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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帅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始

终将工业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关键举措，

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成就辉

煌。75年来，河南实现了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

旺”、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从乡村型社

会到城市型社会的“三个重大转变”。而作为反映

国民经济活动中工业品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

指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下简称 PPI）也

见证了河南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

规上工业发展迅速 工业经济发展与

PPI基本同步

75年来，河南工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数量倍增，经济规模和实力持续提升。

1949 年，全省共有工业企业 2646 家，经过 30 年发

展，1978 年增加到 12142 家，1978-1997 年成倍增

长至 25986家；1998-2008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快速增长，由 10450家增至 18700家，增长近八

成，2009-2022 年进入较为平稳的增长阶段，由

18105家增至 23813家，企业单位数增长 31.5%。随

着河南工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全省各项主要工业经

济指标总量均实现扩张，工业在全国的影响力发生

历史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1 世纪前 10 年，河南工业

结构以冶金、化学、建材、轻纺、能源等传统行业为

主。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不同

产业、不同产品的价格政策引导，促进了资金、技术

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

倒逼落后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或淘汰退出，有效地推

动了河南产业结构从传统的资源型、粗放型向创新

驱动型、绿色低碳型转变，提升了产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2000年以来，河南工业生产始终保持稳定增长

态势。河南工业增加值指数和 PPI 运行走势基本

一致，两者波动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 2004年

同时达到阶段性高点，2009年、2020年达到阶段性

低点，2011-2015年指数同步下行。但也有部分年

份呈现出 PPI 滞后或先行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情

况：如 2007年工业增加值指数达到最高点，第二年

PPI 才达到最高点；2011 年 PPI 已先期出现回落，

2012年工业增加值指数才出现回落；以上时滞均不

超过 1 年。2000 年以来，河南工业增加值指数和

PPI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吻合，但相对而言，河南 PPI
的波动较为缓和，工业增加值指数波动幅度较大。

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繁荣 价格调控体系

逐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只能生产少量的纱、布、

火柴、卷烟和原煤、电力等产品。随着价格体系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平有序的制造业竞

争环境逐步形成，工业品市场供给能力显著增加，

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河

南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特别是在冶金、建材、化

工、纺织、电子信息、汽车和家电等领域生产能力更

是大幅跃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入全国前列。

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中，纱产量为

295.7万吨，占全国产量的10.3%；纯碱产量为186.26万

吨，占全国产量的 4.3%；水泥产量为 11436.85万吨，

占全国产量的3.2%；粗钢、钢材产量为3187.24万吨、

4158.02万吨，分别是 1978年的 58.7倍和 134.36倍；

汽车产量为55.31万辆，是1978年的395倍。

河南在深化价格改革中逐步建立和充实了调

控价格的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企业经营成本进

一步降低，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电力价格改

革持续推进，上网电价和公益性以外的销售电价有

序放开，电网企业积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石油、

天然气价格改革也持续推进，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逐步形成，非居民用气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

价格调控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目前，河南已建

立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河南能源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多个期货和现货交

易市场平台，助力工业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

保值。建立完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实

时价格监测系统，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大幅提升。

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主导产

业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主要工业品供

应短缺，加上工业发展模式是半封闭型的，河南对外

贸易及出口商品基本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全省

工业企业不仅吸引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发展壮大

自身，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拓展国际市场，产品大

量进入国际市场，出口品种不断增多，产品档次和质

量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外贸进出口总值规模增

长迅速。2023年，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8107.9亿元，

规模在全国排名为第9位，连续12年位列中部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世界工业经济发展趋势

和河南工业自身特点，河南制定了重点发展装备制

造、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 5 个

重点产业的政策措施。近年来，五大主导产业快速

增长，对河南工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2012-2018年，全省主导产业年均增

长 15.0%，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 3.4 个百分

点；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增加，2022年主导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45.1%，较

2012年提高 7.9个百分点。

放眼未来，河南将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致

力打造国内先进、国际有影响力的制造业强省，努

力让河南工业在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谱写出更

为绚丽的篇章。

河南工业领域河南工业领域7575年建设成就斐然年建设成就斐然

■ 骆歆欣

南平是福建酒类主要产地，处于北纬 27 度黄

金酿酒带，生态条件、自然资源造就了其得天独

厚的发展优势。近年来，南平市高度重视酒产业

的跨越发展，将“一瓶酒”列为全市立足生态资源

优势谋划的五大特色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发展。

近期，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走访调研全市酒产

业链工作专班，并对建阳、浦城、政和、建瓯的 10家

酒企业展开重点调研，了解当前南平市酒产业发

展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在政府强劲助力之下，

南平酒产业发展势头向好，企业发展空间大、信

心足。

政府强劲助力，发展稳步推进

为促进酒产业发展，南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强有力的举措。一方面，建立了以南平实业集团及

