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鏈聚勢能 新型產業加速發展產業優勢：

河南2025 向新而行
建 設 全 國 統 一 大 市 場 循 環 樞 紐 打 造 國 內 國 際 市 場 雙 循 環 支 點

2025年，河南正快步進入發展的「春

天」。富士康新事業總部及研發中心項目

日前正式開工建設；被網友譽為「中國零

售業的天花板」「沒有淡季的 6A級景

區」的胖東來時隔多年再擴張走進鄭州要

為鄭州增添美麗；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現

身鄭州，並直言鄭州航空港基地已經成為

比亞迪產業鏈最全的戰略性新能源汽車生

產基地；河南省政府在鄭州與華為技術有

限公司簽署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鄭州

超聚變研發中心及總部基地亮相......一系

列動作表明越來越多的企業認可河南的發

展潛力，而河南也正以實際行動在加快戰

略轉型——從傳統要素驅動轉向「產業

鏈+生態圈」的競爭模式。河南正以「全

要素服務」重構發展格局，融入服務全國

統一大市場，打造國內國際市場

雙循環支點。

文：劉蕊

就在2月的最後一天，2025中原新能源汽車供應鏈生態會議在鄭
州航空港區舉行。會議現場，鄭州航空港區管委會與未來

（北京）黑科技有限公司、江蘇林泉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豫科動力系統有限公司等27家汽車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簽約。27個
項目總投資75.24億元（人民幣，下同），涉及電池研發生產、汽
車零部件製造、智能網聯技術、汽車租賃等多個領域。
目前，鄭州航空港區已形成以比亞迪為龍頭的新能源整車產業
鏈，以弗迪電池為代表的核心零部件產業鏈，以中科智感為代表的
汽車電子產業鏈，以佛吉亞、騰美、邁睿達為代表的通用零部件產
業鏈，以優信華中地區二手車交易中心為代表的汽車後市場產業
鏈，初步構建全產業鏈發展格局。2024年，比亞迪鄭州基地產量佔
河南全省新能源汽車產量近80%，帶動河南汽車產量突破140萬
輛，鄭州航空港區已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版圖的「戰略支點」。
不止新能源汽車，河南把壯大「7+28+N」鏈群作為推進新型工
業化的戰略支撐。「7」就是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電子信
息、先進裝備、現代醫藥、現代食品、現代輕紡7個先進製造業集
群；「28」就是培育壯大超硬材料等28個重點產業鏈；「N」就是

在細分領域培育若干專精特新產業鏈。
數據顯示，河南「7+28+N」產業鏈群對規上工業增長貢獻率達
72.4%，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 12%，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
9.2%。汽車整車產量突破140萬輛，新能源汽車產量突破70萬輛，
超聚變國產化服務器銷售額居全國首位。

隨着全國22個超大特大城市2035年國土空間總體規劃的
全面獲批，中部地區的發展格局迎來重塑。其中，河南省
會鄭州以2,074.69平方公里的城鎮開發邊界面積位居中部省
會首位，不僅為城市擴張提供了戰略縱深，更以「國際性
綜合交通樞紐」的定位，持續強化其在中部崛起中的核心
樞紐作用。
鄭州的擴容與樞紐建設，與中原城市群一體化深度融
合。通過強化與洛陽、開封等城市的聯動，構建「1小時經
濟圈」，鄭州正從單一增長極向區域協同引擎轉型。展望
2050年，鄭州目標建成「高效開放的樞紐門戶」和「全球
影響力國際化大都市」。

2025年新春伊始，河南省委書記劉寧便展開密集調研與規劃部
署，從與民營企業家代表座談，到召開省管企業座談會，再到部
署「融入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會議，彰顯出「改革破局、開放
聚勢、創新賦能」的經濟治理思路，這既是響應中央戰略，也是
河南高質量發展關鍵期的精準施策。
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宋向清指出，劉寧主政後着重抓國企
與民企協同發展，釋放「雙輪驅動」信號。國企是「頂樑柱」，
要在能源、材料等領域強化支撐；民企作為「生力軍」，貢獻河
南55%的GDP與90%的城鎮就業，其創新活力等是融入全國統一
大市場的關鍵動力，劉寧要求民企把握機遇、提升創新能力，通
過制度支持釋放潛力，二者結合形成互補共生的新生態。劉寧提
出「推進高水平開放」「打通任督二脈」，核心是破除壁壘、促
進要素流動。政策上，河南要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循環樞紐」，
企業需對接國家戰略；創新上，強調以供給質量提升引領需求升
級，契合中央相關要求，形成「創新—供給—市場」正向循環。
不過，宋向清認為河南仍面臨挑戰，像區域競爭、地方保護主
義可能影響統一市場建設，國企改革需平衡職能與效率，民企在
融資等方面存在制度障礙。對此，建議深化市場改革，如國

