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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

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与推进举措*

张 占 仓

摘 要：伴随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浪潮，河南提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新目标，建立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工作

机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上努力实现新跨越，全面奏响了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乐章。针对研发投入强度不足、科技创新的人才环境仍待进一步优化、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对民

间创新不够重视等短板，研究提出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为：在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上实现新

跨越，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为支撑挺起先进制造业大省的脊梁，以引聚人才为核心优化创新生态，坚定不移推动

绿色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结论认为，在省级层面建立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体制机制意义非凡，大幅度提高

研发投入强度是河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引聚人才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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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以来，全国各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整体节奏加快，不少领域都涌现出大量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部分领域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全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稳中向好的新变化。

面对举国上下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潮流，中原大地

波涛汹涌，捷报频传。从中共河南委书记楼阳生亲

自带头，深度谋划，大幅度增加对科技创新的人力

物力财力投入，频繁参加科教领域的各种活动，日

夜为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倾注心血，到河南人民政府

2022年度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构

建重大创新平台，激励企业大胆创新，大力引育创

新人才开工建设“中原之光”等大科学装置，推进

“智慧岛”双创载体省辖市全覆盖，打造未来化市场

化国际化创新创造品牌，各地全面奏响了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乐章。

一、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

作为全国经济总量位列第五的经济大省，河南

一直在发挥传统优势，探索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的科

学之路。近几年，河南高度重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特别是 2021年下半年以来，在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方面大胆作为，快节奏推进，不断开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境界。

1.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新目标

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中共河南

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反复研究并制定

出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18—
2022年）》《河南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与市县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实施办法》等，各县市也结合当地实

际出台了更加具体细致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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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初步建立考核机制，为高质量发展逐步建

立起新的推进机制。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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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发

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河南制定了

《关于在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的

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先进制造业

基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现代交通物流枢

纽和改革开放新前沿”的战略定位，努力在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中彰显新担当、新作为，尤其是第一次

明确提出“打造国家创新高地”的新目标，为河南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使河南上下真

正拥有了新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既然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就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成

功经验与做法，发挥体制机制优势，由主要领导牵

头，以空前的力度抓创新发展，在全社会凝聚创新

力量。河南过去曾经提出建设中西部地区创新高

地，而这一次面对新的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一步

提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在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

确实让河南人民有了新的期盼，也将在中部暨全国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显示中原大省的新形象。

2.建立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工作机制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明确提出，要坚定把

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心

位置，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加快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成为重要人才

中心，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道”。“把

坚持创新发展摆在各项任务的首位，这是河南现代

化建设的动力源泉”。2021年 9月 22日，河南成立

科技创新委员会，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担任

双主任，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担任委员，建立党政

“一把手”抓创新的工作机制，落实地方领导和组织

本地创新发展的主体责任，充分表明省委、省政府

对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高度重

视。此后，分别于 2021年 11月 29日、2021年 12月

28日、2022年 2月 25日，先后召开了三次河南省科

技创新委员会会议，研究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重要议题，连续出台一系列文件，支持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推进科教创新工作的节奏非常之快。其

实，这种工作节奏本身，已经彰显出在现有体制下

在省级层面建立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制度性优

势，也必将为全面创新发展注入更加充足的动力与

能量。

3.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全面实施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发

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重大命题。经过全社会各个

方面的积极努力，特别是2021年9月河南省委工作

会议提出全面实施“十大战略”以来，作为“十大战

略”之首的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已经于

2021 年 12 月形成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按照“起高

峰、夯高原、补洼地”三个导向，以前瞻30年的眼光、

打破常规的创新举措，实现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

国家大科学装置、世界一流学科、重大前沿课题研

究、重大原创性成果“五个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储

备和增添第一动力，重建重振河南省科学院。坚持

前瞻谋划并采取超常规举措，支持科学院布局基础

研究学部，重塑研发体系、转化体系和服务体系，把

科学院建设成为汇聚高端人才、科研实力雄厚、产

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高能级平台和高端科

技智库。2021年 12月 28日，重建重振河南科学院

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标志着这艘河南科研新“航

母”正式起航。在揭牌仪式上，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楼阳生向全世界科学家发出诚挚邀请：“今日之河

