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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投首单信用债
成功发行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近
日，郑州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
功发行 2025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这标志着“郑州市投”资本市
场信用债发行实现“零的突破”，同时
也是郑州国企积极落实国企改革深
化行动的最新实践。

据了解，本次发行由民生银行担
任主承销商，募集总规模 10亿元，期
限分别为5年（3+2）和5年，主体评级
AA + ，票 面 利 率 分 别 为 2.67% 和
3.12%，市场认购火爆，首次公开市场
亮相即斩获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从发行模式看，本次PPN采用市
场化定价机制，3+2年期与5年期双期
限设计精准匹配公司中长期资金需
求。其中，3+2年期票面利率 2.67%，
创下近期同评级、同期限信用债首次
发行利率的较低水平，充分体现了市
场对郑州市投主体信用及运营实力
的高度认可。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该企业
2025年内第二次登陆资本市场：今年
3月，该企业成功发行商业房地产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实现资产证券化融
资突破。

据悉，此次信用债发行募集的资
金，将重点用于存量融资结构调整及
资产运营能效提升。通过优化负债
结构降低财务成本，该企业将进一步
释放资源投入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
改造，持续完善消费场景、完善供应
链条，助力郑州消费市场活力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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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联手共筑
平台经济发展新生态

京东、苏宁、美团、饿了么、
快手齐聚郑州签约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6月11日，
省市场监管局与京东、苏宁、美团、饿
了么、快手 5家电商平台在郑州签署

《强化政企协作 共促平台经济发展
备忘录》，在“政企联动、执法协同、维
权协作、信息交互”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平台经济新发展、构建常态
化监管新模式、营造放心消费新环
境、实现数据共享新突破、开创合作
治理新局面。

此次政企携手，旨在打通市场壁
垒、畅通要素流通、激发经济活力，共
筑平台经济发展新生态。这既是融
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必
然要求，也是创新服务手段、促进平
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省拥有 1139万户经营主体和
近 1亿消费者，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大
省、人口大省和网络消费大省，面对
超大规模市场与复杂监管挑战，深化
政企协作已成为破解新业态监管、释
放平台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签约仪式上，省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政企共建规范有序的平台经济治
理体系，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共促河南经营主体数字化转型，
支持中小微企业提升线上经营能力；
共推“美豫名品”品牌建设，助力河南
优质产品拓展全国市场；共筑食品安
全防线，加快实施“互联网+明厨亮
灶”监管举措；共创优质消费环境，让
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刘
远方）昨日，郑州海关发布信息，今年
前5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3430亿元，
同比增长 27%，高于同期全国增速
24.5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728.7亿元，
外贸规模创历年同期新高，外贸增速
居全国第 3位、中部第 1位。其中，出
口 2343 亿元，增长 43.1%；进口 1087
亿元，增长2.2%；贸易顺差1256亿元，
扩大118.9%。

5月当月，我省外贸进出口 672.3
亿元，增长17.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
14.8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463.5 亿
元，增长39.2%。

近六成以加工贸易、保税物流方
式进出口。前 5个月，我省以一般贸

易 方 式 进 出 口 1524.7 亿 元 ，增 长
20.5%，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4.5%。同
期，加工贸易、保税物流二者合计进出
口1891.3亿元，增长32.7%，占55.1%，
增加2.4个百分点。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超 1.1万
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
前 5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
企业数量达 1.11万家，同比增加 1142
家，主要为郑州、洛阳、新乡市活跃企
业增加拉动。其中，进出口值5000万
元以上的企业453家，同比增加44家，
合计进出口值占全省外贸的 86.4%。
值得关注的是，前 5个月全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2510.6亿元，增长23%，占全
省外贸总值的 73.2%；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712.6亿元，增长74.5%。
东盟继续保持我省第一大贸易伙

伴，同时对欧盟、日本进出口快速增
长。前 5 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
448.3亿元，增长 6.6%；对欧盟进出口
432.2亿元，增长23.2%；对日本进出口
234.7亿元，增长 162.9%。同期，我省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40.8
亿元，增长 16.6%；对RCEP其他成员
国进出口1030.3亿元，增长30.1%。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增速较
快，占比六成以上。前5个月，我省出
口机电产品 1503.1亿元，增长 66.6%，
占全省出口值的 64.2%。其中，出口
汽车 204.1 亿元。进口方面，机电产
品、农产品是进口增长主要拉动力量。

郑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五年发展培育
全市数字经济已颇具规模

从 2023 年 4 月开
始、历时两年、经过全
市 1.1 万余名普查人
员共同努力，郑州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
利完成数据采集、审
核、评估、验收等工
作，普查结果正式出
炉。数据显示，五年
来全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
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
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
扩大，营业收入稳步增
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
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数字经济发展壮
大，高质量发展取得
丰硕成果。

前5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3430亿元
同比增长27%，创历年同期新高

法人单位数量五年增长46.9%

此次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

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
市共有从事二产和三产活动的法人
单位56.6万个，比2018年末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增加 18.1万个，增长
46.9%；产业活动单位 59.9万个，增
加 18.6万个，增长 45.1%。个体经
营户78.3万个，增加28.4万个，增长
57.0%。

按行业分，二产和三产法人单
位数量位居前三的行业分别为批发
和零售业 20.8万个，占 36.8%；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8.7万个，占15.4%；建
筑业5.6万个，占9.9%。

按区域分，二产和三产法人单
位数量在城区内位居前三的分别是
金水区 13.3万个，占全市 23.4%；郑
东新区 8.4万个，占 14.8%；二七区
4.7 万个，占 8.2%。二产和三产法
人单位数量在县域内位居前三的分
别是新郑市3.3万个，占全市5.9%；
荥阳市2.3万个，占全市4.1%；巩义
市2万个，占全市3.5%。

三产就业主力军地位凸显

数据显示，三次产业中，第三产
业吸纳就业主力军地位日益凸显。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12.5万
人，比2018年末增加113.8万人，增
长 22.8%。二产从业人员 184.8 万
人，减少 6.2万人，下降 3.2%；三产
从业人员 427.7 万人，增加 120 万
人，增长 3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
员159.8万人。

按行业分，二三产从业人员位
居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
业 104.2万人，占 17%；建筑业 88.9
万人，占 14.5%；制造业 78.6万人，
占12.8%。

按区域分，二三产从业人员数
量在城区内位居前三位的是金水
区 110.7万人，占全市 18.1%；郑东
新区 73.2 万人，占全市 12%；二七
区 62.2万人，占全市 10.2%。县域
前三名分别为：新郑市 49.2 万人，
占全市 8%；荥阳市 28.6 万人，占
全市 4.7%；新密市 24.4万人，占全
市 4%。

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壮大

经过五年发展培育，全市数字
经济已颇具规模。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6万个，从
业人员 58.7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8680.6亿元。其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857个，从业人
员 14万人，营业收入 6050.1亿元；
数字产品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万
个，从业人员 4.6 万人，营业收入
650.7亿元；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
人单位 3.9 万个，从业人员 32.7 万
人，营业收入1367.2亿元。

新兴产业加速发展。2023 年
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878
个，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762
个。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企业法人单位 259个，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6292.8亿元；规模以上高
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027家，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11.4亿元。
本报记者 侯爱敏/文 马健/图

郑州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