企推進混改，為民企設創新基金；優化跨區域協同機制，建立中
部省份產業聯盟；強化制度保障，完善相關審查制度，破除隱性
壁壘。若持續發力破除障礙、強化協同，河南有望成全國統一大
市場建設的「中原樣本」，助力高質量發展。

1萬億元投資
高質量推進「兩重」項目建設。建成沿黃高速公路等
項目，通車總里程突破1萬公里。開工建設商丘機場，加
快鄭州機場三期擴建和周口、潢川、魯山等機場前期工
作。建成周口港中心作業區一期工程，加快沙頴河、淮
河、唐河等13個港航項目進度。深入推進「雙百」工
程，實施省重點項目1,000個，完成投資1萬億元。

1.4萬家高新技術企業
加快實現營收1億元以上企業有研發機構、5億元以上
企業有標誌性研發成果、10億元以上企業有創新聯合
體、100億元以上企業成為科技領軍企業，企業研發投入
增長15%以上。高新技術企業總量超過1.4萬家。

140萬輛新能源汽車
支持比亞迪、上汽、奇瑞、宇通等企業擴量提質，力
爭整車產量200萬輛、新能源汽車140萬輛。支持超聚
變、鄭州合晶、華為安馳等企業做大做強，加快洛陽石
化百萬噸乙烯、漯河金海千億級氟硅新材料項目建設。
支持平煤神馬等5家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培育國家製
造業「單項冠軍」企業10家、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1000家，新增規上工業企業2500家。

1,500萬畝小麥高產示範區
實施糧食產能提升工程。扛牢糧食安全重任，嚴守耕
地紅線，深入推進主要糧油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
建設1500萬畝小麥、2000萬畝玉米高產示範區，新建和
改造提升高標準農田500萬畝。

60%城鎮化率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
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
60%。

100個綠色工廠
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全面轉型，實施200個節能
降碳改造項目。加快國家碳計量中心（河南）建設。嚴
格重點區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推進鋼鐵、有色、化
工、建材4個重點行業綠色化改造全覆蓋，建成100個綠
色工廠、10個超級能效工廠。

100萬噸貨郵吞吐量
高水平建設鄭州—盧森堡「空中絲路」，推進鄭州—
吉隆坡、鄭州—墨西哥城等「雙樞紐」建設，加快建設
中國郵政航空樞紐，做強中豫航空集團，鄭州機場貨郵
吞吐量100萬噸。高質量建設中歐班列（鄭州）集結中
心，建成投用鄭州國際陸港核心功能區，拓展歐洲、中
亞、東盟線路，開行班列4000班次。

200萬人次職業技能培訓
實施好大規模技能培訓提升行動，完成職業技能培訓
200萬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65萬人。

數
看
河
南2025

年
重
點
工
作2025年河南省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24年鄭州機場貨郵吞吐量突

破80萬噸，鄭州入選全球性國際郵政快遞樞紐承載城市。建成內陸
地區首個國際公路運輸集結中心，中歐班列累計開行1.3萬列。內
河航運集裝箱吞吐量增長20.4%。河南高鐵貨運也跑出了「加速
度」，得益於該省的區位優勢和在全國率先建成的「米」字形高鐵
網。目前，河南高鐵運營里程超2,200公里，以鄭州為中心的高鐵
網絡，已覆蓋中國主要經濟區域。這是河南省以交通物流為支點撬
動"雙循環"戰略布局的生動註腳。
另有數據顯示，2025年1月河南保稅物流園區跨境電商出口貿易
額約13.55億元，同比增長23.2%；園區跨境電商進口貿易額約9.32

億元，同比增長118.57%。
跨境電商業務量「井噴式」發展，是河南開放賦能，以「雙循

環」激活「大市場」的縮影。「要以提升內外開放能級為支撐，加
快打通開放發展的『任督二脈』。」河南省委書記劉寧在融入服務
全國統一大市場大會上指出，河南要主動強化對內開放，向北對接
京津冀，向東融入長三角，向南挺進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由貿易
港，向西聯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新亞歐大陸橋；全面深化對外
開放，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和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深化與東盟國家貿易協作，拓展提升
開放通道，做深做強開放平台，塑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優勢。

以交通物流為支點 動「雙循環」戰略布局區位優勢：

鄭州：流動中國的樞紐新引擎

專家專家：：以以「「雙輪驅動雙輪驅動」」與開放創新激活河南與開放創新激活河南
全面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新動能全面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新動能

●●比亞迪鄭州工廠以平均比亞迪鄭州工廠以平均「「不到一分鐘下線一輛車不到一分鐘下線一輛車」」的河南速的河南速
度度，，為河南乃至全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注入強勁動力為河南乃至全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注入強勁動力。。

●鄭州中歐班列「跑」出加速度。

●鄭州經開區中鐵工程裝備集團有限公司盾構總裝車間。 ●無人機航拍周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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