建瓯市政府为牵头单位的南平市酒产业链工作专

班，并于今年2月印发《南平市重点产业链“链长+链

主+专班”机制工作方案》，明确酒产业发展重点、

建立工作机制；成立南平市酒产业发展研究促进

会，积极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和协调联络作用，推进

做大做强南平酒产业。另一方面，为打响“中国东

南白酒名城”称号、塑造代表福建“省酒”IP的形象、

打造集“生产+研发+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酱酒产

业基地，投资建设福建省内首个以酱酒制造为主导

的福酒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15亿元，总规划面积

约 200亩。

在政府强劲助力之下，全市酒产业发展稳步推

进。据南平市酒产业链工作专班不完全统计，截至

今年 6月，南平市酒企共 57家，同比增加 8家，产品

分为白酒、黄酒和啤酒三大品类。其中，规上企业

10 家，产值 27882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0585 万元，

同比增长 35.4%。同时还积极招商引资，如浦城

县引进福建樽裕城堡酒庄有限公司投资预计

2.05亿元，带动年产总值 3亿元，利税 800万元。

以生产白酒为主，主要为线下销售

据介绍，目前南平市内酒企种类有白酒、黄酒

（包酒）以及少量的啤酒和红曲酒等，其中，建瓯市

主要以酱香型白酒为主；浦城县主要以黄酒（包酒）

为主。60%的受访企业主要生产白酒，30%的受访

企业主要生产黄酒（包酒），10%的受访企业主要生

产红曲酒。如受访对象建瓯某酿酒有限公司，目前

主要销售产品有“福矛”“建矛”系列以及黄华山米

烧等，均为酱香型白酒。

调研显示，90%的受访企业表示仅线下销售，

10%的受访企业表示线下与线上相结合，但线上销

售仅占约 10%。同时调研了解到，80%的受访企业

表示主要销往南平市内，20%的受访企业表示主要

销往福建省内其他地市。如受访对象福建省某酒

业有限公司表示虽然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

式，但由于目前酒类产品在线下有稳定渠道，在县

外知名度不高，线上销售不乐观，销量不够稳定，因

此 90%均为线下店铺批发采购销售，销售市场有浦

城县、政和县、福州市以及江西省等地区，但大部分

在浦城县本地销售，占比约为 70%。受访对象政和

某酿造有限公司，目前在售的酒有 20个以上种类，

主要是线下销售，按县布点经销商，主要销往南平

地区各县市。

酒旅融合显著，企业发展信心足

酿造业是南平的传统产业，为讲好当地酒文化

故事，南平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通过建设发展酒文

化博览园、举办酿酒文化节等，积极发展酒旅融

合。如浦城小密包酒文化博览园通过打造观光工

厂，以有形、可感、可听的形式，讲好酒文化的故事，

助推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又如自 2019 年起，

每年 10月份福矛酒业集团都在建瓯举办酿酒文化

节，通过诵读《祭酒文》、祭酒祖、封坛祈福等仪式，

让到场宾客直观感受体验酿酒文化。

调研显示，多数酒企业对发展前景看好，认为

未来发展空间较大。60%的受访企业认为目前南

平市酒企业发展前景比较好，30%的受访企业认为

发展前景一般，仅 10%的受访企业认为发展前景较

差。据受访对象浦城县某酒业有限公司反映，当前

南平市多举措大力发展酒产业，因此对南平市酒产

业未来发展比较看好。

政府助力强劲、酒旅融合显著——

南平酒产业发展势头向好

本报讯 近期，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对近 10 年新设立的 367 家小微企

业和个体经营户（以下简称小微企业）开展的跟踪调查显示，今年三季度，江

苏省南通新设立小微企业经营发展稳中趋缓，政策扶持成效显现，企业预期

稳中向好。

——经营发展稳中趋缓。受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小微企业

发展持续承压，经营分化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三季度，64.1%的正常营业小

微企业表示经营情况“一般”，比上季度下降 12.6个百分点；15.4%的企业表示

经营情况“很好”或“比较好”，比上季度提高 3.8个百分点；20.5%的企业表示经

营情况“很差”或“比较差”，比上季度提高 8.8个百分点。

——政策扶持成效显现。随着减税降费、普惠金融等各项惠企政策措施

持续发力，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企业认同感和获得感增强。今年三季

度，超七成（74.4%）的正常营业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其中，全部企业享受

税费减免政策，6.9%的企业享受贷款优惠。企业纳税负担和融资成本均有所

下降。今年三季度，企业平均税负率（缴纳税费合计/营业收入）为 4.5%，比去

年同期（5.7%）下降 1.2个百分点。从企业获得融资情况看，在有融资需求的企

业中，75.0%的企业获得全部所需融资，较上季度提高 25个百分点。企业融资

平均年利息及费用率为 4.4%，比上季度下降 0.1个百分点。

——经营预期稳中向好。随着国家加快落实存量政策、推出一揽子增量

政策，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明显增强，经营预期回升向好。

在对四季度生产经营预期方面，15.4%的正常营业小微企业预计经营情况会

“明显好”或“稍好”，较上季度大幅提高 10.7个百分点；71.8%的企业预计“差不

多”，较上季度下降 11.9个百分点；12.8%的企业预计会“稍差”或“明显差”，较

上季度提高 1.2个百分点。预期四季度“很好”或“比较好”的企业比重较预期

“很差”或“比较差”的企业比重高 2.6个百分点。 陆琳

政策扶持显效 发展信心增强

南通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有所改善

山西省着力完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体系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

银行山西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山西监管局、山西证监局等 6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完善财政金融联动机制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确

