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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与统计数据，分析洛阳市在郑(州)洛(阳)西( 安)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中的发
展优势与短板，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洛阳市具有生态屏障、大国重器铸造、中西部创新高地、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都市圈核心城市、文化旅游胜地等发展优势，也存在发展步伐偏缓、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重
工业重资产重负荷压力大、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高质量发展缺乏新的比较优势等短板。要全面强化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意识，协同推进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规划，牢牢扛稳铸造大国重器的责任，以开放发展为市域经济加快发展赋
能，促进创新创业创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步伐，促进洛阳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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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对黄河流域未来长远发展
做出战略部署［1］，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2020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郑
(州) 洛( 阳) 西( 安) 高质量发展合作带”［2］。目前，针对郑
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的研究还少有文献报道，虽然
涉及其中主要城市郑州、洛阳、西安等的相关研究较多，但
纳入到合作带中进行的研究较少。因此，在国家积极筹划
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背景下，本研究在前期开
展“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的基
础上，分析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中洛阳市自身
的发展优势与存在的主要短板，寻求科学可行的高质量发
展对策。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K§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位于黄河流域，涉及河南、
陕西和山西三省( 图 1) ，郑州、洛阳和西安是合作带中 3
个重要城市。本研究以洛阳市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与郑
州和西安进行对比，分析其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
设中的优势和短板，并提出高质量发展策略。
1． 2!’()*&"#+,

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资料、2011 年和 2020 年
的《河南统计年鉴》、2010年和2020年全国及各地市国

图 1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范围
Fig． 1 Scop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zone of Zhengzhou-Luoyang-Xi’an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分析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中洛阳的发展
优势及差距。

2 洛阳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2． 1!̈©Z[?ª�

作为全国特别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中原城市群副中
心城市，洛阳市在全国和黄河流域一直承担着生态屏障、
创新高地、旅游胜地等特殊角色［3］。
2． 1． 1 以大山、大河、大坝为支撑的生态屏障。大山指伏
牛山，是秦岭延伸到河南省西部的一条主要山脉，构成了
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在洛阳市域内，主
要是伏牛山的北坡，生态环境优美，植被茂盛，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 45． 3%，居全省第二位。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
是生态旅游大县，是近几年全域旅游快速发展的县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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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拥有伏牛山作为生态屏障，洛阳在河南省大山大
河大平原格局中赢得了生态高地的殊荣。大河指伊洛河，
是黄河流域的一级支流，也是黄河中游最大的两个支流。
伊洛河年平均径流量 34． 3 亿 m3，占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年
径流量 580亿 m3 的 5． 9%，是黄河的多水少沙支流之一，
对黄河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5］。在洛阳境内的伊河水
质常年保持国家二级标准，两岸风景秀丽。大坝指小浪底
大坝，也称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洛阳市孟津区小浪底村
附近，是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具有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
程，对黄河水资源发挥了巨大的调控能力，成为“黄河宁、
天下平”的关键支撑工程［6］。
2． 1． 2 创造大国重器的重工业基地。洛阳市重工业发
展，特别是在大型或超大型机械装备制造方面为我国民族
工业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7］。近些年，洛阳市依托大院
大所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
术，全面提升洛阳大型装备制造水平，推动制造业转型升
级，向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跃升，不断创造出新的大国重
器。从“神舟”到“嫦娥”，从“墨子”到“天眼”……，在影响
国威国力的重大活动中无不闪烁着“洛阳制造”的身影。
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先后实施了“新重机”“新一拖”“新
洛轴”“新河柴”等一批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升级项
目，建成国内最大的农机装备、大型冶金矿山装备、高等级
轴承生产基地，洛阳重工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清
晰［8］。由中信重工研发制造的国内规模最大、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大型铝板 125 MN张力拉伸机，系我国首次研发，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重量达 3 900 t，最大单件零件
达 200 t，而加工尺寸公差要求 0． 01 mm，属于极限制造［9］。
由中信重工出品的首台套超高压水射流混凝土破碎机器
人，也创造多方面技术指标的国内外第一。由中国一拖完
成的国内首台 5G +氢燃料“超级拖拉机”是农机领域名副
其实的黑科技，全球首创。由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参
与开发、设计和制造的镇海沸腾床渣油锻焊加氢反应器，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化技术装备。由中国船舶 725 所
自主研制的全国产化印刷板式换热器，成功用于我国首个
海上大型深水自营气田项目，让我国海上天然气开采从此
不再被“卡脖子”。这些大型工业装备与智能装备，不断开
拓我国大型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填补了我国
很多高端装备领域的空白，使我国越来越多地拥有了一批
大国重器，挺起了重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脊梁［10］。
2． 1． 3 全国中西部创新高地。作为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基
地，洛阳市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全市现有洛阳矿山机
械工程设计研究院等国家级工业类大院大所 16 家，有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家级创新型大企业 20 家，加上近些年新型研发机构
快速增长，全市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日益充沛。全市着
力发挥优势，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牌，以中国( 洛阳) 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头，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实施“双
倍增”行动，打通“四个通道”、促进“四链融合”，以更大

