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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城市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不是要解决“有没有”的

问题，而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基于此，本节基

于人口、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等视角，

全面剖析了河南城市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当

前，河南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人口发展上，主要存在城镇化率低、城市人口

流出严重、人口密度不高、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低、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低、城乡融合有

待深入等问题。二是在经济发展上，主要存在综合

经济实力弱、人均生产总值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和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过高等问

题。三是在与新发展理念融合上，在创新发展方面，

存在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低，创新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在协调共享发展方面，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均等，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普遍存在短板等问题；在绿色及

开放发展方面，存在绿化率低、利用外资占比低、利

用省外资金少等问题。

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

1.激发创新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作用

全省仍需进一步加大研发强度，特别是要提升

商丘、鹤壁、驻马店、信阳、周口等研发强度尚不到

1%城市的研发投入。具体的做法有：一是以高水平

创新主体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依托中原科技

城、双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重要载体，加大关

键技术和基础科学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培育一批创

新龙头及专精特新企业，并吸引更多国家级重大创

新平台、创新企业来豫落户。二是营造开放包容的

创新环境。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做到不缺位和

不越位，形成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依托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完善居住、

医疗、教育、卫生等配套公共服务，吸纳国内外高精

尖人才来豫工作。三是有规划、分步骤建成创新系

统。统筹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构建有竞

争力、自主可控的创新链及产业链，建成创新型产业

集群，形成创新网络。

2.协同推进城市发展，增强共享发展能力

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重点，推进城市协同共享发展，其中，重点

提升许昌、三门峡、南阳、周口、驻马店5市的建成

区供水密度，加快郑州、洛阳、三门峡、商丘4市的

道路建设等。具体的做法有：一是系统开展城市间

合作。在整体规划下，协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布局、要素流动、信息共享、生态环境保护与治

理等，持续增强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二是推进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坚持中心城市“起高

峰”,县域经济“成高地”原则，更好增强郑州、洛阳、

南阳等中心、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加快

发展中小城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样本；有

重点地培育特色小城镇，广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构建区域利益共享、成本共担长效协调机制。

恪守“共享共担”原则，通过补贴、贴息等经济杠杆，

促进城市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保障每

个城市都能够共享联动发展红利、共担联动发展

成本。

河南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问题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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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

一是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

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原则，将生态环境保护

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中，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城

市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做好资源环境预警、监管和

调控，使绿色发展成为每个城市的底色。二是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淘汰“三高”和落后

产能，大力发展高效农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现代生

产性服务业，形成绿色低碳、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

三是加快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提高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增加电动车充电桩、可再生能源

充电站、新型燃料加油站等低碳基础设施布局；完善

固体废物处理系统，提高生活垃圾和生产废物的回

收和再利用水平等。

4.以全方位开放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在加快融入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上，我省要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具体的做法

有：一是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积极吸引更

多国内外企业来豫投资；破除内陆城市意识，依托连

南接北、承东启西区位优势，充分发挥承载空间大、

要素成本低等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广泛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二是着力

打造郑州内陆开放新高地。作为我省外贸第一大

市，郑州要在全省开放中发挥更多引领带动作用，加

快在国家战略和世界城市体系中谋篇布局，争创内

陆自由贸易港，开辟更大范围的开放空间，强化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开放引领作用，高水平建

设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打造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和中欧班列（郑州）品牌优势，加快拓展郑

州—东盟“空中丝路”等，更好发挥在“空中、陆上、网

上、海上”四条丝路对河南开放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1.坚持以人为核心，切实提升城镇化率

在全省城镇化率偏低这一现实情况下，提升城

镇化率仍然是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具

体的做法有：一是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进一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面，全面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吸引更多省

内外人口在豫落户，最大限度减少人口流失。其中，

周口、信阳、驻马店、南阳、商丘5个人口净流出市，

要高度重视人口流出的原因，尽最大努力增加就业

岗位，推动更多外出劳动力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二是持续实施“房住不炒”“租购并举”政策。稳房

