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与世界
500

强企业瑞士迅达实现战略合作，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电梯
制造企业。图为该公司自动扶梯生产车间。 乔利峰摄

从许昌经验看如何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走进许昌，记者发现，该市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越走越宽广， 主要在于做好了产业集聚、 企业培
育、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四篇文章。

做好产业集聚文章。 许昌市一是注重优化产
业布局，加强规划引领，引导企业和项目入驻全市
十个重点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加快，产业有序
发展。

2012

年， 全市
10

个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达到

1900

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

1700

亿元，增长
21%

，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47.6%

。 二是注重优
化产业结构， 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做
大做强装备制造、食品、能源电力三
大主导产业， 做优做精电子信息、

烟草、 金刚石四大特色产业，优
先发展智能电网、 风电装备、

新材料、电动汽车、生物医
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积极扶持发展融

技术密集型与
劳动力密集

型于

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三是注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集聚区的水、电、气、暖、燃气、通讯等功能，以
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企业加快发展、 吸引优质项
目入驻。

做好企业培育文章。一是突出培育重点。近年
来，许昌市每年都筛选公布一批大企业集团、小巨
人企业、重点企业名单，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在
土地、资金、财政、税费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在资金、土地以及煤电油
运气热等生产要素供应紧张的情况下， 优先保障
重点企业的要素供应。二是推进战略重组。鼓励和
引导企业加大与央企、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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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行业龙
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促进企业加快发展。三是鼓励
企业上市。实施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程，加强上市
辅导和服务，为企业上市开辟绿色通道。目前，

全市上市企业已达
7

家， 上市后备企业
30

家，上市企业总数居全省前列。

做好项目建设文章。 一是加
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最近几年，许

昌市实行项目联审联批制度， 坚持市级领导联系
重点项目制度， 每季度举行一次全市产业集聚区
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累计开工了一大批
重大工业项目。

2012

年， 许昌市规划了电力装备、

汽车及零部件、不锈钢、电梯、煤化工、烟草、食品、

金刚石及制品、纺织服装、发制品等十大产业链，

包括产业链项目
124

个，总投资
583

亿元，龙头企业
项目

25

个，总投资
148

亿元。二是围绕重点产业延
链补链谋划储备项目。依托园区、产业、企业，围绕
“

345

”产业延链补链，拉长完善产业链条，谋划、论
证、储备了一批重大工业项目。三是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引进一批大项目。 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
引资力度，积极与国家电网、富士康、西门子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
的招商机制，畅通承接产业转移渠道，及时跟进、

承接了一批与该市相关联的产业。

2013

年，许昌市
共谋划了

150

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一批与国家产
业政策相符合、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能够提振
信心的重大优质工业项目。

做好服务保障文章。一是整合政府职能，理顺
工作关系。许昌市抓住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机遇，

在市企业发展服务局的基础上， 成立许昌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将原来工业方面比

较分散的职能进行重新
整合，基

本上理顺了工业和信息化业务方面的工作关系。

二是加大监测分析，强化要素保障。成立了许昌市
煤电油运联合调度办公室， 积极组织协调煤源，

出台了《许昌市发电热电企业奖励办法》。完善监

测监管和应急保障机制。做好迎峰度冬、迎峰度
夏期间电煤、电力供应和市区冬季供热，保障了
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三是深化企业服务，破解
制约难题。每年制定和实施《许昌市企业服务工
作实施意见》，完善企业服务工作长效机制。市县
两级各确定

100

家重点企业， 实行市级领导联系
重点企业和市直单位分包重点企业的制度。对纳
入培育工程中的重点企业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费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许昌市着力提升新型
工业化水平的成功经验，对工业经济发展已呈良
好态势的信阳来说，可资借鉴，值得学习。

许昌：在新型工业化大道上阔步前行

近年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
形势， 许昌市抢抓中原经济区建设
重大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和信
息化提升工程，工业经济总体保持
了平稳增长、健康发展的态势，工业
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为许昌市实
现“两高两好”、富民兴许目标提供
了有力支撑。

2012

年，许昌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达到

1263

家；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
1107.4

亿元，同比增长
14.4%

，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
63.7%

； 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

956.6

亿元， 同比增长
17.4%

，增速居全省第
4

位；全部工业
上缴税金

112.3

亿元，同比增长
30.9%

。

2013

年
1

月
-6

月份， 许昌市规模
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480.7

亿元，同
比增长

14.7%

， 高于全省
3.6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

7

位。

1

月
-5

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45.9

亿元，同比增长
19.4%

，高于全
省

5.8

个百分点， 总量和增速均居全
省第

4

位；实现利润
145.4

亿元，居全
省第

2

位，同比增长
10.6%

。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许昌产业总体上包括

36

个行业。

近年来， 许昌市大力引导和扶持、并
取得一定成效的产业可以概括为“三
四五产业”。

“三”指的是装备制造、能源电
力、食品加工这三大主导产业，它们
对许昌市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
撑作用。

2012

年，许昌市装备制造、能源
电力、食品三大主导产业完成增加值
481.2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