力度的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1］。2019 年，洛阳
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 37%，首超全国平均水平［12］。
2020 年，洛阳市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省第一位。
2． 1． 4 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和洛阳都市圈核心城
市。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节点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
心城市和河南第二大城市，洛阳着力发挥创新资源丰
富、先进制造实力雄厚、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国际人文交
往活跃、综合性交通枢纽等综合性优势，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打造新增长极、形成新引擎、开辟新市场［13］。洛
阳都市圈总面积 2． 7 万 km2。其战略定位是“三区一枢
纽一中心”，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全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引领区、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核心
区、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国际人文交往中心。未来
发展目标是:到 2025 年，奠定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框架，基
本确立一体化发展空间格局、支撑体系和保障政策; 到
2035 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新格局［13］。洛阳都市圈东与郑州都市
圈紧密相连，西与西安都市圈融合，相互联系紧密，已经
构成了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雏形，在构建全国新发
展格局中居于重要战略地位。
2． 1． 5 由千年古都支撑的文化旅游胜地。洛阳是国务
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远在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
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夏、商、西周、东周、东
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 含武周) 、后梁、后唐、后
晋等十三朝以洛阳为都，是我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
代最多的都城［14］。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43
处，馆藏文物 40余万件。沿洛河布局的夏都二里头、偃师
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举
世罕见。龙门石窟、汉函谷关、含嘉仓等世界文化遗产，
白马寺、关林、应天门、明堂、天堂以及定鼎门博物馆、天
子驾六博物馆、客家之源纪念馆等博物馆群，均彰显其
传统优秀文化的珍贵风采［15］。洛阳是儒学的奠基地、佛
学的首传地、道学的产生地、玄学的形成地和理学的渊
源地，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在此交融，形成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的包容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
续传承与创新发展［16］。以河图洛书为标志的河洛文化
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祖根文源，洛阳是全球客家人南迁
的起点，是全球 1 亿多客家人的祖籍，是中国 70%的宗
族大姓的起源地［17］。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洛
阳先后 6 次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正是洛阳千年古都
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使洛阳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向往的
旅游胜地，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特殊的资源基础［18］。
2． 2!̈©Z[?«�

站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需要，
切合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19］，从全面融入郑洛西高质
量发展合作带的视域分析，洛阳发展还存在短板。

