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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河南正处于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处于克难攻坚、爬坡

过坎的紧要关口。一方面，优势在累计，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呈现光明

的前景；另一方面，矛盾在叠加，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

在迎接省十次党代会召开的时间节点上，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

史性任务，分析现状，展望未来，提出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方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今后五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基调 

要把中央精神与河南实际结合起来，以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城中更加出彩为总目标，以举省融入新的三大国



家战略为总牵引，以全面实施河南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为重点，坚持创

新驱动，坚持产业强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统筹协调，确保打赢扶

贫脱贫攻坚战，确保河南总体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确保河南在服

务全国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把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伟大事

业推向新阶段。 

二、关于全面实施河南三大国家战略规划 

近年来，尽管我省各类文件和领导讲话中都强调“聚焦三战略”，

但在实际工作中，人们看到的只是郑州航空港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独

角戏”，国家粮食核心区规划特别是中原经济区规划如何推进，并没

有实质性的安排、部署和推进，许多含金量极大的政策没有仔细研究、

利用、对接和争取，错过了不少借力发展的有利时机，由此造成的损

失难以估量。譬如，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性意

见和中原经济区规划中，都对濮范台等地区的扶贫问题有具体的要求，

但我们没有认真对待。 

省九次党代会要求全面实施中原经济区总体战略，实践中这一指

导思想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在认识上和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如

用抓航空港综合试验区这个中原经济区的战略突破口取代中原经济

区的整体建设和推进，有的甚至认为“中原经济区太空太虚，无从着

手”，这实在是庸人之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如何全面

实施河南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应当明确，

国家关于河南的三大战略规划，仍是关乎河南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决策，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

内涵，充实新的内容，全面贯彻落实。 

为了避免与新的三大国家战略混同，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读现

象，不易再提“聚焦三战略”的口号。 

三、关于举省融入新的三大更加战略 

河南地处“中国之中”，具有横跨四大流域的区位特点，这使得

河南与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新的国家战

略天然契合，这是河南发展的新优势，实现中原崛起的新机遇。为此，

我省应实施举省融入新的三大国家战略的“一体两翼”行动计划。“一

体”，就是以鼓励“沿线”即沿陇海线、临近陇海线的十二三个省辖

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为主体；“两翼”，就是鼓励濮阳、安阳等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鼓励信阳、南阳等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省

里要认真研究和谋划，各地市也应抓住机遇，找到自己的位置，争取

有所作为。 

四、关于中原城市群高标准建设和协同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把中原城市群纳入国家重点扶持的中西

部国家级城市群之一，这对河南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国家使命。

为此，要做好几项重点工作。 

第一，确定中原城市群的内涵和范围。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

的工作。目前，国家培育和扶持的中西部其他几个城市群（长江中游

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都是跨省域的城市群。着眼国家

新的区域布局，中原城市群应当与中原经济区空间范围一致，即覆盖



河南全境和毗邻的山西、河北、山东、安徽部分区域，共 30 个省辖

市，1.7亿人口，29 万平方公里。 

第二，中原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中原城市群的空间格局是“一区

三圈”，“一区”，即大郑州都市区，包括郑、汴、新、许四市；“三圈”，

即核心圈，包括大郑州都市区及之外的洛阳、漯河、平顶山、焦作、

济源五市，共九个城市；紧密圈，包括信阳、驻马店、商丘、周口、

三门峡、南阳、安阳、濮阳、鹤壁等九个城市；合作圈，包括纳入中

原经济区的邻省 12个地级市。大郑州都市区有望经过 15 年左右的建

设，到 2030 年左右，成为 2000 万人口的绵延城市带。建议放弃“郑

州都市区”的概念（郑州所辖 7000 多平方公里范围），或赋予新内涵。 

第三，推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具体建议有三条：（1）

放弃“把开封建设成为新型副中心城市”的口号和目标，加快推进郑

汴一体化。郑汴一体化是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但近年

来停滞了，没有实质性推进，同时，却莫名其妙地提出了所谓“新型

副中心城市”的命题。这一提法和目标，与郑汴一体化是背离的，也

不符合实际。要重新定义开封的定位和特色，与郑州形成互补、差异

化发展的格局，按照保护、开发、重塑古城的思路，主打高成长性服

务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韵味最足、风格独特的历史名城，成为未

来大郑州都市区的高品质服务业集聚区、最佳休闲区和旅游目的地。

（2）破解郑许、郑新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制约。郑州市要从解决黄河

生态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功能缺失，实现区域一体化管理为切入点，进

而解决“郑北板块”缺失的问题。（3）省级统筹，解决济源市体量小、



腹地浅、“身份”模糊的窘况。济源市改为省直管以来，在释放自身

活力，凸显产业优势，支撑区域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

“身份”和规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加之人口规模、经济体

量、所辖区域的限制，其功能发挥与直管直辖的初衷尚有差距。这种

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下决心统筹解决。建议把毗邻的吉利区、

孟州市纳入济源管辖，形成两区一市的地级市框架，报经国务院批准，

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级城市。（4）提升南阳、商丘、安阳在全省区域格

局中的地位，率先将南阳打造成为中原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 

五、关于科学界定河南城镇化体系 

省九次党代会提出我省的城镇体系有五级，包括国家区域性中心

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县城、重点镇、新型农村社区。2013 年后的

文件改为四级体系，不再提新型农村社区，虽然没有明确下结论，但

实际上是否定了新型农村社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能回避。前

年，省主流媒体曾发表省直某机关的一篇调研报告，结论是农村社区

只有建在县城附近才有希望。这是奉迎领导观点之作，不具有代表性，

是不客观的。新型农村社区是我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探索，

在推进过程中的确存在操之过急、一哄而起等问题，但直到今天，仍

然有不少农村社区运转良好，这也是基本事实。至于 2013 年后许多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停滞，资金链断裂，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与高层

释放的不支持信号有莫大的关系。建议认真调研，给予科学的评价，

得出正确的结论。 

六、关于高度重视我省的区域分化问题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省与全国一样，出现了区域发

展的分化现象。就是原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区域，在经济新常态下，

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推动转型发展举措的差异，出现

了迥然不同的发展状况，甚至是冰火两重天。如原来同属于全省第二

军团的安阳、新乡、许昌、焦作、平顶山等地市，“十二五”期间，

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状况，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

结构等，都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许昌、焦作结构调整力度大，保持了

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有的地市则困难重重。属于第三军团的濮阳、

商丘、信阳、驻马店、周口，发挥比较优势，呈现后发赶超的势头，

特别是濮阳市，坚持创新驱动，摆脱资源依赖，推进结构调整，“十

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与许昌市并列全省第一，濮阳市的经验值得总结

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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