2015 年 ，全 省 纺 织 工 业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600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 3400 亿元，年均增长 15%。2020 年，全

省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在 2015年基础
上翻一番。

产业结构方面，我省提出，2012年，服装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纺织工业的比重提高到
20%以上。2015 年，服装工业比重提高到
25%以上。2020 年，服装工业比重提高到
35%以上，产业链协同能力大幅提高，基本形
成现代纺织产业体系。

战略定位：全国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食品工业强省，实现从“中国粮仓”到“国
人厨房”和“世界餐桌”的跨越。

发展目标：到 2012年，全省食品工业总
产值达到 1.2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3500
亿元，成为河南经济的“万亿产业”；面制品、
肉制品和乳制品三大制造业在食品工业中

的比重达到45%。到2015年，全省食品工业
总产值达到 2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6000
亿元。到2020年，全省食品工业总产值达到
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12000亿元。食
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从目标
的1.4∶1提高到2.5∶1，基本实现
食品工业强省目标。

战略定位：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
业大省。

发展目标：全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产业年均增长率超过 25%，主营业务收
入 2012年达到 1300亿元，2015年达到
3500亿元，2020年突破 1万亿元。2012
年，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100
个，2015 年建成 150 个，2020 年建成
200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
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

郑州任务：建带动全省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的创新基地

规划提出，我省将实施电动汽车应
用试点示范工程。在郑州、洛阳、新乡
等市，率先开展公交线路的电动汽车试
点示范。另外，我省还将打造郑州、洛
阳、南阳、新乡、许昌五大电子信息产业
基地，其中，郑州市将重点发展信息安
全、新型显示面板、消费类电子、软件等
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信息安全产业基
地和带动全省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创新基地。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郑州等城市率先开展
公交线路电动汽车试点

郑州任务：依托百万辆汽车基地打造汽车名城
振兴规划提出，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依托郑州百万辆汽车基地，将郑州发展成为集

汽车研发、生产制造、汽车贸易、金融信贷服务、汽车博览、汽车会展、汽车工业旅游于一体，
各功能区分布合理，统一有序的汽车名城，成为河南汽车工业的名片和品牌形象代表。

纺织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打造郑州、南阳、新乡、周口4个产业基地

郑州任务：建设成为中原时尚之都

该振兴规划提出，将集中要素资源，加快建设郑州、南阳、新乡、周口等4个综合性产
业基地。其中，郑州纺织产业基地建设，将以中原区、二七区、新密、新郑和荥阳等产业集
聚地为重点，大力发展服装自主品牌和OEM加工业，积极发展优质棉纺织和中高档产业
用纺织品，努力把郑州建设成为中原时尚之都。

郑州任务：打造覆盖中部、辐射全国、连通国际的食品物流基地

我省将构建以郑州为核心的食品物流节点网络。综合郑州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目标，
在公路港、铁路港、航空港和郑后国际物流园区集中布局建设食品物流设施，将郑州打造
成为覆盖中部、辐射全国、连通国际的食品物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