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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换道领跑战略的背景与内涵



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

展壮大实体经济，抓

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

制造业。



2014年5月，总书记视察河南，希

望河南着力打好以发展优势产业为

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

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

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

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



总书记在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时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

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 。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郑

煤机时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立足省情实际、扬长避短，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全国重要的工业大省，
拥有全国41个行业大
类中的40个、207个
行业中类中的199个。

全省制造业企业数量13.8万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接近2万户。

完成工业增加值1.8
万亿元，规模总量
稳定在全国第5位，
中部地区第1位。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2020年传统产业占比高达46%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4%，新兴产业贡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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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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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我省工业主要沿黄河和京广铁路线布局：

沿黄经济总量占全省的60%以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成为国家战略，对我省产业转型
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省8个地市属于京津冀大气污染
传输通道城市，工业污染治理任
务重，新上项目环境容量不足，
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省工业用地日趋
紧张，加之我省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大省，永
久基本农田红线不能碰，省内调整产业布局
的回旋余地较小。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食品、装备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带动力强的百亿级龙头企业较少，

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难以形成有

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



★全省研发投入强度仅相当

于全国的65.5%。

★《2020年中国区域创新

能力评价报告》显示，河南

区域综合创新能力仅位居全

国第13位。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我省GDP约为全国的1/20，人民

币贷款余额仅为全国的1/30，信贷

资源外流状况较为突出。

★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第一个阶

段收集的企业十大 类诉求和问题中，

融资问题排在第一位。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布局不够优

六是金融支撑不够

三是工业用地日益紧张

四是高能级产业集群和
龙头企业少

五是创新能力总体较弱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一）为什么要换道领跑

我省工业增速每年都比
国家平均增速要高1到2
个百分点

2019年前若干年

我省工业增速（0.4%）
低于全国增速（2.8%）

2020年

全国工业增速（9.6%），
我省只有6.3%，和全国
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21年

我 省 制 造 业 占
GDP比重37.6%

2015年

我 省 制 造 业 占
GDP比重27.9%

2021年



u“换道”就是选择更具潜力和前景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Ø 过去依靠资源、能源、土地和劳动
力的投入，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
素劳动生产率低，不再适应当前形
势的需要。

Ø 现在依靠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发
展的逻辑起点上，把创新做为第一
驱动力，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



楼阳生书记在省十一次党代会

上指出：实施换道领跑战略就

是要在传统产业上高位嫁接，

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先，在未

来产业上前瞻布局。同时，要

在生态圈层上培土奠基。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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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的传统产业年产值3.2万亿元左右，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2021年，我省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比重仅为24%，与发达省市差距明显。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广东省：重点发展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

造、智能机器人等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浙江省：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

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

山东省：重点培育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生物医药等产业。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美国：提出《2020年未来产业法案》

欧洲：由欧盟成员国出资组建规模高达100亿欧元

的主权财富基金——欧洲未来基金

日本：出台《集成创新战略》

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类脑智

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

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



结合河南实际，聚集关键领域，强化关键
技术攻坚，力争实现由实验室技术突破到
产业规模化发展。

（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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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理解和把握换道领跑战略的深刻内涵

传统产业高位嫁接

新兴产业抢滩占先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生态圈层培土奠基

产业优化配置要素链，保障

项目落地和企业发展。

完善制度链，打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形成产业

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畅通供应链，实现豫

产豫销、豫材豫用。



二、构建我省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



传统产业
为基础

8
新兴产业
为支柱

7 6
未来产业
为先导

河南“876”先进制造业体系

钢铁、有色、建材、
化工、装备、汽车、
食品、轻纺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节能环保

氢能与储能、量子信息、
类脑智能、未来网络、
生命健康、前沿新材料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夕阳产业、落后产业

传统产业 技术改造、智能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 朝阳产业

高端制造业

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六新”
工程

新技术嫁接

新链条重塑

新品牌培育

新模式提质

新空间拓展

新生态构建



河南传统产业新型化率

60%
传统基础材料中
衍生新材料比重 60% 汽车产业中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产量比重50%

传统装备中高端
智能装备比重

60%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轻纺、食品产业
中新产品产值率

50%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加速基础材料向高端“新材料”延链

加快传统装备转型智能“新装备”

拓宽汽车产业智能网联“新赛道”

打造轻纺食品现代时尚“新品牌”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传统金属向先进合金材料转型
传统化工向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转型
传统建材向建材新材料转型

1.基础材料向高端“新材料”延链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推动电气装备、农机装备、矿山机械、盾构装备、起重机械大型化、智能

化、服务化、国际化发展

2.传统装备转型智能“新装备”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传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转型

3.拓宽汽车产业智能网联“新赛道”



（一）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发展

轻纺工业，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

食品工业，推动由“国人厨房”向“世界餐桌”跨越。

4.打造轻纺食品现代时尚“新品牌”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

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河南省“十四五”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了我省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2020年软件主营业务收入4241亿元

占全国 占中西部

5.2% 30.9%

l 四川省大力发展软件产业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l 安徽省打造“芯屏汽合”产业 

全国领先的芯片产业基地

“中国声谷”科大讯飞

全国重要的液晶面板基地

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第一方阵

芯

屏

汽

合 安徽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l 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新兴产业生态体系；

l 到2025年，新兴产业产值达到2.6万亿元左右，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超过30%。 

