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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对策
———基于河南省地级市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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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城融合在我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发

展路径。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维度选择２７个指标构建测
度指标体系，对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河南省产城融合

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郑州、洛阳属于高度融合型城

市，焦作属于中度融合型城市，新乡、南阳、许昌、安阳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平

顶山、开封、三门峡、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属于基本分离型城市，周口、濮阳、

信阳属于严重分离型城市。提升河南省产城融合度，应推进产业集聚与技术创

新，培育主导产业与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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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我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产业发展与

城市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即“产城分离”。推进

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必然趋势，目前有学者就我国产城融合发展

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产城融合水平测度

方面，周作江等［１－２］运用熵值法和协调度模型

分别测算了珠海市、长株潭城市群的产城融合

发展程度，得出了产城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城市

功能建设有待加强、产业结构有待提升、公共服

务因子和居民收入对产城融合作用突出的结

论；汪洋等［３］测算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产

城融合度，并提出了该区域协同发展的策略；唐

世芳［４］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广西的产城融

合发展情况，并基于广西各区域的特点提出了

产业、城市和人口高效协调发展的对策；马德彬

等［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对徐州市铜山

区产城融合水平进行了评价。关于产城融合的

实现路径方面，张道刚［６］提出，产业是城市发展

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产城融合的关

键是使产业园区和城镇社区在互促发展中达到

空间整合、功能融合；颜丙峰［７］研究了山东省产

城融合发展状况后提出，产城融合应当从功能

融合的视角出发，探究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

中产城融合的动力机制和有效实施路径；刘珂

等［８－９］通过对产业新城的研究，提出了通过产

业新城建设推进产城融合发展的策略。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

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或城市，以及部分城市群、

城市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相对落后

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

缺乏对不同城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比较研

究。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处于不同

的阶段，产城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实现路径

也存在差异，因此，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城市

的产城融合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鉴于此，

本文拟聚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河南省，

在构建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

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相

结合对河南省１７个地级市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进行评价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河南省

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从实现产、城、

人融合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河南省产城融合发

展的对策建议。

　　一、产城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１．产城融合的概念解析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提出的一个新理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

城融合进行理解。

其一，人本导向。产业、城市、人口之间的

协调发展是产城融合的出发点，人是产城融合

发展的核心因素。产城融合应以人的发展为基

本目标，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重点关

注产业发展、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就医

条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问题。

其二，空间整合。在城镇化进程中，应结合

各产业的特点和城市各功能区的特有功能，促

进产业与城市功能区的转型与升级，同时精确

规划包括产业集聚区、生活居住区、商业服务

区、生态保护区等在内的多组团功能分区，实现

产业与人口在城市各功能区的合理布局。同时

应注重资源环境的良性开发与利用，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背景下将绿色发展模式作为新常

态，使居民生产与生活融入新空间。

其三，功能融合。在产业集聚方面，应逐步

形成以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综合试

验区等一大批产业集聚区为依托的经济增长

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挥集

聚优势，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在城市功能方

面，应完善产业集聚区内外水、电、路、气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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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加快完善重点企业、邻里中心和城市

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升产业集聚区及其

周边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功能，并逐渐

完善住房、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服

务，以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来带动人口集

聚，整体推动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

其四，结构匹配。应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之关系的前提下，做到产业发

展与资源优势相适应、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

匹配、城镇承载功能与人口规模相协调，以产业

集聚吸引人才集聚，人才集聚又进一步推动产

业发展，形成产业发展—产业集聚—人口集

聚—城镇化发展—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以

“产业聚人、城市留人”来达到“产、城、人”互相

依托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２．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比较

高，产城融合的重点在于如何提升城市发展质

量以支撑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而在我国中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都比较

