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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蓝图的谋划：
抓住特色优势
突破重点难点

统筹城乡发展既是河南发
展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国家发展
大局中的难点和重点。

河南要在全国经济板块中有更大作
为的强烈信号和构建“中原经济区”带来
的巨大商机，引发了关注河南、投资中原
的热潮。

仅下半年以来，在10多个大型招商活
动中，河南就收获了超过 1400 个项目、
5000亿元的投资大单；全年吸引省外境外
资金预计突破 2700 亿元，是“十一五”末
2005年的 5倍多；富士康、沃尔玛、可口可
乐等接踵落户，吸引世界 500强企业总数
达到68家；东风汽车等一批央企巨头和沿
海地区知名企业也频频抢滩。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路子该怎么走？
目标、任务是什么？重点和难点又何在？
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建言献策。

“应抓住中原经济区这一区域的特点
和优势进行功能定位。”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
究员张军扩说，中原地区农业很强，具有
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突出的区位优势，
人口密集，消费潜力巨大，基础设施较好
等等。因此，中原经济区的定位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
新的增长极，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示范区域；既是中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更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地。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魏后凯建议，中原经济区的定
位，应该是致力打造“一个基地、三个区”，
即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全国新兴城
镇化的试验区、华夏文明传承的核心区。

中共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教授李兴山
表示，河南提出“要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
和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的路子”，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认为，统
筹城乡发展既是河南发展的难点和重点，
也是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难点和重点。如
果河南破解了这个难题，对全国都具有重
要意义。

“建设中原经济区还有很长很艰难的
路要走。”河南省省长郭庚茂说，当前，河
南正集思广益，抓紧研究制定中原经济区
建设纲要，并努力争取方方面面更多更大
的支持，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纳入“十二五”规划，力争“十二五”
期间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建设中原经济区，亿万人民的新期盼新华社：建设中原经济区，亿万人民的新期盼
战略构想已形成广泛社会共识

中原经济区完全具备成为大经济区的潜质

11月4日，河南郑州日产汽车公司工人在整装流水线上作业。
河南省中牟县近年来依托郑州日产、海马商务和宏宇汽车三家整车生产企业

建设汽车产业工业园，打造我国中部地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销售基地，目前
已形成年产10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 新华社发

战略新构想的提出：
全局发展需要
人民热情关注

建设中原经济区有利于强化内
陆战略支撑，完善全国经济布局

“中原崛起的发展思路已提出多年，但中原
的概念不应该只是河南，而是涵盖周边地区。”今
年以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多次阐述他对中原
崛起发展战略的新思维。

卢展工说，河南应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与周边的省市共同携手、参与推动，共同
实现中原崛起的宏图伟业。

河南组织有关部门和课题专家经过潜心研
究，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引起
各界广泛关注。从 4月份以来，河南省内及北京
等地围绕这一主题召开的研讨会、座谈会有50多
场次，发表的“力挺”文章、言论数以万计。

“要谱写中原崛起的新篇章，必须以大视角
启迪大智慧，以大思路谋划大战略。”河南省社科
院副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喻新安
说，建设中原经济区，可以在中部构筑具有强大
集聚作用的增长极，促进中部崛起总体目标的实
现；有利于强化内陆战略支撑，完善全国经济布
局。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
员李政新认为，构建中原经济区并将其上升为国
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加快这个地区

“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促使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为加快中部
崛起提供战略支撑；还可以连通周围其他重要区
域发展板块，使我国区域经济整体格局更加完
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在全国发展的战略格局中，拥有一亿多人
口的中原地区富裕不起来，全国就无法实现全面
小康。”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吴敬琏认为，在沿海开放和西部大开发都已经
取得很大成效的情况下，促进中原发展、中部崛
起，是国家宏观发展的需要。中原地区作为中部
地区最重要的部分，它的发展规划应该放到国家
层面来考虑。

“中原兴则中部兴，中部兴则中华兴。中原
能够在促进全国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顾问刘国光说，
建设中原经济区，既能够在陇海经济带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板块，与长江经济带形成南北呼应的格
局，共同支撑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还能够
充分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使东
中西主要经济区的功能实现高效的衔接，形成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

把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列入“十二
五”规划的构想提出后，今年 8月，河南主流新闻
网站“大河网”推出“中原经济区”专题后，日访问
量超过百万人次。最近一项网络调查表明，有
81％的网友表示支持中原经济区，并盼望获得国
家层面支持。

中原经济区的潜质：
既是客观存在 更是历史必然
中原经济区是对已有中原崛起战略的延伸和深化

“中原经济区源于自古以来的‘中原’一词，建设中原经济区是对已有中原崛起战略的延伸
和深化。”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中原经济区是客观的存在，建设中原经济区是历史的必然。”

据专家介绍，中原经济区是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东承长三角，西连大关中，北依京津
冀，南临长江中游经济带，具有自身特点、优势明显、经济相连、使命相近、客观存在的经济区
域。区域范围主要包括河南全部和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皖西北等地区。

曾对河南周边7个省会城市做过定量分析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毛
汉英研究认为，在以郑州为中心的这一区域，客观存在一个“中原经济区”。该区域除了河南
之外，还包括周边省份与河南接邻地区，这些地方在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方面，有着许
多相同的方面，形成一个经济相连、使命相近的经济共同体。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顾问刘国光说，中原战略地位突出，自古就有“逐鹿中原”“得中原
者得天下”之说。中原作为内陆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域，区域优势突出，无论是粮食生产、经济总
量、人口规模，还是历史文化底蕴、自然条件等等，都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原经济区战略构想研究”课题组介绍，目前中原地区已发展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7强，其中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粮食生产大省、第一粮食转化
加工大省；这一区域是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富集区域，其中河南省矿产资源有158种，已探明储
量的有8种居全国首位；也是我国人口最为稠密和劳动力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2009年末
区域总人口约1.5亿。

2009年，这一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近8％，其中河南省已经由传统的农业大省发展为全
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5位、中西部首
位，全部工业增加值居全国第5位。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区域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正处于“三化”加速推进阶
段，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影响力也明显增强。中原经济区完
全具备成为大经济区的潜质，能够满足建设经济区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软件”支持和“硬件”
支撑都非常有力。

“在全国发展的战略格局中，拥有
一亿多人口的中原地区富裕不起来，全
国就无法实现全面小康。”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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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原经济区 助推河南经济助推河南经济

今年以来，“中原经济区”成为关注
度不断升高的热门话题。经过多方研
讨、论证，目前这一战略构想形成广泛的
社会共识。

站在“十二五”新的起跑线上，以河
南为主体的中原亿万人民，正期待借助
于“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载体和平台，在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进程中，
加快实现中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