价、稳地价，让大学生、农民工等转移人口主体对城

市房价有稳定的预期，愿意且有能力在城市实现安

家落户。三是加大引才、留才力度。广泛开展知识

型、技能型、实用型人才集聚计划，深入实施高素质人

才、紧缺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持续加码人才安家

补助、生活补贴、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切实让人才愿

意来、留得住。四是推进城市集约发展，优化人口密

度。对城区建设进行科学规划，提高建设用地开发利

用效率，特别是人口密度较低的信阳、南阳和驻马店

3市，要及时清理和再分配主城区闲置土地，切实提

高人口密度；并完善公共服务提供，强化产业配套，优

化居住用地与工作地布局，提高城市人口集聚水平。

2.加快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一是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收入。坚持扩大

就业与提高收入相结合，做好大学毕业生、农村转移

人口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保障，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保障相关群体收入水平，加快

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二是明确收入增长计划，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知识密集型、技术驱动型及附

加值高的就业岗位所占比重，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

丰富和规范投资理财产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力度，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

入。其中，要重点加快周口、驻马店和商丘3市的农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是优化消费环境，增加有效

供给。加强城乡公共消费基础设施和新型消费基础

设施建设，优化教育、养老、旅游、文化、体育、家政等

产品供给，培育新商业模式，加强食品安全和产品质

量监管，让居民无忧消费。四是增强弱势群体消费

能力。以农村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强度，增加

相关政府转移支付，让弱势群体更有能力且更敢于

消费。

3.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以民生需求为重点，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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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为重

点，加快各级学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建设，为居民安

居乐业提供充分保障。在生师比提升上，要因地制

宜，根据各城市教育短板，有针对性地增加各级学校

的老师数量。二是协调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均等

化。以城市间道路建设为重点，以都市圈、城市群为

载体，将中心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延伸到中小城市及

县城，在城市间打造高水平基础设施网络。三是以

居住证制度实施统筹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降低居住证办理门槛，赋予居住证更多的公共

服务功能，提高中短期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可及

性。四是逐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基本公共服务

普及基础上，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竞争和评价机制，让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让民众对公共

服务质量进行反馈，高水平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

向往。

（三）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一是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全省产业布局。以中

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为重点，根据城市自身要素禀

赋和产业发展基础，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整

合，实现区域间产业优势互补，建成布局完善、结构

合理的城市产业分工合作体系。二是加快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基于全省产业结构呈现出的工业产值占

比偏高、服务业产值占比偏低这一特点，在加快发展

中高端制造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以此推动全省产业结构高

级化，并大力推动5G、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传统产业部门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积极培

育新业态，切实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建立跨

区域产业信息共享平台，适时共享产业发展信息，促

进城市间高效率互通有无、要素自由流动、产业无缝

对接与合作。

2.坚持项目为王，稳步推进项目实施

面对全省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水平偏低这一情

况，各城市要全面推进项目建设，依托项目切实推动

自身的综合及人均经济水平。具体的做法有：一是

发挥“河南省项目推进中心”在项目引进中的重要作

用。做实重大项目前期谋划、中期推进、后期评价等

工作，引入更多关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项目落地。

二是积极承接海内外关键技术关联项目。做好承接

高精尖项目落地的配套准备，“筑巢引凤”、建设好相

关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来豫设立

分支机构；以河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试验区和各地综合保税区为依托，积极承接

海外高精尖项目。三是打造高水平产业集聚区。根

据各城市产业优势，在郑州打造高水平电子信息产

业集聚区，在洛阳打造高水平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

在南阳打造高水平中医药产业集聚区等，推进自身

优势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

3.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城市经济发展新

优势

数字经济具有开放性、共享性、多样性、跨越性

等特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是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能，应成为我省城市未来发展的重

点。具体的做法有：一是要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打造5G+工业互联

网为重点，打造一批技术创新型工业企业；加快发展

数字商贸、数字物流、数字健康、数字养老、数字文旅

等服务业；稳步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构建农产品大

数据信息平台，打通农产品线上线下流通渠道，实现

农业的智慧化生产、智慧化管理和智慧化经营。二

是要加快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5G基

站、光纤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以高速公

路、干线公路和桥梁隧道为重点，推进数字化智慧公

路建设。三是要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郑州、

洛阳、南阳等城市为重点，打造全省智慧城市样本，

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以智慧园区和智慧社区为载体，

打造智慧城市生态系统，形成智慧化生产、流通、交

换和消费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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