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重视创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人才。”“归

来吧，河南科学院在向你招手；家乡的父老乡亲在

向你招手！”楼阳生书记这一次饱含深情的讲话，打

动了国内外不少科学家与青年人才，在全国科教领

域形成巨大反响。同时，支持河南农科院构建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推广服务体系，打造成为“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种业科技创新高地和区域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为国家解决农业“卡脖子”问题贡

献中原力量。2022年初，省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

出2022年河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1.96%以上，实现

了研发投入较大幅度的增长，显示出河南对创新发

展的高度重视。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整体部署，

从2021年7月17日，第一家省实验室嵩山实验室在

信息工程大学正式揭牌运行，这标志着河南重塑实

验室体系、搭建一流创新平台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截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河南已经成立实验室 6 家

（见表1）、中试基地21家（见表2）、产业研究院25家

（见表 3），而且都是省委书记楼阳生和省长王凯为

其揭牌和聘任相关专业领域的院士担任实验室主

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与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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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推进速度之快和工作力度之大在河南历史上都

是空前的。从这三类新成立的研发机构分布情况

看，对河南各地覆盖性比较好，未来对河南高质量

发展将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省委、省政

府的直接推动下，河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整体

氛围越来越浓厚。

表1 2022年3月河南已成立实验室概况（前二批）

资料来源：实验室揭牌仪式的相关报道。河南计划成立10个实验室，至2022年3月22日已经成立6个。

序号

1
2
3
4
5
6

实验室名称

嵩山实验室

神农种业实验室

黄河实验室

龙门实验室

中原关键金属实验室

龙湖现代免疫实验室

实验室所在城市

郑州

郑州

郑州

洛阳

郑州

郑州

牵头组建单位

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大学

河南农业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郑州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等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大学

实验室主任

邬江兴院士

张新友院士

王光谦院士

樊会涛院士

何季麟院士

张改平院士

研究主攻方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

农业生物品种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材料与智能装备

关键金属

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

表2 2022年3月河南已成立中试基地概况（前二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中试基地名称

河南省高端装备中试基地

河南省环保与精细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生物医药CXO一体化中试基地

河南省食品加工中试基地

河南省轻质金属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纳米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新能源电池中试基地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中试基地

河南省电子装备柔性中试基地

河南省低碳能源技术中试基地

河南省体外诊断产品中试基地

河南省智能制造系统中试基地

河南省碳基新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先进高温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光子集成芯片中试基地

河南省微电子中试基地

河南省生物基材料中试基地

河南省生物发酵与植物提取中试基地

河南省先进光学与功能镀膜中试基地

河南省地下工程中试基地

河南省医用防护用品中试基地

中试基地
所在市、县

洛阳

沁阳

郑州

漯河

洛阳

济源

新乡

郑州

郑州

郑州

郑州

郑州

开封

洛阳

鹤壁

郑州

郑州

临颍

南阳

平舆

长垣

建设依托单位

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

豫科创新〔沁阳市〕科创园有限公司

郑州创泰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漯河市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洛阳特种材料研究院

河南河大纳米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大学、河南昊博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河南）有限公司

开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芯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州中科集成电路与信息系统产
业创新研究院、新乡新东微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科学院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科学院南阳光电研究所

坝道工程医院（平舆）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河南中试基地揭牌仪式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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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上努力实现新跨越