·14·第 2期 张占仓: 洛阳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中的优劣势与发展策略



2． 2． 1 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中发展步伐偏缓。
“十三五”时期，洛阳市全面加快发展步伐，综合实力大
幅跃升。2010—2020 年洛阳市 GDP 从 2 321． 1 亿元增
长到 5 128． 4 亿元，增长幅度为 121%。而同期郑州市的
GDP从 4 029． 3 亿元增长到 12 003． 0 亿元，增长幅度为
198% ;西安从 3 195． 1 亿元增长到 10 020． 4 亿元，增长
幅度达 214%。因此，与郑州和西安相比，洛阳市在郑洛
西合作带中发展步伐偏缓，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2． 2． 2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洛阳市积极推动开
放发展，开放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0 年，洛阳自贸区
累计入驻企业超 3 万家，7 项案例入选全省最佳，国家级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年进出口总额
达到 193． 1 亿元，同比增长 24． 9% ;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30． 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 4%，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
额的 15． 4%。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实际利用外资数
量，都取得了优异成就。尤其是出口总值达 172． 4 亿元，
同比增长 29． 4%，增长势头强劲。但是，就进出口总额
占当地 GDP的比重而言，2020 年洛阳市仅占 0． 4%，与
郑州占 41． 2%和西安占 34． 7%相比相差甚远。说明进
出口对市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非常有限，全市经济
开放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在国家持续加大力度共建
“一带一路”、促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
省内陆开放高地优势更加凸显、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打
造河南自贸试验区 2． 0 版的时代背景下，乘势进一步加
快洛阳市开放发展步伐迫在眉睫。
2． 2． 3 重工业重资产重负荷压力大。洛阳市长期以重
工业集中著称，从 1958 年开始，除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重工业占比在 70%以下外，在轻重工业结构中重
工业占比长期保持在 80%以上。从 2000 年开始，洛阳
市重工业占比又继续提高，2018 年全市规模以上重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高达 89． 53%。重工业一般都是
重资产企业，与轻资产企业相比，每当遇到产业结构调
整阶段，重资产企业发展都会步履艰难。因此，像近些
年全国一直高度关注的南北方发展差距拉大和东北地
区发展明显滞后一样，凡是以重工业所特有的重资产占
比较大的地区，都要承受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金链紧
张的沉重负荷压力［20］。同时，重工业高度集中的工业结
构也导致其工业发展能耗较高［21］。2019 年，洛阳市全
社会用电量为 442． 23 百万 kW·h 时，郑州市是 564． 63
百万 kW·h，前者相当于后者的 78． 32% ;而同年洛阳市
的 GDP为 5 034． 85 亿元，郑州市的 GDP 为11 589． 72亿
元，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 43． 44%。可以看出，与郑州市
相比，洛阳市每创造单位 GDP 耗电要高出近 50%。在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全国性产业结构节能减排调
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过剩产能压减过程中，各地都
高度重视调减当地的高耗能企业，而且成效比较显
著［22］。洛阳市也与全国同步，在主动调减高耗能企业。
然而，到 2019 年仍然有 60 个年耗能万 t 标准煤以上的

企业，仅比 2010 年减少了 21． 1%，同期河南省耗能万 t
标准煤以上企业最集中的另外两个市郑州和焦作却分
别减少了 58． 9%和 47． 8%，洛阳的步伐明显落后，与国
家绿色发展步伐不协调，与国家积极推进的碳达峰和碳
中和矛盾较大，减碳任务繁重。
2． 2． 4 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长期高速发展。2012 年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跃升，
一、二、三产业构成为 9． 1∶ 45． 4∶ 45． 5，第三产业成为最大
的产业; 2015年一、二、三产业贡献比为 4． 5∶ 42． 5∶ 53． 0，第
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2020 年，我国三产构
成为 7． 7∶ 37． 8 ∶ 54． 5，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化的历史趋势
显著。近些年，洛阳市也在积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2020 年第三产业占比比 2010 年提高了 13． 9 百分点，已
经成为第一大产业，与郑州市调整的节奏基本一致。但
是，由于原来第三产业基础薄弱，2020 年第三产业占比
只有 50． 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5 百分点，低于郑州
市 9． 0 百分点，低于西安市 13． 7 百分点，差距较大。理
论分析和实践验证都证明都市区第三产业配置资源的
效率相对最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的高低是产
业结构是否高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洛阳市产业结构
调整任务仍然艰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是大势所趋，尤
其是在建设都市圈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既
能解决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活力问题，又有利于当地扩大
中高端就业，满足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实际需要。
2． 2． 5 高质量发展尚没有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高质量
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发展的主题。全国“十四五”规划
首次把创新发展放在十二项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创新发
展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支点。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是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而
创新驱动需要足够的研发投入与人才投入。与郑州和
西安相比，洛阳市高等学校以及最能够代表创新能力的
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等支撑创新发展的相关指标还处
于较低水平。反映目前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洛阳市相对较低，在其 GDP 相当于郑州市
42． 7%的情况下，一般预算收入仅相当于郑州市的
30． 5%，说明 GDP中财政收入的含金量有待提高。在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 64． 7%，也处于较低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等指标也处在相对偏低的状态。

