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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路专家奔赴全
省实地调研

近期，我省组织各类学科专家学
者奔赴全省各地进行实地调研。
此次专家团队联合调研的重点任
务，是要对“什么是中原经济区”、

“为什么要构建中原经济区”、“怎
样构建中原经济区”等宏观经济课
题，得出现实性、实践性的认知和
理解，提出有价值、有根据的意见
和建议。

背景：河南战略规划一
直未能上升至国家战略

2009年 9月，国务院通过了《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以下称“规
划”)，规划中提出“两纵两横”经济带
概念。其中“两纵”，即为京广、京九
两条铁路线；两横，则是陇海铁路线
和长江沿线。

目前，全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区域经济规划已达 21个，仅在“两纵
两横”经济带上，向西已有关中-天水
经济区，向西南有成渝经济区，向南
则有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和长株
潭经济圈，向东、向北更有国家重要
的战略规划区域，但唯独河南尚无国
家层面的战略规划。

有专家说，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中
间衔接，目前是缺失的，“中原经济
区”概念的提出，将实现东西互通，并
支撑起欧亚大陆桥的腹地，这是目前
中部崛起、中原崛起过程中，河南区
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申请到区域经济“国家战略”，对
地方有何好处？

“以前是要资金，后来是要政策，
如今是争名号。”省内一位知名经济
专家分析，区域发展规划上升至“国
家战略”，虽然不像申请资金那样“真
金白银”，但它的价值比“真金白银”
更高，因为，这些称谓(或者概念)都具
有排他性，一旦你拿到了这个“名
号”，那就说明该地区的发展“在国内
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性”的战略地
位，然后，这个地区就可以借此争取
更多的优惠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
中原认为：在河南周边，有很多已经
制定了的“国家战略”规划，而位于中
间的河南却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
河南必须考虑如何利用好自身资源
优势，也出台一个发展规划，引领河
南未来的发展，带动周边几个大的城
市群，并与相邻省市的发展态势形成
呼应。

目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规划已达
21个，向西已有关中-天水经济区，向西南有成
渝经济区，向南则有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和
长株潭经济圈，向东、向北更有国家重要的战略
规划区域，但唯独河南尚无规划跨入“国家战
略”。“中原经济区”规划的打造，将会成为中原
崛起的强大引擎以及河南腾飞的巨大牵引。

在这样的形势下，地处中部的河南区域经
济发展应该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在中部崛起
中，河南应该充当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

晚报记者 辛晓青 裴蕾 实习记者 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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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构建中原经济区，
保护中原大粮仓

对于中原经济区的认识，省政协主
席王全书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区发展差
距较大。构建中原经济区，有助于在陇
海兰新经济带上再建一个战略支点，再
造一方增长板块，进一步释放以郑州为
中心、以京广-陇海为骨架、以中原城市
群为龙头的广袤中原地区的能量，促进
沿海沿江要素转移，实现全国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作为全国第一农业大省，河南不仅
解决了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吃饭问题，
每年还向省外调出粮食300多亿斤，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全
书说，构建中原经济区，可以联结以河南
为主体的内陆平原农区，在更大范围内
和更高层次上统筹粮食生产，增强粮食
稳定增产的内生动力。

王全书认为，构建中原经济区，将有
助于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经济实力最
强、人口密度最大、发展前景最好的资源
优势，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强大人力物
力。

同时，构建中原经济区，有利于对河
南原来的各种发展战略（如中原城市群
建设）进行系统地梳理、整合与提升，形
成一个更大的、更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和
中部崛起规划相衔接、与中原崛起需要
相适应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为中原崛
起提供集聚产业、资本、人气、政策平台。

省社科联主席王耀则认为，“中原经
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必须做到“战
略定位和特色发展的无法替代性”。

“要使一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
家战略，关键是如何使这一区域的发展
规划突出唯一性，或在全国具有特殊性
和特色性。”王耀说：寻求差异，应该是定
位“中原经济区”的基本思路。

进程：“大中原经济区”规
划正制订

今年 6月初，一个消息传来，有媒体报
道称，河南正在酝酿“中原经济区”规划，并
打算为这一规划列入“国家战略”而努力。

报道称，“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是中原
崛起战略规划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比较新的
思路，即跳出行政区划的束缚而着眼于整
个中原地区。

在7月29日省政协召开的构建中原经
济区建言献策座谈会上，副省长张大卫就
明确提出：“我们需要针对河南的战略。”

张大卫表示，十一五规划即将结束，十
二五规划即将展开。各方专家在研究规划
十二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一些重大
安排的过程中，形成了“需要建立中原经济
区”的共识。

“这个课题对很多人来说都很新，比
如：什么是中原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的定
位是什么？今后的特点是什么？将在全国
经济区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促进河南
崛起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些方面，
我们还要继续讨论。”张大卫说，我们现在
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全省各界
的共鸣和共识，积极争取“国家战略”的批
复。

张大卫说，中国地域广阔，产业特点、
地域要素、文化特征、发展程度等差异极
大。国家对不同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充
分发挥区域经济的作用，来推动国家整体
经济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的建立，符合
国家现阶段整体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应
该积极争取，让河南省在国家整体大盘经
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目前，在国家规划中，中部崛起要形
成两纵两横产业带，其中两横一纵都在河
南；城市群的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的规
划，都有河南。但这都是国家大的发展战
略的一部分，没有一项战略是专门针对河
南的，我们需要针对河南的战略。”张大卫
说，目前，河南正在走的以不牺牲农业和粮
食生产、不牺牲环境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
的路子，其他省份还没有走过，但我们走得
很好。所以，前景也一定是光明的。

声音：构建“中原经济
区”呼声高

去年以来，全国 13个区域发展规划
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面临被边缘
化的危险。

6月8日，由省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联合举办的高层论坛在开封
开幕。无独有偶，与会专家纷纷呼吁、支
持河南设立“中原经济区”。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土
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说：在新一轮
区域发展进程中，河南有被边缘化的危
险。要想不被边缘化，河南应着力培育
经济区域优势，提高辐射带动能力，促进
区域均衡发展，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

董祚继说，“中原”有大中原和小中
原之分，大中原包括河南省的全部、安徽
的西北部、山东的西南部、河北的南部和
山西东南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小中原主
要是指河南省。小中原要想有大的发
展、大的跨越，必须融入大中原的发展框
架，与大中原经济区发展构成协调统一
的强势经济隆起地带，从而增强河南经
济的整体实力，改善河南的经济结构、产
业结构，拉长产业链条，而大中原经济区
的发展，对整个中部崛起、中原崛起等区
域发展，都有很大的拉动和提升作用。
因为，“中原经济区”只有上升为“国家战
略”，才能更好地发挥河南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

在河南省西面，河南省三门峡市、山
西省运城市、临汾市和陕西省渭南市等，
共同构成了晋陕豫三省边缘“黄河金三
角区域”的核心。

2009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2009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要点》，
明确表示要开展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
协调发展试验区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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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能使河南释放巨大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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