50.3%

、

57%

。

电力电子、发制品、烟草、超硬材
料四大特色产业在河南省乃至全国
的比较优势明显。

智能电网、风力装备、电动汽车、

新材料、生物医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近两年呈倍增速度发展，

2012

年产
值达到

260

亿元。

纺织、陶瓷、有色金属等传统优
势产业持续发展。许继、众品、黄河、

瑞贝卡等都是国内同行业的龙头骨

干企业。

许昌市发制品出口额占全国的
60%

以上，年产卷烟
60

万大箱。人造
金刚石产量达到

50

亿克拉，产量世界
第一、总体实力世界前三。

纺织业方面，目前许昌市有规模
以上纺织工业企业

81

家，棉纺能力达
到
200

万锭，位居全省第四位。

陶瓷业方面，长葛市被国家建筑
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中国中部卫浴产

业基地”称号，仅长葛市就有规模以
上卫浴陶瓷企业

78

家，年产卫浴陶瓷
5000

多万件。禹州市钧陶瓷生产企业
达到

700

多家， 已成为我国中部陶瓷
集散地。

有色金属业方面，长葛市大周镇
以回收废旧金属和再加工闻名，被认
定为“全国城市矿产基地”。

鄢陵县箱包产业园已累计入驻
箱包生产企业

59

家、销售企业
300

家，

年产值达
30

亿元。

集群集聚特色明显
念好“集”字经，做好“高”字文，

促进产业实现集约集群集聚、高端高
质高效发展，既是许昌矢志追求的新
型工业化目标，也是许昌高歌猛进的
实践格调。

许昌市集中精力念好“集”字经，

努力把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新型工
业化的坚强载体。

2006

年以来， 许昌
市立足于打造主导特色产业，大力发
展产业集聚区，经过多年努力初步形
成了“一带十区二十个产业集群”的
产业体系，以项目建设为龙头，在产
业的上下游、左右链、高低端做好延
链、补链文章，通过做大做强三大主
导产业、 做优做精四大特色产业、培
育壮大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

升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了项目集中布
局、产业集聚发展、资源集约利用。

许昌工业在布局上可以概括为
“一带十区二十个产业集群”。

“一带”即许昌至长葛集群经济
产业带。

“十区”，即中原电气谷核心区等
10

个产业集聚区，其中
8

个为省级产
业集聚区。

截至
2012

年，该市
10

个产业集聚

区入驻企业
1900

家，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700

亿元，增长
21%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的

47.6%

。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超百亿的产业集聚区达到

6

个，长葛市产业集聚区和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进入“

2011

年度河南省十强产
业集聚区”行列。

在
10

个产业集聚区中，“中原电
气谷”发展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其规

划的起点高，发展的速度快、势头猛、

潜力大。中原电气谷的发展目标是打
造全国重要的输变电装备制造业基
地，目前已入驻许继集团等

50

多家规
模以上电力装备、 电子设备制造企
业，是我国最大的电力二次设备及高
压开关研发制造基地，是中原地区最
大的电气、电子生产基地。其中，电力
二次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

20%

以上，

综合实力居国内行业第一位。

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达
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许昌

市除了许继集团、龙岗电厂等少数国
有企业外， 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企
业，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活跃，有“河南
的温州”之称，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总
数达到

17.1

万个，民营经济约占全市
经济总量的

75%

。

从企业的组织结构来看，许昌市
大中小梯次结构比较明显。

2012

年，

许昌市主营业务收入
100

亿元以上企
业达到

6

家（全省共
43

家）；上市企业
达到

7

家，其中国内上市企业
5

家，国
外上市

2

家；

10

亿元以上企业达到
42

家，亿元以上企业
454

家，中小微企业
2.9

万家。此外，在天交所挂牌上市的
中小企业达到

5

家。

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强
目前，许昌市拥有国家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

个（依托许继集团建立
的“国家高压直流输变电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1

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数量位
居全省前列。

通过对百户重点企业的测算，许
昌市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达到

2%

以上，高出全
省平均约

1

个百分点。许继、黄河、瑞
贝卡、森源、西继电梯、远东传动轴、

豪丰机械等一批骨干企业创新能力
均处于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

在创新驱动下，企业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在不断增强，其中许继、瑞
贝卡、远东传动轴等企业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均在同行业处于绝对领先
地位。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许昌在新
型工业化的大道上，正在阔步前行！

河南省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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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人”古人类遗址

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发源地

中国宜居城市

中国宜游城市

中国金融生态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最佳生态文化旅游城市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

国家级卫生城市

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

中国花木之都

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中国钧瓷文化之乡

中国腊梅文化之乡

许
昌
城
市
名
片

魅力莲城吕超峰摄

□

许昌日报记者董巧霞

近年来，许继集团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每年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占企业总销售收入的
5%

。图为该集团
位于中原电气谷的许继风力发电机组总装车间一角。 朱宁摄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在高温高压合成装备、

金刚石及制品、超硬复合材料及制品、宝石级大单晶、导
电金刚石等产品开发上拥有核心技术，形成知识产权

139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在超硬材料行业综合实力居世界
前列。图为该公司生产的金刚石。 朱宁摄

河南阳光实业集团立塔车间高
168

米，是国内最高的
工业生产线，集约化程度高，比传统工艺节约土地近

20

亩。

史晶摄

□记者手记 赵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