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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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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产业融合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河南省地处中
原，具有农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风景秀美和文化底蕴深厚等独特优势。河南省应积极发挥自身

独特优势，探索农业产业重组新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运作，促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融

合，以及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融合，以促进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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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融合思想最早起源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对美国
机械化产业的技术变革研究。１９７３年，Ｎｅｇｒｅｏｕｐｏｎ
ｔｅ在阐述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产业交叉现象时使用
了“产业融合”这一词语。自此，学术界展开了关于

产业融合的讨论。

国外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包括产业融

合类型研究［２－３］、产业融合路径研究［４－５］、产业融合

驱动力研究［５－６］、产业融合的识别与测度研究［３，７］

等。国内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不仅聚焦在产业融

合理论方面，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业间的融合。

在理论研究方面，周宇等［８］研究了产业融合的外在

动因、内在动因和产业融合类型；李新安［９］结合郑

州新区，依据产业融合的一般模式，具体探讨了郑州

第三产业融合模式选择问题；刘名远［１０］从产业结构

趋同视角探讨了区域融合发展的对策路径。在不同

产业具体融合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详细研究了技术

融合背景下的信息产业融合［１１－１２］，探讨了文化产业

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模式、路径［１３］，以及文化创意

背景下的旅游产业如何转型升级［１４］，并进一步分析

了文化产业融合所需的公共财政支持问题［１５］；探讨

了物流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融合模式与战略思

路［１６］，以及农村产业融合模式与路径问题［１７－１８］。

以上研究虽然结合河南省现有产业融合的现状，分

析了产业融合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但并未

结合河南省的独特优势，展开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

的深入讨论。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产业融合的

理论研究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具体产业的融合

问题，包括信息产业融合、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产业

融合、物流产业融合和农村产业融合等，但这些具体

产业融合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融合的理论层面，很

少能够结合不同省份的具体情况，给出具有针对性

的、适合本地区的产业融合对策及模式。本文拟结

合河南省自身的独特优势，在产业融合理论指导下，

探索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以期走出一条

河南省独特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从而促进河南省

区域经济发展。

　　一、产业融合的内涵及表现

产业融合是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产

业或同一产业下不同行业间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

透，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的动

态过程。产业融合的基础是技术融合，指的是不同

产业或同一产业下不同行业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以

形成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产业融合作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

势，并不能凭空发展起来，而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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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

合、产业管制环境的向好［１１］等。技术融合是产业融

合的基础条件。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催生替代性或互

补性的新产品、新工艺等，使高新技术产业向传统产

业渗透，从而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与经营模式，使产

业融合成为可能。业务融合是在技术融合的基础

上，通过整合企业间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形成

一个新的生产经营整体，发挥企业整合的协同效应，

形成产业融合，以整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市场融

合是产业融合的导向，是技术融合和业务整合的指

向。没有市场融合创造出的巨大需求，技术融合和

业务融合也就失去了方向及意义。产业管制环境的

向好是指产业融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在经济发展

内在驱动具备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的

条件后，还需要政府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产业融合创

造有利条件，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产业融合的形式主要有产业渗透、产业交

叉和产业重组三种形式。产业渗透是在技术革新的

基础上，高新技术产业向传统产业渗透，主要表现为

信息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渗透，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

条，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改变传统产业的

经营理念。产业交叉是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

场融合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和延

伸而实现的产业融合。产业交叉的出现将模糊原有

的产业边界或使之消失，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产业重组是一个产业内的具有紧密关系的不同行业

的融合，以提高该产业资源使用效率、生产能力和竞

争能力。

　　二、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

分析

　　１．平原面积辽阔，农业基础雄厚
河南省总面积有１６．７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就

有９．３０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５５７％，为
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

久。据史书记载，从西周起，河南就一直是我国的政

治、经济中心，而农业则是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并且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因此河南自古

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２００８年底，河南省耕地面积７９２６４千公顷，为
全国耕地面积第二大省。近十多年，河南省农业生

产规模逐年增长，年均增长额为２３０亿元，年均增长
速度超过了 １０％［１９］。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

农业发展基础非常雄厚。

２．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其

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古人认为河南

地处天下之中，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河南阃域

中夏，道里辐辏”，说明河南地处全国居中的位置，

故河南又称中州。因此，自古以来，河南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也是古时驿道、漕运的必经之地，是商贾云

集之所。

河南省自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与山东、安徽

相连，西与陕西相接，北与河北、山西相邻，南与湖北

接壤，是我国邻省较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自然地

理位置独特，具备了成为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等交

通枢纽的重要条件。

在经济地理位置上，河南省处于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与能源丰富、土地辽阔的中西部地区的结合地，

位于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的中间地带，具有

承东启西、均衡布局的独特作用。

３．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河南省是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大省，是中华民

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距今约１万年至４０００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

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中国悠悠历史长

河中，先后有２０个朝代建都或迁都河南，在中国八
大古都里河南就占有４个，分别是九朝古都洛阳、七
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和商都郑州。作为历史

悠久的大省，河南拥有众多的文化古迹，地下文物和

馆藏文物居全国之首，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之前，河南长期是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风流人物