低，因此相对落后地区产城融合既要考虑如何

推进产业发展以带动城市发展，又要考虑如何

推进城市发展以支撑产业发展。鉴于此，有必

要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方

面来综合评价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１）地方ＧＤＰ，其是衡量一个地区总体经济

规模的主要指标。（２）产业结构，其是指国民

经济中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

构成，也可广泛地认为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

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关系。（３）产业科技创新能

力，这是衡量一个企业科学技术开发能力的重

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

发展前景的一个直接体现。（４）产业发展绿色

成本，其体现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用于生态环

境保护、促进资源二次利用所付出的成本。

（５）工业企业发展指标，其体现了工业企业在

面对未来未知环境时所具有的快速适应能力，

进而使企业得以进一步运营，实现企业产业发

展和目标价值。

城镇承载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城镇包容能力，其主要体现在居民多层次

的就业与收支水平，造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以

及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异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

不断升级和居民生产、生活、就业空间的优化。

（２）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其主要通过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交通运输能力等城市基础设施得以

体现，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生产生活的重

中之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经济社会活动、

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３）城市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其主要通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予以体现，是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资源和环境能够承载的

所有单位和人口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总

容量。

借鉴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数

据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可获得性，从产业综合发

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方面构建涵盖目标

层、准则层、要素层和因子层４个层次共２７个

指标的产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见表１。

　　二、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

　　１．测度思路

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众多影响因

素，为减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干扰，使测度结果

更加科学合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产

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两个产城融合

子系统得分，再利用熵值法计算各子系统权重，

最后根据两个子系统的得分与相应权重，通过

加权求和计算出各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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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产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因子层 单位 指标属性

产城融

合度Ｆ

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Ｆ１

ＧＤＰ指标
ＧＤＰ 亿元 正向

人均ＧＤＰ 元 正向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 ％ 正向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 ％ 正向

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正向

Ｒ＆Ｄ活动人员数 人 正向

专利授权数 件 正向

产业发展绿色成本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污水处理率 ％ 正向

工业企业发展
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个 正向

城镇承载

功能Ｆ２

城镇包容能力

城镇化率 ％ 正向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正向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正向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正向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册／万人 正向

每百万人拥有体育馆数 个／百万人 正向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张／万人 正向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向

排水管道长度 公里 正向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公路客运量 万人次 正向

城镇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得到，下同

　　２．测度方法

（１）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采用降维的思想，将

研究对象的多个相关变量（指标）综合为少数

几个不相关的变量，用来反映原变量提供的主

要信息的多元统计方法。这种用较少的因素来

代替较多的综合因素进行计算的方法，既能使

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能提高计算的效率

和准确性。

（２）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指标的

相对变化程度（离散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

来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其所

占权重就越大，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也就越

大。熵值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主观的不

全面性，其计算精准度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所需

要的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２个子系统在产城融

合中的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负向指标：

Ｙ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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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ｉｊ为标准化矩阵，Ｘｉｊ为原始数据