3 促进洛阳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3． 1!�¬�WXYZ[?®¯°±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
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3］。我国“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
发展主题。积极适应这种历史性发展大势，针对洛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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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短板，全面强化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意识至关重要。要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个干
部做起，从每一个企业做起，从每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体事情做起，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要求，并通过进
一步强化研发投入和人才投入，加大力度推动高科技产
业发展，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体现
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要强化各级领导的带头示
范作用，制定各个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考核方法，建立健
全高质量发展的干部年度考核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共
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协同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3． 2!}~²³´¨µWXYZ[¶·¸¹º

2020 年 10 月 13 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
持洛阳市提升开放能级助力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
设的若干措施》中提出，要推进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
带建设，启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战略规划研究。
2021 年 4 月 2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谋划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在河南省级层面，郑洛西高质量
发展合作带均已进入战略部署。充分考虑跨省合作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意义，建议由河南省、陕西省
和山西省共同请求国家发改委牵头协调，相关地市积极
配合，协同推进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中长期规划编
制。在高质量完成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规划的基
础上，利用国家的战略支持与河南、陕西、山西以及相关
地市的共同努力，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国内双
循环为战略支撑，加快建设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
洛阳市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中承东启西，从包
容、协同、服务、奉献的战略高度全面融入合作发展的大
潮，从合作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汲取新动能、探索新途
径、开辟新领域，创造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象。
3． 3!»»¼½¾¿ÀÁÂÃ?ÄÅ

重工业产品具有研发难度大、生产周期长、占压资
金多、市场容量有限、企业承载负荷重等行业性特点。
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重工业又是工业发展的脊梁，
是国防事业的靠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和国内外激烈竞争中，
大国重器又是我国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必备的王牌。
所以，以国家的意志、时代的伟力、奉献的精神支持大国
重器可持续发展是历史的需要，更是一代人的历史担
当。2021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着力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全国著名
老工业基地的洛阳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理应有
自己更大的责任、担当和新作为，要乘势继续推动以大
型、特大型装备制造为特色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更

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牢牢扛稳新的大国重器研
发、生产、制定标准、助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潮之中。制
定并实施高标准的大型工业装备中长期研发规划，推动
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智慧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让新一代洛阳人在“洛阳
创新”“洛阳制造”“洛阳创造”“洛阳智造”等一系列国
之重器中铭刻不朽功勋，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
设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 4!ÆÇÈZ[ÉÊ%GH<ËZ[ÌÍ

在经济学上，一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
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如果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具备
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并且都具有比较充沛的动力
时，经济发展就会充满活力。否则，就会出现不利于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
地区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还是郑洛西合作带内 2010 年
以来郑州市与西安市的持续高速发展，均得益于三驾马
车共同发力。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在开放发展方面进出口规模较
小，2020 年进出口总额分别相当于郑州市和西安市的
3． 9%和 5． 6%，基数较低，未来开放发展进一步拓展的
空间很大。要充分利用近几年开放发展态势良好的基
础，通过更大规模的开放合作，与郑州和西安深度联手，
协同发力，加快开放发展步伐，补齐开放发展的短板。
制定“十四五”期间进出口规模突破 1 000 亿元的规划并
积极付诸实施，以高质量的开放发展为市域经济增添发
展活力赋能，为三驾马车协同加速助力，以出口带动每
年 GDP增速提高 1． 5 ～ 2． 0 百分点，从内在动力与活力
上促进全市经济高质量较快发展。
3． 5!ÎÏÐ³ÑÒÑÓÑ¿

学术界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经常把北上广深放在一
个层级，广州与深圳经济发展活力充足，经济高质量发
展成效显著，在改革开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深圳
最大的成功密码之一就是用最先进、不断创新、以人为
本的方法吸引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奖励人才，激
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特别是为大批青年人才提供了
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让一批又一批青年人实现了创新
创业创造的梦想。有了一代又一代充满创新活力的青
年人才队伍的健康成长，就造就出当今时代与北京和上
海比肩的经济发展业绩。洛阳市历来以创新资源丰富
著称，也正是因为创新资源丰厚，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
创新人才、创新基础、创新经验、创新文化等均具有显著
优势，才凝练出大国重器的靓丽形象。今后要认真对标
广州与深圳的创新政策与具体做法，进一步优化创新政
策与创新环境，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加灵活实用
的政策措施、更加贴合青年人需要的支持方法、更加积
极弘扬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氛围，激活创新资源，激发
各类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创新活力，组织老中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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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年人才为主的一大批创新团队，协同开展重大创新
创业创造行动，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新领域、不断增
加新活力、不断充实新基础、不断创造新业绩。
3． 6!<Ë.ÓDEÔ]ª�ÕÖ