经过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和河南人民的努力，

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省会郑州在校大

学生人数超过百万，成为全国高度关注的在校大学

生超过百万人的六个城市之一，并且人数跃居全国

第二名（见表 4）。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郑州作

为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大

学城。大学城是较大规模集聚优秀高等教育人才、

科研人才和青年学子的一个新高地，这种人才集聚

的新高地必然孕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一届

省委、省政府顺势而为，提高站位，强调要以前瞻30
年的战略眼光、战略思维、战略举措谋划推动“双一

流”大学建设，积极为河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赋

能助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河南正加大对郑

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力度，深入推

进高校布局、学科学院、专业设置优化调整。着力

打造郑大、河大“双航母”，按照“量身定做、精准施

策”的要求，为郑大、河大“双一流”建设分别制定了

全方位支持意见，推动两校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

力争实现晋位升级。从以上已经启动建设的6个河

南实验室牵头建设单位组成情况可以看出，郑州大

学以其雄厚的专业实力，全面融入河南实验室建设

体系之中。这种战略布局，将对郑州大学全面提升

基础研究水平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共河南省人

民政府全力培育“后备军”，实施“双一流”学科创建

工程，按照扶优、扶强、扶特的原则，遴选河南理工

大学等 7所高校的 11个学科作为“双一流”创建学

科，集中优势资源支持其加快发展，力争在特色专

业上实现率先突破，在国家下一轮“双一流”布局中

抢占先机，使河南新增 1—2所高校进入国家“双一

流”建设行列。河南科技创新委已经制定出台支持

政策，将郑大、河大和“双一流”创建高校作为改革

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与推进举措

表3 2022年3月河南已成立产业研究院概况（前二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产业研究院名称

河南尼龙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农机装备产业研究院

河南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研究院

河南氟基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现代医药产业研究院

河南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研究院

河南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

河南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

河南先进膜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智能传感器产业研究院

河南煤矿智能开采装备产业研究院

河南先进光子技术产业研究院

河南高温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动物疫苗与药品产业研究院

河南高端轴承产业研究院

河南智慧康养设备产业研究院

河南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电子电器产业研究院

河南新型动力及储能电池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钛基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生物基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金刚石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数字光电产业研究院

河南中药现代化产业研究院

河南聚乳酸可降解材料产业研究院

河南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产业研究院

产业研究院
所在市、县

平顶山

洛阳

郑州

焦作

郑州

长垣

郑州

新乡

卫辉

郑州

郑州

郑州

洛阳

洛阳

洛阳

内黄

鹤壁

新乡

焦作

南乐

长葛

南阳

新县

郸城

济源

牵头单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讯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银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来源：河南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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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制定专项方案，充分放权赋能，努力构建一流

人才政策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河南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快速集聚优秀人才的内在机

制。2022 年初，在 110 年校庆的特殊节点，由中共

河南省人民政府直接协调确定，河南大学由过去开

封与郑州双校区、双校址，变更为郑州单校址，标志

着河南大学全面投入河南省会郑州的怀抱，为“双

一流”建设迎来新的更加宽广的舞台，使这所百年

名校社会高端资源配置条件大幅度提升与优化，为

其高质量发展直接注入新的实质性要素机制。

二、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存在的

主要短板

对比国内外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创新做法，

系统分析河南创新驱动高质量的历史基础与现实

状态，对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河南

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短板非常

突出。

1.研发投入强度不足

2017 年 9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南研

发投入提升专项行动计划（2017―2021年）》提出，

到 2018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600亿元左右，占

生产总值比重达 1.3%以上。到 2021年，河南全社

会研发投入强度力争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

2018年河南研发投入强度达 1.40%，较好完成了原

方案提出的年度目标。但是，当年全国研发投入强

度升至 2.19%，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分别达到

6.17%、4.16%、2.62%和2.01%，广东、江苏、浙江、山

东、福建分别达到 2.78%、2.70%、2.57%、2.51%和

1.80%。河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比较大，与

先进省市相比差距更大。同是地处中部的安徽、湖

北、湖南、江西等研发投入占比已分别升至 2.16%、

2.09%、1.81%和 1.41%，连地处西部的陕西、四川已

升至 2.18%和 1.81%。与之相比，河南GDP仍居全

国第5位，与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16位非常不匹

配。2021 年，全国研发投入强度达 2.44%，而河南

仅为 1.68%，同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则分

别达到6.0%、4.1%、3.1%、2.9%和2.3%，差距依然较

大。因为研发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河南创新能力

提升。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1》排名

中，河南居第14位。当地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省会

郑州，在2021年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市排名中只列全

国第13位。河南至今有三个科技领域为零的弱项，

分别是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大科

学装置。高层次创新平台较少，使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能力不强。原始性创新能力薄弱，缺乏在国内外