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

2.6万亿元 30%



聚焦“补芯、引屏、固网、强端”，
做强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智能传感
器、网络安全、5G及先进计算等产
业链，培育集成电路、光通信、汽车
电子等产业链。到2025年，建成全
国新兴的万亿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地。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1.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芯屏网端器”生态圈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2.推动高端装备产业打造“大国重器”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农机、

高端电气装备、智能机器人、无人机

等高端装备，积极发展工业CT等前沿

装备。到2025年，高端装备要达到

5000亿级产业规模。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3.推动新材料产业跃升高端前沿

重点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先进合金材

料、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尼龙材料

产业等。到2025年，新材料产业规模

达到万亿级。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4.推动生物医药“康养一体化”发展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现代中药、高性

能医疗器械和医用卫材等产业。到

2025年，形成现代生物医药5000亿级

产业规模。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5.推动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应用

加快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力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开展氢燃料汽车研发

和示范应用。到2025年，形成新能源

汽车3000亿级产业规模。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6.推动新能源产业“高占比用能”替代

发展风能、太阳能、氢能、生物质能

及储能等产业。到2025年，新能源产

业形成2000亿级规模。



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和资源综合利

用装备，推动节能环保服务业发展。

到2025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

8000亿元左右。

（二）加快新兴产业重点培育

7.推动节能环保“装备+服务”链式提升



（三）加快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
特征

创造
新动力

依托
新科技

引领
新需求



（三）加快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
划，谋划布局类脑智能、量子信
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

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和
先导示范区，推动形成未来产业
策源地。

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打
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培育
若干未来产业。



（三）加快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Ø 以“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重点，推进未来产业发展。
Ø 到2025年，未来产业增加值占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过15%，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

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

五项工程

创新体
系构建

高端人
才引育

产业孵
化加速

金融资
本汇聚

对外产
业合作



（三）加快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超前布局未来网络产业

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突破前沿新材料产业

抓好六项任务

探索发展量子信息产业

加快壮大氢能与储能产业

积极培育类脑智能产业



三、提高河南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实 施 “ 七 大 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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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化高级化 集群化 生态化 协同化

全球产业五大发展趋势



（一）创新高地建设行动

产业基础再造 突破“卡脖子”技术

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

1 2

3 培育创新型企业

推动研发活动全覆盖 推广运用新产品

4

5 6



（二）集群强链提升行动

提高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

壮大新兴与未来产业链

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链条

1

2

3



（三）项目投资支撑行动

强化招商引资。举办产业转移对接活

动，深化豫京、豫沪、豫浙、豫苏等

跨区域合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每年各省辖市要确保引进3个10亿

元以上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其中

50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个。



（三）项目投资支撑行动

扩大项目投资。研究出台扩大先进制

造业投资若干意见，实施制造业投资

万亿提升工程，推进新技改提升行动，

实施好“三个专项”支撑项目。

到2025年，累计工业投资力争突

破6万亿元，新技改投资占工业投

资的比重达到35%以上。



（四）优质企业培育行动

省份 数量

浙江 149

山东 145

广东 122

江苏 104

单项冠军企业

省份 数量

广东 612

浙江 456

江苏 426

北京 345

上海 303

四川 156

安徽 149

河南 99

境内上市公司

省份 数量

广东 53776

江苏 32572

北京 28795

上海 10000+

山东 10000+

湖北 10000+

河南 6324

高新技术企业

省份 数量

广东 130

江苏 145

山东 107

百亿级企业

河南 31

河南 42



（四）优质企业培育行动

Ø 支持头雁企业通过创新转型、兼并重组等做大做强，成为“链主”企

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

1  大力培育头雁企业

Ø 到2025年，每年力争新增百亿级企业3-5家、50亿级企业8-10家、10

亿级战略新兴企业20家以上。



（四）优质企业培育行动

Ø 开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程，加快“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

市”，推动中小企业晋档升级。

2  推进中小企业上规模

Ø 每年力争新增上市挂牌企业20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0家。



（五）数字融合赋能行动

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制造模式深度变
革，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1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广新业态新模式，提高
制造服务业发展水平，实现“产品+服务”双轮驱动。

 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

2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五）数字融合赋能行动

上海钢联
一家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资讯、电商交
易、仓储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商，在“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中排名第58位。



（五）数字融合赋能行动



（五）数字融合赋能行动



（六）绿色低碳制造行动



实施工业低碳工程 建设绿色制造体系

实施清洁生产提升计划

1 2

3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4

5

（六）绿色低碳制造行动

严控“两高一危”项目5



（七）区域协同发展行动

调整优化全省制造业布局

加强省内跨地市的制造业区域合作

加强与国内重点区域的产业合作

1

2

3



四、营造制造业发展良好生态



强 化 “ 六 项 保 障 ”

政
策
保
障

人
才
保
障

用
地
保
障

服
务
保
障

组
织
保
障

资
金
保
障

产业链 创新链 供应链 要素链 制度链



强化人才保障

  “智鼎中原”工程1     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2

   “新工科”建设计划3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4

  完善柔性引才机制6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5



强化资金保障

  基金1

  信贷2

   上市融资3

政府引导基金

社会风投基金

“白名单”制度

育鹰计划

头雁计划

万人助万企领导包联

上市绿色通道
五年“倍增”行动

专精特新贷



强化用地保障

  提高制造业用地规模1

   推广新型产业用地模式2

推动土地集约利用3

“标准地+承诺制”

新型产业用地

混合用地

弹性用地



强化服务保障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1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2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3



强化组织保障

  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1

  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2

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系4

 各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3

   营造换道领跑战略浓厚氛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