在第一产业领域，按照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
略部署，以乡村产业振兴为突破口，疏解非中心城市产
业功能，向乡村地区转移适宜在乡村长期发展的产业，
并结合在洛阳各地已经形成比较好基础的沟域经济发
展，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第二产业领域，以
重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为战略方向，集
中力量建设国家级大型机械装备公共创新平台，打造新
一代大国重器的新杰作，创新更多代表我国重工业领域
领先水平的新装备，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
业在规上工业中的占比，高质量建设以高端大型机械装
备为显著特色的现代工业基地。在第三产业领域，以扩
大产业规模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为重点，稳步推进国
民经济服务化，培育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
式，为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提
供新服务。尤其是要创新现代金融服务，以金融与科技
创新深度融合的方式培育一批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为全
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源。
3． 7!¶·×OÒ�ØÙ�À¶×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郑州、洛阳和西安是黄河中下游黄河文化沉
淀特别丰厚、高质量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城市。郑洛西高
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
想，在合作发展中创造新业绩，攀登新高地，又要传承弘
扬创新黄河文化，建设沿黄国家文化公园，开创郑洛西
高品质黄金旅游线路，合作轮流举办黄河文化国际论
坛，定期举办黄河文化月活动，系统挖掘黄河文化精华，
组织出版宣传黄河文化的大型系列丛书，共同唱响新时
代黄河文化大合唱。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向全球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4 结语
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是党中央亲自谋划

的中国八大古都中三大古都有组织的亲密牵手合作，是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重大战略举措，对加快郑洛西高质量发展步伐、促进全
国区域协调发展均具有区域发展模式探索与创新的重
要意义。因此，郑州、洛阳、西安以及沿线相关地市都要
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开阔视野，顾全大局，共同努
力，合作共赢，通过跨省域的紧密合作创造出协同共振
效应，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创新大城市联手发展新模式，
开辟高质量合作发展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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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uoya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Zone of Zhengzhou-Luoyang-Xi’an

ZHANG Zhancang
( Yellow Ｒ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Jointly Built by the Province and Ministry of Yellow Ｒiver Civiliz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on-sit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uoya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Zhengzhou-Luoyang-Xi’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lt，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uoyang has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ecological barrier，great power，innovation highlan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sub-central city of
central plains city group，core city of Luoyang metropolitan circle，cultural tourism resort and so on． There are also
weak links，such as the slow pace of development，the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heavy industry
with heavy assets and heavy burdens under pressure，the arduous task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and the lack of new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high-quality，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high quality comprehensively，coordinated advance
Zhengzhou-Luoyang-X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high-quality planning，firmly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sting heavy ware，with an open development for the given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pro-
mot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to create，to speed up the pace of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evelopment strategy; Zhengzhou-
Luoyang-Xi’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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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in Central China

HU Yanan1，ZANG Miaomiao2，ZHANG Yingzhuo3
( 1． School of Busines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2． Institute of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China; 3． Key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Ｒ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laborat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Ｒiver Civiliz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Using Gini coefficient，Theil index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s to study the evolu-
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06 to 2017． Consider-
ing the spatial dependence and heterogeneity among regions，standard deviation，quantile regression and spatial
lagged quantile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test the σ convergence，absolute β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
gence of the economy in Central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fferences within provinces，and the“core-periphery”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s presented
within the unit of provinces; the σ convergence，absolute β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β convergence of the cen-
tral region’s economy coexist． Ｒ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makes the regional economy reach a steady state faster;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lso makes the same
economic polic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difference; convergence; spatial correla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Central China

·54·第 2期 张占仓: 洛阳在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中的优劣势与发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