定了 14项机制 30条任务举措、责任部门，从政策层面实现了山西省财金联动

的闭环、扩面、兜底、降本、增效。

《实施意见》明确丰富财政支持科技金融政策工具，通过贷款贴息、专属信

贷产品、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早、投小、投长期和投

硬科技”，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水平，以高质量科技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实施意见》明确利用各级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叠加使用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农业担保体系、乡村振

兴产业周转金 4项政策倍增财政投入效益，引导撬动更多金融社会资本投入

乡村振兴领域。

《实施意见》明确差异化采用贷款风险补偿、创业担保贷款、政府性融资担

保、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保证基金等 5项措施，更好扶持全省新型产业、小

微企业发展。明确侧重财政资金收益，通过科学、合理存放国库现金、社会保

险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发挥财政资金“酵母”作用。侧重释放资金活力，鼓

励“专项债+项目贷款”一揽子融资，发挥专项债券政策效能和对信贷资金的

撬动作用。侧重支持省属金融机构发展，重点支持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和山西

银行后续改革，加强山西金控及重点子公司资本实力。侧重风险防控，持续防

范金融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合规开展融资平台债务重组和置换，缓释债务偿

还压力。 任志霞

江苏：新能源成为全省发电装机第一大电源

本报讯 近日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江苏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已达 8252万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总装机规模的 42%，成为全省发电

装机的第一大电源。

据了解，目前江苏发电总装机规模超 19700万千瓦。其中，煤电占总发电

装机的 41%；新能源装机中，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装机占总发电装机比重分别

为 28%、12%、2%，合计占总装机规模的 42%。

随着电力生产供应绿色化持续深入，江苏新能源发电装机加速上升。“从

2020年起，江苏新能源装机规模陆续突破 4000万、5000万、6000万、7000万千

瓦大关，呈加速增长态势。此次新能源装机从 7000万千瓦到 8000万千瓦仅用

时不到 6个月。”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高正平说。

高正平表示，为引导新能源并网消纳和高效配置，目前江苏在电源侧已完

成 125台燃煤机组深度调峰能力验证，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1348万千瓦；在

负荷侧通过执行峰谷时段价格政策，促进消纳新能源同时降低用户充电成本；

在储能侧建设新型储能规模已超 500万千瓦，相当于在光伏、风电发电高峰，

新增一座可存储超 1000万度电的“超级充电宝”。 何磊静

深圳湾和拱北口岸试点启用“免出示证件”边检通道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便利内地

与港澳地区之间人员往来，提升通关效率，自今年 11月 20日起，在广东省深圳

市深圳湾口岸、珠海市拱北口岸，试点升级部分边检快捷通道，因私经常往来

港澳地区人员可经“免出示证件”通道通行。

根据公告，年满 14周岁以上，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多次有效逗留、探

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含非中国籍）的港澳居民，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面相、指纹等信息

的，可选择使用边检现场“免出示证件”通道通行，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

选择其他查验通道通行的，需持用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

查。持有因公出入境证件的内地居民，目前暂不适用“免出示证件”通道通行，

仍应通过其他查验通道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

公告提醒，因内地居民入境港澳地区时需凭证接受查验，港澳居民进入内

地时需凭证办理停居留、出行等事宜，所有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人员仍应随

身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如遇问题可以通过 12367服务热线咨询。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实施以“刷脸”代替“刷证”的

“免出示证件”通道通关查验方式，是对现行边检快捷通关查验方式的技术

创新升级，有助于优化简化旅客通关查验环节，改善旅客通行体验，对便利

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人员往来，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

意义。 任沁沁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1989年-2023年河南PPI同比和工业增加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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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20年河南资源型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权重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