有重大影响的原始性创新。近些年，在国家实验

室、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创新的高端领域，不要说沿

海地区，即便是中部的湖北、安徽，或是西部的四川、

山西等都已经进行了积极部署，而河南显然起步较

晚。因为没有足够的研发投入，肯定没有较好的科

技产出。缺乏科技进步的第一动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很难有正常保障。正是因为创新支撑能力不

足，才导致出现河南经济发展活力明显下降的情

况。2020年，河南GDP增速仅1.3%，低于全国2.3%
的水平，增速居全国各省（区、市）倒数第6位。2021
年，河南 GDP 增速 6.3%，低于全国 8.1%的平均水

平，增速居全国倒数第4位。作为2004年至今的全

国第5经济大省，连续两年出现GDP增速明显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确实需要引起河南各界高度

重视。目前，全国GDP排名第6位的四川，过去5年

与河南GDP的差距拉近了 10个百分点，2021年已

相当于河南GDP的91.4%（见表5）。如果河南再不

奋力加速发展，失去全国第 5经济大省地位的压力

日益显现。

数据来源：中国各地2021年统计公报。

表4 2021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人的城市

城市

广州

郑州

武汉

成都

重庆

北京

在校本专科生
（万人）

141.26
127.40
110.56
98.10
100.27
59.60

在校研究生
（万人）

14.57
5.76

18.27
12.10
9.74

41.30

合计
（万人）

155.83
133.16
128.83
110.20
110.01
100.90

表5 2016—2021年河南与四川GDP比较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河南GDP
（亿元）

40160.0
44988.2
48055.9
54259.2
54997.1
58887.4

四川GDP
（亿元）

32680.5
36980.2
40678.1
46615.8
48598.8
53850.8

四川GDP占
河南的比重（%）

81.4
82.2
84.6
85.9
88.4
91.4

数据来源：2016—2021年河南、四川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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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创新的人才环境仍待进一步优化

伴随全国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河南在

改善人才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也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但是，目前无论是专业科研机构的科

技人员，还是大学或企业的专业科技人才所实际享

受的科技人才待遇仍亟待改善。一是现有科技人

员的实际工资待遇较低。2012年，河南省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厅制定出台的关于科技人员在完成岗

位任务的基础上可享受岗位工资100%—300%的奖

励政策，至目前真正执行的科研机构有限，主要原

因是资金来源无保障，细化的执行政策也不一致。

二是在专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科技人员报账难

仍然比较普遍。前些年，各单位制定的各种报账制

度在经历若干次检查后，所在单位为了减少管理上

的问题，不少单位都把报销规定简单化，有票据才

能够报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智力劳动奖励机制淡

化，从而导致科技人员到处想方设法开发票报销课

题经费成为一种人人皆知的不正常现象。三是针

对青年人才的优惠政策力度不够。科技创新青年

人才是关键，没有大批青年人忘我地投入，想在科

技创新上有较大进展是不可能的。在近些年各地

抢人才大战中，针对青年人才的优惠政策不断创

新。就河南现有的青年人才政策来看，除了郑州大

学等少数单位以外，整体上住房补贴较低、工资待

遇较低、机制不灵活，直接影响吸引人才。2020年

郑州成为全国流向北京、上海、杭州人才最多的前5
位城市。四是高端人才环境营造不够给力。近几

年，随着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大

幅度增加，全国出现出国留学归国人员数量大增的

可喜局面。但是，在河南的相关机构中这种现象基

本上还没有起步。经过多次深度调研，出国留学人

员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待遇偏低外，双语幼儿

园、小学、中学配备不足是一个突出短板。因为真

正在国外读完博士再回国的青年人才往往都 30岁

左右了，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回来以后直接面

临孩子上学的难题。郑州现在办有少量的民办双

语幼儿园和小学，不仅收费高，而且招生规模有限，

接送孩子距离过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正是因为

人才环境不优，导致高端创新人才匮乏，青年创新

骨干人才团队不足。河南两院院士（24人）、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8人）数量仅分别占全国

