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经济区战略定位仍需细化
关于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成了当下中原经济区论题中的关键，专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此刘汴生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中原地区包括河南在内，都是重点产业不突出的，所以作为中原产业区的
定位显得很重要，而要定位准确又很难。”他分析河南的产业分布后认为，“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原经
济区的战略定位需要细化，因为整体上规划和定位是很不清晰的，但是某个局部区域还是很清晰。”

“比如，黄河以北的安阳发展钢铁，和邯郸连在一起。西北和山西连在一起 ，有煤矿。而西部，
洛阳以西地区有有色冶金金属，和陕西连在一起。而漯河、信阳包括东部的商丘，它们的农业和湖
北、山东紧密相连。”刘主任说，河南被分割了，“所以说谈到中原经济区的这个概念，真的应该好好
思考，到底是割裂开这个经济区划的概念，还是结合这个经济区划的概念。当前的状况是，经济连在
一起，而行政是各自划各自的。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遵循经济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来做划分，和其他
省份联合起来制订发展规划。”

工业低水平发展，别人赚了我们的钱
刘汴生认为，目前河南省的优势包括物流、冶金、深加工、煤炭、农业等，但是他同时指出，优势太

多造成了每个都不突出。
单说我们作为农业主产区，就食品工业来看，“依然是低水平发展的居多，比较高的就算肉类的

加工火腿肠，植物上加工饲料。就包括我们的冶金方面，也是原材料的粗加工，有的经过简单的粗研
磨，就卖到了美国、日本，然后人家经过精加工高价返销回来。”

刘汴生举例说：“郑州的氧化铝，也算是一个优势，可是我们大量的就是把氧化铝研磨了一下，
就卖出去了，国外需求量很大，他们经过精选加工，变成纳米和微米材料反过来，价格非常高就卖
给我们了。”

不是没技术没能力，而是没工业文明
对于当前的低水平发展问题，刘汴生认为，河南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还没有养

成工业文明的习惯。
“比如，工业文明要求纪律、标准化，而我们的行为比较随意，自由散漫，这是农业文明给我们带

来的行为。走路不规矩、不守规则，办事不守时，这都不是工业文明的结果，这是农业文明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我们的企业不行。”

“对我们来讲，工业化阶段比较长一些。我们能不能生产？我们能生产，但是这样的文化支撑
着，我们很难竞争。所以工业的文明和城市的文明能够让我们大家尽快提高文明程度，这是企业重
要的立足点。这是从生产行为的过程中间来研究文化。中原经济区的提出和建设，就是河南将农业
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的一个契机，因为这个或许将极大缩短这个过程。”

依据本土优势借国家战略之力，促进工业大发展依据本土优势借国家战略之力，促进工业大发展
河南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中原经济区”，弥补我省区域规划的缺憾
在中原经济区概念下，河南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省不少专家纷纷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大家的共识是，依据本土优势借国家战略之力，促进工业大发展，是中原经济区立项和建设的目的。
晚报记者 辛晓青 裴蕾 实习记者 宋华

中原经济区，弥补我省区
域规划的缺憾

“中原经济区概念的提出，具有划时代
意义。”昨日，周修亭教授这样表述。

他认为，中原经济区概念的提出，突破
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把省域规划的视野提升
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层面，这是我省发展
战略规划指导思想的巨大突破。

“中原经济区的设想，也弥补了我国与我
省区域规划的缺憾。”周修亭说，以河南省为
主体的中原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
的腹地，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中
枢区。如果这一地区塌陷了，其他地区的发
展就永远是分割的，无法连接为一个整体，可
以说，中原地区发展的程度直接关系中国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原经济区的设想
无疑将对进一步强化内陆经济战略支撑，完
善全国区域经济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发
展、平衡发展，共同繁荣产生极大影响。

周修亭认为，中原经济区概念的提出，
也是新时代、新机遇的必然要求。

“我国即将进入高铁时代，高铁、城际铁
路半小时经济圈的形成，使得跨区域的经济
合作更为便捷，也为中原城市群作用的发挥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适时地构建大中原经
济区，将使这些区域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经济
合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合作范围更广、力
度更大、保障更有力，效果更显著。”

“中原”应包括中部七省部分区域
对于构建“中原经济区”可行性，朱杰堂表示，首先在于，这一广大的中原地区，是经济技术由东向

西梯度转移和资源要素由西向东梯度转移的交会区，具有优越的市场区位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看，
中原地区都位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接合部，与周边省会城市以及与北京、上海的铁路距离都很近，
地理位置优越。

随着中原城市群六、七年的建设，加之郑汴一体化的示范效应，中原城市群初具规模。2009年年
底，《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2020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最终形成以郑州为中心、
洛阳为副中心，以京广、陇海为主轴，连接城市群地区主要的“‘十’字加半环线”网络构架。以城市公
交为突破口的交通同城已经在城市间逐渐铺开。

2009年获批了郑州新区、开封新区、洛阳新区，加上2010年5月焦作新区、新乡平原新区、许昌新
区获得国家批复，中原城市群中已经有六大城市新区规划蓝图获得国家批复。尤其是在中原城市群
中，农业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形成产业规模，不仅可以吸引资本，而且成为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支撑。 这
些优势和实力既可以为中原经济区从构想变为现实提供经济基础，也为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积累了
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中原经济区的立项和建设中，河南一定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要轻易变
更战略，坚持初衷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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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应围绕大农
业做文章

“当前，我认为中原经济区规划的当务
之急，就是要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在分析
机会、威胁、优势、劣势的基础上，找到适合
自己发展的位置。”周修亭说。

但是，毫无疑问，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
位必须依托自己的优势，必须要与其他经济
区有明显差异。

对于河南而言，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
人力资源优势、文化资源优势、粮食优势、中
原城市群的优势、食品加工、机械制造、部分
能源等优势都很突出。

“我很赞同很多专家认为应定位于现代
农业、工业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区域。”
周修亭认为，中原经济区应围绕大农业来做
文章，在发展大农业的过程中，自然带动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所谓的大农业，应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
农业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切实落实“三农”
的含义。包括种子、种植、养殖、加工、运输、
储藏、销售、消费、配套服务等各个环节，也
涉及农化产品、农机具制造与销售、加工机
械制造与销售等。还要有现代农业、立体种
植、观光农业、特色种植与养殖，要围绕农耕
文化开发旅游业，充分利用河南丰厚的文化
资源；同时要做好新农村建设，全面提升农
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

以农为主，并不是不重视工业化和城
镇化。原有的工业该怎么发展，也可以做
适当调整，使之更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的
发展；新建的工业企业最好是围绕大农业
来设计，必须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
的。加工型企业必须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
做文章，利用原料，提升价值。城镇化也必
须围绕大农业提供配套服务。

没
有
工
业
文
明
，就
没
有
工
业
大
发
展

刘
汴
生
（
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M

B
A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

构
建
中
原
经
济
区

力
推
河
南
崛
起

朱
杰
堂
（
郑
州
航
空
工
业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

中原经济区是河南崛起的重大机遇
朱杰堂教授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中部崛起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先后制订和实施了中原城市群、郑
汴一体化发展战略。随着这些发展战略的制订、调整和实施，对于河南建成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能源基地、现代物流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全面增强要素集聚和承载能力，带
动全省并辐射周边地区发展，确立在中西部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

之各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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