矩阵。

（２）计算指标的熵值

ｅｊ＝－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其中，ｋ＝ １
ｌｎ（ｎ），Ｐｉｊ＝Ｙｉｊ∑

ｎ

ｉ＝１

Ｙｉｊ，ｎ＝１７。

（３）计算指标权重

Ｗｉｊ＝（１－ｅｉｊ）∑
ｍ

ｉ＝１
（１－ｅｉｊ）

其中，ｍ＝２７。

（４）计算综合权重

Ｋｉｊ＝∑
ｍ

ｉ＝１
Ｗｉｊ

其中，Ｋｉｊ为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权重时，ｉ＝

１，ｍ＝１１；Ｋｉｊ为城镇承载功能权重时，ｉ＝１２，ｍ

＝２７。

（５）百分制换算

Ｇ＝
Ｆｊ

Ｆｍａｘ－Ｆｍｉｎ
×４０＋６０

其中，Ｇ为百分制换算后的产城融合度综

合得分，Ｆｊ为百分制换算前的综合得分，Ｆｍａｘ为

百分制换算前的最大综合得分，Ｆｍｉｎ为百分制

换算前的最小综合得分。

　　三、河南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与影响因素分析

　　河南省共有１８个地级市，由于济源市的数

据缺失较多，研究中剔除了济源市，用其余１７

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详细的测算。数据为

２０１９年各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河南省

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

及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统计局网

站、河南省统计局网站等。

１．产城融合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对标准化后的２７个数据

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２个子系统的ＫＭＯ度量值均大于

０．５，显著性水平Ｓｉｇ均小于０．０５。这说明所选

样本数量充足，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分析。

ＳＰＳＳ２６．０软件根据特征值大于１的原则

自动提取主成分，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与方差

贡献率，具体见表３。由表３可知，产业综合发

展水平、城镇承载功能２个子系统的主成分累

积方差贡献率均大于８５％，这说明所提取的主

成分包含了原始指标的绝大多数信息，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

利用熵值法求取２个子系统的权重（见表

４）。由表４可知，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系数

较大，相对应的权重也较大，说明相比城镇承载

功能来说，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对于产城融合更

为重要。

表２　主成分分析的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结果

子系统
取样足够度

的ＫＭＯ度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
检验近似卡方

ｄｆ
显著性

水平Ｓｉｇ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０．６３９ ２３０．８６４ ５５ ０．０００
城镇承载功能 ０．５９９ ２５３．１８８ １２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

主

成分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特征值
方差贡

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城镇承载功能

特征值
方差贡

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１ ６．１５６ ５６．９６２ ５６．９６２ ６．８５４ ４４．８４０ ４４．８４０
２ １．７０４ １６．４８８ ７３．４４９ ２．１７０ １６．５６１ ６１．４０２
３ １．３７２ １３．４７０ ８６．９２０ １．９３９ １５．１１９ ７６．５２０
４ — — — １．５８１ １１．８８３ ８８．４０３

表４　产城融合各子系统的熵值与权重

子系统 熵值ｅｊ 差异性系数ｄｊ 权重Ｋｉｊ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０．８３７ ０．１６３ ０．５１９
城镇承载功能 ０．８９６ ０．１０４ ０．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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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各城市产业综合发展水平（Ｆ１）、城镇

承载功能（Ｆ２）的综合得分与上述利用熵值法

确定的各自权重，通过下面计算公式得到各城

市的产城融合度Ｆ（见表５）：

Ｆ＝０．５１９×Ｆ１＋０．４８１×Ｆ２

表５　各城市产城融合测度结果与排序

排名 城市
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

城镇承载

功能

产城

融合度

百分制

得分

１ 郑州市 ４．６８ ３．７５ ４．２３３ ９２．３４
２ 洛阳市 ２．０５ １．９６ ２．００７ ７５．３３
３ 焦作市 ０．５７ ０．５２ ０．５４６ ６４．１７
４ 新乡市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２４１ ６１．８４
５ 南阳市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６０．１９
６ 许昌市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０６８ ５９．４８
７ 安阳市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１３２ ５８．９９
８ 平顶山市 －０．２５ －０．４７ －０．３５６ ５７．２８
９ 开封市 －０．７６ －０．０４ －０．４１４ ５６．８４
１０ 三门峡市 －０．６２ －０．２ －０．４１８ ５６．８１
１１ 漯河市 －０．７８ －０．４８ －０．６３６ ５５．１４
１２ 驻马店市 －０．６ －０．８ －０．６９６ ５４．６８
１３ 鹤壁市 －１．２４ －０．１９ －０．７３５ ５４．３８
１４ 商丘市 －０．３３ －１．３７ －０．８３０ ５３．６６
１５ 周口市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８５２ ５３．４９
１６ 濮阳市 －１．１３ －０．６６ －０．９０４ ５３．０９
１７ 信阳市 －０．８ －１．２２ －１．００２ ５２．３４