灿若繁星。其中有思想家老子、庄子和韩非子，政治

家吕不韦、范仲淹，军事家司马懿、岳飞，文学家韩

愈、刘禹锡，诗人杜甫、白居易，以及科学家张衡，医

学家张仲景，画家吴道子等。他们好像一道彩虹贯

穿着中原的历史，赋予了河南绚烂的文化色彩，从而

使得河南魅力四射。

４．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众多
河南不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更拥有众多的自

然景观，山川秀美，风景迤逦。河南地处中州大地，

北有太行山，西有伏牛山，南有大别山，中有嵩山，境

内有１５００多条河流，横跨黄淮江海四大水系，河流
交汇之地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自然生态。

黄河流经河南７００多公里，造就三门峡、小浪底

·０９·



第４期 陈春艳：河南省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

的高峡平湖，又经郑州流入开封，形成高出地面十多

米的“悬河奇观”。所以，黄河不仅孕育了河南博大

精深的中原文明，也孕育了河南独特秀丽的自然

风光。

目前，河南省有国家级风景区８处，省级风景区
２３处，其中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更是世界级的
旅游胜地。除此之外，河南还有号称炎黄子孙精神

家园的黄帝故里和太昊陵，有誉满全球的少林武术

和太极功夫，有名扬天下的洛阳牡丹和开封菊花等

众多旅游资源。

　　三、基于河南独特优势的产业融合

发展新模式

　　１．基于河南雄厚的农业基础，探索农业产业重
组新模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运作

产业重组是产业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多发生

在一个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随着我国农业发

展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产

业管制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重

组也迎来了重要契机。

所谓的农业重组，是指农业内部的种植业、养殖

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各子产业的融合及重组。２０１５
年２月９日，我国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

意见》，明确了农村土地可以进行流转和承包，这将

使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责任田连成一片，一并

流转和承包给种田能手和农业专家。而大块土地的

承包和经营，则可为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和运

作提供便利条件，改变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以及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河南省作为土地流转和承包政

策试点省份之一，应在《意见》的指导下，结合河南

省自身独特优势，探索河南省农业产业重组新模式，

实现河南省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创建和塑造河

南省的农业品牌。

目前，河南省一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业重组，比

如种植业的轮作套作，种植业与林业的融合，以及林

业与畜牧业的融合等。种植业的轮作套作主要表现

为同一块地每年耕种不同的粮食作物，并且这种轮

作耕种方式在河南省已经得到普遍推广。河南省通

许县的长智乡和邸阁乡都号称“西瓜之乡”，这两个

乡在种植西瓜时都是实行的套作方式，即在棉花旁

边套种西瓜，以充分利用耕地，提高耕地产出率，实

现了种植业内部的重组。通许县李寨乡种植了大片

果树，并在大片果树下面还种植了花生，饲养了小鸡

和小鸭等，从而实现了种植业与林业、林业与畜牧业

之间的融合。

随着２０１５年我国土地流转和承包政策的实施，
河南农业内部产业融合及重组也将在原来的基础上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有望实现河南种植业、林业、养

殖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不同子产业的融合。在农

业技术和工业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农作物的反季种

植、农用工具的机械化，都将为河南农业的产业重组

和机械化规模化运作提供便利条件。因此，河南省

应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实现农业规

模化运作，建立适合人民需求的生态新农业，形成产

品价值较高的农业品牌。

２．发挥河南地处中原的优势，实现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三大产业间的融合

河南地处中原，周边邻省较多，平原面积又较

大，注定其成为全国公路、铁路和航空的主要交通枢

纽。随着我国铁路技术的发展和郑州国际战略地位

的上升，郑州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优势，建立了郑州高

铁东站，正在建设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为河南省

的产业融合奠定了基础。河南地处中部，具有连接

东西部经济发展带的独特作用，也为河南产业经济

发展创造了条件。

河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河南物流

产业的发展。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２０１４年，河南
省物流产业增长约 １０００亿元，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了
１３％左右。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出台了《２０１３年河南省
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物流产业是

河南服务业的重中之重，要求依托河南公路、铁路和

航空等网状优势，建立起郑州国际物流中心和节点

体系，并抓好２００个重点物流项目，实施洛阳、商丘
等７个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方案。

随着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的发展，河南的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间开始形成功能互补和延伸

的趋势，进而形成三大产业间的交叉和融合。交通

运输产业和物流产业都隶属于服务业，是服务业的

子产业。首先，铁路技术、航空技术、农业种植养殖

技术，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河南服务业、农业和

工业的发展具有互相补充和延伸的作用，使河南三

大产业间的融合具备了技术融合基础。其次，在技

术融合的基础上，河南三大产业相关企业之间可以

实现业务融合，表现为交通运输业、物流业与农产品

的销售进行业务融合，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与

机械制造业进行业务融合，而交通运输业所依赖的

交通运输工具又要由机械制造业生产和加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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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河南省和国内其他

省份的市场需求会趋于融合，国内市场需求与国外

市场需求也会逐渐趋于融合。所以，在技术融合、业

务融合和市场融合的基础上，加之河南省政府对产

业融合极为重视和支持，河南省三大产业间的交叉

和融合就具备了基本前提，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阶段，河南省应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

