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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经济学家聚焦中原经济区之谋划谋划

“我国有一个区域经济的结构链”
“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我国有一个区域经济的结构链。”韩康说，前

端是较高水平的加工制造业，对外经济的主要集中区域在东部沿海地
区，最典型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中端则是中等水平的制造业，是主要
的产粮大区，主要分部在中部地区；底端则是西部，资源十分丰富，如石
油、天然气等。

经济链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国家对东部的政策力度一直很大。西
部大开发要深化，国家扶持力度也要加大。中部处于重要位置，但国家
对中端的关注度还不够。

很多年前这在理论上就被称为“中部塌陷”。如果中部塌陷，将会影
响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原经济区应该进入国家发展战略
韩康认为，现在的经济区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已经进入国家发

展战略的经济区，如海西、北部湾；第二类是进入国家发展战略考虑，进
行战略试点的；第三类是正在筹划和准备的，中原经济区就属此类。

“我觉得中原经济区应该进入国家发展战略。”韩康坚定地说。一旦
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序列，将会对河南省甚至整个中部地区产生重大影
响。

中部地区的工业化之路怎么走？是不是要像东部那样？
韩康认为，不能照搬东部，而是把河南承接产业的过程分成不同时

间段，要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定位，而且应当与东部、西部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工业化发展过程就是趋同。因此，河南要建设高水平有

特色的中原经济区。”

河南有条件实现“三化”合一
韩康说，要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相协调的路子。

河南是农业大省，绝对不能通过“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来搞城镇
化，而是改造和深化农业文化。“三化”变“一化”是很危险的，最终结果很
难预测。但河南有责任也有条件实现“三化”合一，不能再搞中心大城市
的扩张之路。

他个人提出的模式是“北县南镇”。不要过分集中到大城市，把地
价、房价搞得很高，要在有特色的县城和中小城市做文章。城镇化过程
中，大量的农民工要转化为市民，主要还是进入中小城市。

“河南正站在机遇的最前面”
韩康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

或者说是工业化第一波。第一波的重心在东部，这取决于其自然禀赋及
客观条件，比如东部工业产值最高，接受外资总量最大，增长速度最快，
老百姓收益也最高。

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出现了第二次浪潮，东部开始产业转移。这需要
选择最适合转移的区域。我觉得中原经济区就是非常适合的可能转移
地。但是，能否转移到河南，转移到中原经济区，这只是有可能性，还需
要做大量的工作。“我认为，河南正站在机遇的最前面。”

中原经济区与周边联动要加强
“我参加过海西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的设计，关于中原经济区，我

想提一个建议，其中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要加强与其他区域发展的联
动性，二是要服务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韩康说。

韩康认为，中原经济区与周边的联动还不够。
要承接什么产业，河南要有所选择。河南要选择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和符合自己资源要素的产业。
河南是产粮大省，粮食在我国产品链中是初级产品。所以，收益较

低。问题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分工，这里面有历史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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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强中原强

河南兴 则中原兴
中原兴 则中华兴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副院长。

把中原经济
区放在国家的全
局中，在大环境
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这个角度找
得对。

“

”

河南之于中国，犹如中国之于世界
李扬说：“河南在中国，犹如中国在全世界。河南兴，则中

原兴。中原兴，则中华兴。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通
过构建中原经济区，可以集中解决人口与土地、总量与人均的
矛盾，解决经济过程中速度与污染的矛盾。”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关注更多的是全局发展。关注点在
全局上，必然是有保有压，有先有后，于是就有穷有富。最近几
年，随着中国经济走上一个高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中
央层面已经非常关注宏观经济与区域发展的协调问题。目前，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有一个空白，就是中原，所以中原经济区
的提出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原地处中部，当年曾提出了中原崛起。其实，当时是有
些灰头土脸，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不是东部，不是西部，不是东
西。”因此只能“东张西望”。“现在，河南承东启西，连南通北，我
们是居中的，这个态度十分积极，是有建设性的，要把中原经济
区放在国家的全局中，要在大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角
度找的对。”李扬说。

中原经济区要强调六个问题
一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 32 年来，城乡差别拉开，形成了一系列问

题，比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如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占比下
降问题，还有贫困化，返贫等。作为新的构想，不能再走城乡分

割的道路。解决好土地问题，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构建中
原经济区，要有一个关于区域内土地的综合规划，核心是要保
护农民的三个权利；一是收入权，二是房产权，三是地产权。
要保证随着经济的发展，让农民受益。现在经济的发展，农民
收入是相对下降的，不能重复老路。

二是要探索财政、金融、投资对中原经济区的支撑问题。
财政，是一个宏观问题，地方上也有一个腾挪的空间。投

资要有效动员本省的储蓄。
三是探索工业化与城市化统筹的问题。
总的说法是我们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正在加速发

展，我们没有重蹈拉美的覆辙，而是工业化优先。走了工业化
的路，大家才有工作，才有收入，才有饭吃，不至于把城市建成
贫民窟。

四是人力资本问题。
32年来，我国最主要的优势正在丧失，下一步必须要提高

劳动生产率来发展中国。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必须对此高度重
视。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不合时宜的大学上去，要重点发
展职业教育、普及教育。

五是应当在农业发展上走出一条新路子。
落后的农业，先进的工业，这就是二元结构。因此，要下大

力气发展农业现代化，要考虑农业规模经济，考虑集约化和公
司化。

六是要走以内需为主的发展路子。
这一条路怎么走，中国正在探索。中原经济区在发展过程

中，也可以探索一条这样的路子，作为经验推广到全国。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
长，教授。

承接产业
转移中，河南
要选择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和
符合自己资源
要素的产业。

“

”

东部产业转移需要选择最适合的区域

河南正站在机遇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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