２．产城融合度综合评价

测算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地级市的产城融

合度综合得分较低，多数城市处于低水平融合

状态，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首先，在

１７个地级市中，郑州市的产城融合度为４．２３３，

得分最高；信阳市为－１．００２，得分最低，在百分

制评分中仅为郑州市的５７％左右。其中，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和城镇承载功能得分最高的

均为郑州市（分别为４．６８、３．７５），最低的分别

为鹤壁市（－１．２４）、商丘市（－１．３７）。其次，

产城融合度综合得分位于前列的是郑州、洛阳、

焦作等市，这几个城市的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

城镇承载能力也较高；周口、濮阳、信阳的产城

融合度较低，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城镇承载

能力也处于较低位次。再次，从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和城镇承载功能得分可以看出：南阳、商丘

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产业发展，城镇

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

开封、鹤壁的产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镇化

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并没有在良好的城镇载体上

得以有效提升，造成一定程度的“有城无产”。

根据已有产城融合测度和等级划分标

准［３－５］，将产城融合综合水平按其分值大小划

分为５个等级，按照等级标准把１７个地级市分

类如表６所示。

表６　产城融合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类型 取值范围 城市

高度融合型 ［０．８５，＋∞） 郑州、洛阳

中度融合型 ［０．４５，０．８５） 焦作

低度融合型 ［－０．２５，０．４５） 新乡、南阳、许昌、安阳

基本分离型 ［－０．８５，－０．２５）
平顶山、开封、三门峡、

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

严重分离型 （－∞，－０．８５］ 周口、濮阳、信阳

郑州、洛阳、焦作三市的产城融合度较高，

为高度、中度融合型城市，原因主要是上述三市

在地理位置上是各类国家发展战略和省内发展

战略规划与建设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又得益于

郑州大都市区的建设与带动，是全省产业分布

最密集、产业结构最为合理、科技创新能力最强

的城市。在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强

大的政策支持、优越的地理条件、完善的基础设

施和人口规模效应，是这三个城市产城融合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

周口、濮阳、信阳三市的产城融合度最低，

原因主要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弱（根据熵值法

计算各地级市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得分，三市分

别位于第１４、１７、１１名），产业结构不合理（得

分分别位于第１１、１３、１７名），传统产业占主导

地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偏高，第三产

业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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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分别位于第１５、１６、１４名）。又加之随着

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和

商业、休闲娱乐等设施配套不足，难以满足居民

基本需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又

亟待完善，造成城镇承载功能水平较低（得分

分别位于第１５、１６、１３名），“产城分离”现象较

为突出。

３．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评价，我们把影响产城融合发展

水平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产业集聚水平、科技创

新能力、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均产出水平、城市

支撑能力等几个方面。

其一，产业集聚水平。从河南省产城融合

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排名较高的郑州和

洛阳在产业综合发展上均具有较高水平，产业

集聚水平也较高。例如，郑州市已形成新材料

产业、现代食品制造业、铝和铝精深加工业等七

大主导产业和电子信息、汽车与装备制造两个

５０００亿级产业集群；洛阳市近年来也在努力打

造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先进装备制造、新能

源、高端石油化工加工和生物制药等重点产业

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集聚发展新态

势，不断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科技创新能力。根据熵值法的计算

结果发现，１７个地级市的产城融合得分与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得分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二者

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１。就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

郑州、洛阳两市而言，目前郑州市拥有郑州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中国船舶

第七一三研究所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

创新能力强，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发

展深度融合。洛阳市在原有的河南科技大学、

洛阳理工学院等高校和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

院、洛阳国际科技创新产业园等众多科技创新

力量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河南省塑料模具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河南省齿轮制造与装备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两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促进了洛阳市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经

