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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重点 A15

中原经济区豫港高层商务论坛
昨日在郑州举行

中原经济区
将吸纳4000万人当市民

中原经济区，堪称最近几个月以来我省最热的词语。昨日，由河南
省商务厅豫港投资促进中心和香港文汇报中原分社共同主办的中原经
济区豫港高层商务论坛在郑州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加强豫港合
作 共建中原经济区”。政府官员和专家代表一起，针对如何进一步加
强豫港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晚报记者 徐刚领/文 周甬/图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说：“客观上讲，与沿
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区相
比，中原经济区地处内陆腹地，开放度低，只有
跳出中原看中原，把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放到全
国、全球发展大趋势中去审视，才能促使中原经
济区更好更快地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特别是近年来的快
速发展，河南已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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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省
生产总值 19480 亿元，增长 10.9%，经济总量
位居全国第五位。中原经济区将最终吸引近
4000 万人转移到城镇。中原经济区必须在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保持较大
的投资规模。“历史经验表明，关起门来搞建
设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只有坚持
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资和民
间投资的外力，才能促进发展，增强经济发展
的活力和动力。通过开放带动，不仅可以增
强中原经济区的承载力、辐射力，还可以让对
外开放的良好势头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得到
持续和提升。”

“中原经济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
极主动融入全国和世界经济大格局。”省商务
厅有关人士分析，首先，从工业化角度看，中
原经济区拥有广阔的内部市场、庞大的人力
资源、丰富的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发展潜
力巨大。其次，从城镇化角度看，如中原经济
区到2020年城镇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新增
的数千万城市居民将拉动数万亿元的投资。
和沿海地区不同，河南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同时，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这是在
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探索道
路。因此，必须更加主动地推动东中西协调
互动地发展，更加主动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更加主动地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更
加主动地能够持续地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
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
发展的路子，更好地来发挥河南的优势，特别
是河南的后发优势。

随着河南区位、市场、基础设施、劳动力
资源等优势的日益凸显，河南正在成为国
际国内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境内外客商
投资兴业的热土。当前，中国产业布局进
入新一轮调整期，在内需市场不断扩大的
情况下，中西部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
面的优势逐渐显现。河南作为中部大省，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市场、基础设
施等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大、商机多，广大
客商到这里投资合作前景广阔。要通过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打造产业集聚区来解
决农村劳动力转化问题，中原经济区有 1.7
亿人口，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市场，这
些产业又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建设中
原经济区需要加快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
设，着力培育特色主导产业集群，提升公共
服务和保障能力，推动承接转移的产业和
项目主要向产业集聚区布局，促进企业集
聚集群发展，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引领全
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是具有长期竞争力和优势的产
业，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河南在新能源、现
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方面有很好的基础，
应该有意识地培育和引进新兴产业，抓住新兴
产业，就等于抓住了河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据介绍，这些新兴产业包括：粮食和农产品深加
工；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以装备制造业为
代表的先进制造业；煤化工、有色金属深加工等
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说，我省要把粮食加
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和工业用品，向生物、医药
等产业延伸产业链，价值就会增加10倍甚至更
多。“目前，中国是世界的金融洼地，中原是中国
的金融洼地，发展中原经济区，必须发挥金融业
的作用。同时，积极发挥交通枢纽优势，早日成
为全球化生产体系重要节点，打造国家级物流
中心。”河南有很多全国一流的大型装备制造企
业，如轴承、空分设备、工程机械等，在这些方
面，河南的优势尤为突出。我省还要下大力气
进行煤化工和有色金属产品的深加工，延伸产
业链条。据介绍，河南在特高压输变电装备、超
硬材料、多晶硅产业化、生物疫苗等方面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今后我省应着力发展新兴产业
中原经济区将最终吸引近

4000万人转移到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