发展三大产业间的融合。第一，应积极发展农业与

服务业间的融合。随着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与承包

的试运行，河南省农业将会走向规模化发展道路，河

南省的农产品、畜牧产品、渔产品等都将极大丰富。

而要积极开拓运输渠道，扩大销售，就需要将河南农

业与交通运输业融合起来，利用两种产业的优势互

补，形成农产品、畜牧产品和渔产品的生产、运输、销

售一体化。河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壮大，又会进

一步促进河南农产品及畜牧产品等的生产和销售，

进而促进河南农业的良性发展。第二，应积极发展

农业与工业间的融合。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国家

管制政策的放松，河南农业将迎来规模化发展机遇。

而农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大型机械设备的支持，这

就需要将河南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实现河南第一

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融合。工业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将会制造出更先进的农业机械等，这将进一步促

进农业的发展。第三，应积极发展服务业与工业间

的融合。河南省的铁路、公路和航空等建设和发展

需要工业机械的支持，而河南省工业的发展又离不

开服务业中餐饮业、运输业等产业的配合。因此，河

南省应抓住当前大好机遇，积极发展服务业与工业

间的融合。最后，应积极塑造产业融合新理念。河

南三大产业间的融合是产业间相互交叉的过程，因

此并不能为三大产业间的融合设定一个明显的界

限。三大产业中任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壮大，

都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形成产业间的

交叉，进而促使经济一体化运行，故而，具备和塑造

产业融合新理念极为关键，可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

河南省产业融合的发展。

３．基于河南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特点，实现河
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融合

河南位于我国黄河流域，自西周起就成为我国

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拥有众多历史古迹和名人古迹。此外，河南自然

景观壮丽，山川秀丽，河流潺潺，也是众多游客观光

旅游的圣地。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仅２０１３年，河

南省就接待海内外游客４．１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３８００亿元以上，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５％。可见，河南
省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增长点之一。故而，

河南省应积极发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将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起来，依托自然景观，宣扬

历史文化，发展以“自然为形，文化为灵”的新型旅

游文化产业，使游客在欣赏自然风景的同时，还能增

长见识，陶冶心灵。例如，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南瑶

湾村的杜甫故里就是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

的典范。杜甫是我国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其著名的

“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反映了诗人关

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４～６
日，河南省巩义市在杜甫故里举办了首届杜甫国际

诗歌节———“花开时节又逢君”，学习、宣扬杜甫的

诗歌，并祭拜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杜甫国际诗歌

节的举办，一方面宣扬并传承了杜甫的忧国忧民精

神，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使杜甫

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南瑶湾村为众人所知，并吸引更

多的游客来此观光和旅游。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
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富裕，在满足温饱等基本

物质需求后，开始注重精神追求。故而，在新时代，

河南省应积极发挥自身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

独特优势，依托自然的秀丽景观，将河南旅游产业与

文化产业融合起来，开拓多种多样的旅游文化产业

新模式，创建河南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宣传河南并

提升河南形象，进一步促进河南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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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竭的发展动力。鉴于此，特色产业集聚区需要

不断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坚持走创新

发展之路，坚持市场经济发展导向，逐渐将政府在集

聚区发展中的中介协调作用转化为市场经济导向作

用。这就要求在现有特色产业集聚区管理过程中，

坚持体制创新，逐步实现集聚发展模式。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从企业与政府两方面

着手。从企业发展层面来讲，需要不断强化集聚区

内企业自身的主体作用，弱化政府资金投入，给予企

业更多自主权，让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实现产

业链的完善。从政府层面讲，一方面作为特色产业

集聚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应在环境舆论造势、基础设

施完善等方面不断提供便利，推动企业实现自主创

新；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政策引领作用，通过在产

业集聚区内部树立“特色产业集聚区示范园”“标杆

企业”等示范典型，为集聚区内企业提供新的发展

思路，引领新的特色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以实现特

色产业的创新发展。

４．加强管理协调，提高集群化水平
目前，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集群化水平并不高，

究其原因，除内在创新因素不足外，最重要的还在于

目前产业集聚区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因此，在未来

发展中，在产业集聚区内部有必要建立健全管理机

制，确定管理目标，明确方向，以便更好地为企业服

务。管理机制的逐步健全，有助于提升产业集群化

水平，使得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凝聚力不断提升，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

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对于产业集聚区管理协调

能力的开发与完善，可以从垂直关系网络和平行关

系网络两个方面分析。在垂直关系网络中，产业集

聚发展要注意协调好产业集群供应商与营销商的关

系，采用一定的优惠政策，确保企业愿意配合，并逐

步打破企业原有定制，形成新的规模较大的供应与

营销渠道，建立大型产业链，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在平行关系网络中，产业集群可以尝试升级产业链，

完善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在节约企业

成本的同时，实现资源的顺畅流动，达到产业集聚协

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的。

另外，政府在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的同时，还需要

监督管理制度的落实，依据管理细则，实现资源的重

新配置，细化不同企业管理责任，以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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