济效益的提升。

其三，服务业发展水平。郑州市在坚持产

业立城和推动优势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医

疗卫生等产业发展，服务业规模和发展水平持

续提升。２０１９年，郑州市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

重为５８．９５％，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较为发达

的服务业使其产城融合优势较为突出。而驻马

店、周口、鹤壁等地的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第二

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占比过低，服务业发展

较为滞后，导致产城融合度较低。

其四，人均产出水平。人均ＧＤＰ作为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

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大。人均

ＧＤＰ水平越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

能够把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

好；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将资源

投入到产业发展上，难以协调好产业发展与城

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将１７个地级市的产城融

合度得分与２０１９年人均 ＧＤＰ进行比较，计算

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７，呈现出较强的

正相关性。

其五，城市支撑能力。从河南省产城融合

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商丘市城市发展水平明显

落后于产业发展，其产城融合处于低水平状态。

目前商丘市共规划建设有１１个省级产业集聚

区，形成了以先进装备制造、煤化工、铝精深加

工、制冷装备、医药健康、纺织服装等为主导的

众多特色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全市的产业发展。但由于城镇承

载功能较弱（城镇承载功能得分全省最低），城

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不协调，城镇包容力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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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落后，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明显，

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影响了产城融合发展水

平的提升。对比来看，鹤壁市的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虽然排名最低（位于全省最后一名），产业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较差，但其城

镇承载功能得分位于全省第７名，城市基础设

施和教育、医疗、休闲娱乐设施等较为完善，城

市资源环境与绿化水平较为先进，使其产城融

合度在全省排第１３名。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１．结论

从整体上看，河南省产城融合整体水平不

高，且各地级市存在明显差异，郑州、洛阳属于

高度融合型城市，焦作属于中度融合型城市，新

乡、南阳、许昌、安阳属于低度融合型城市，平顶

山、开封、三门峡、漯河、驻马店、鹤壁、商丘属于

基本分离型城市，周口、濮阳、信阳属于严重分

离型城市。在推动产城融合发展的各种影响因

素中，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异常突

出，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创新资源日益集

中，显著地提升了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并伴随着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承载能力的提

升，引起人口集聚，提升了城市的产业与城镇功

能，促进了产城融合发展。

２．对策建议

其一，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为产城融

合提供人力支持。河南省各地级市应进一步加

强产业规划，结合各地的优势产业基础，瞄准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石油化

工、现代食品制造、新能源制造、生物制药等新

兴领域，立足于产业升级和集群式发展，加快形

成产业链要素资源集聚、产业特色明显、综合配

套能力完备的集聚发展态势，以此带动人口集

聚，拉动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提升，实现产业发

展集群化、高端化与人口活力化，推动新型城镇

化发展。

其二，坚持改革创新，为产业发展与产城融

合提供持续动力。应重视创新的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创新主体的产业功能创新作用，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对于科技创新能力最低的三门峡、濮阳、

鹤壁等市来说，由于缺乏有实力的高校和科研

院所，应充分利用其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等创新资源，不断完善创新机制，并

及时有效地予以资金支持，促进产业发展，同时

推进无线城市、智慧城市等现代化建设，打破传

统发展体系，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其三，培育主导产业，拓展现代服务业，优

化产业结构。各市在确定主导产业时，应结合

当地产业基础推进地方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同

时还应树立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理念，把以

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全力

打造现代服务业的新优势与新动能，进而促进

产城融合。例如，开封市在对原有老城区进行

城市功能升级与旧城改造的同时，应基于自身

文化旅游城市的特殊定位，逐步将现代服务业

确立为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休闲娱乐业和大

型商贸业，以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发展。

其四，统筹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和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保障。对

于平顶山、漯河、濮阳、驻马店、周口、信阳、商丘

等城镇承载功能较弱的城市，首先应在完善城

市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商

业服务设施的同时，加快完善产业园区、邻里中

心和城市中心区的公共交通体系，以加强新城

区、产业园区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

功能建设，促进城镇功能配套设施完善；其次应

推进户籍、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

服务体系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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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打造成现代化的宜业宜居地，推进产城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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