总数的1%和0.03%，高端人才严重不足。

3.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

河南制造业发展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特别是

在超高压电力装备、盾构装备、大型客车、农机装

备、大型矿山装备、汽车零部件、智能手机、机器人、

传感器、超硬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基

础与发展态势均比较好，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力，尤其是郑州、洛阳等在大国重器研发方面积累

了大量技术与人才优势，初步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但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河南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高端要素供给不足、

中低端要素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很多

领域创新能力弱、资源消耗大、智能化水平偏低、有

较大影响的龙头企业少、品牌影响力不强等短板比

较明显，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虽然快速发展，但高端

产品占比较低，直接影响与制约了河南制造业的高

质量发展。2021年，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

业的24.0%，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的12.0%，与

沿海地区相比，这两种产业占比都偏低。近几年，

在科技创新领域特别受到重视的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发展不够活跃，河南不少县

市“双创”的热度明显不足。面对全球以物联网、大

数据、AI、5G、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浪潮，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无人化势

在必行，河南亟待通过全面的创新驱动实现制造业

转型升级，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培育和创造新的产业

发展优势。

4.对民间创新不够重视

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行为。在广袤

中原大地的百姓之中，千百年来都不乏对科技创新

有浓厚兴趣的人才，而且有些人才创新的科研成果

应用价值非常大。据调研，现在不少领域都蕴藏有

重要的民间创新人才与创新项目。其中，有些创新

成果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

限制，特别是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这些民间创新项

目，很难在现有体制下推广应用。鹤壁创新发展研

究院院长苏卫星完成的重大技术发明“两驱动一体

发电设备”，是他带领的团队经过持续 30多年的不

懈研究探索实现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经多家机

构检测，其发电效率提高 3倍以上。该技术属国际

首创，在风力发电技术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其推广应用有可能为全社会大幅降低用电成本提

供技术支撑，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做出重大贡

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与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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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为全球发电装备更新换代提供历史性机遇。然

而，这样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至今没有得到河南重

视，没有得到政府创新资金的支持，推广应用一直

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

三、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面对全球性产业革命与全国性高质量发展形

成的新竞争压力，必须转变观念，紧跟时代步伐，用

系统性思维，统筹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配

置，以更多的创新力量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在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上实现新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是撬动发展的第

一杠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

前途命运”“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

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习近平主席这些论述，

为我们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创新驱动，

这也是发达国家实践已经证明科学可行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全社会投

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企业的应用性研发需

要以企业为主体投入，而社会公共科技投入、基础

研究投入、超前性重大项目研发投入则需要以政府

投入为主。作为全国GDP第5大省，河南研发投入

强度明显偏低的现象必须高度重视，并下决心从

省、市、县政府做起，瞄准研发投入强度 2.60%的公

认标杆，向先进省份学习，想方设法带头在提高全

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上实现新跨越，快速提升河南研

发投入强度在全国的位次，以此为保障吸引人才、

滋养项目、积淀创新成果，以省辖市“智慧岛”建设

全覆盖为切入点，以规上工业企业研发全覆盖为支

撑，以全面激励“双创”为直接抓手，为河南经济高

质量发展增添不竭动力，以创新发展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2.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为支撑挺起先进制造

业大省的脊梁

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郑煤机调研

时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

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

支撑。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

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

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按照习近平主席

的要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发展实体经济，而在实

体经济中，要牢牢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河

南制造业大省的发展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只有把制造业这个基础不断巩固与加强，实

体经济才能够有战略支撑。两者相辅相成，国民

经济就能够保持足够的发展活力，老百姓就能够

在经济发展中充分享受时代发展红利，不断提高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河南要全面落实

规划方案，以创新发展为主要动力，以数字化智能

化为支撑，以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矩阵，积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河南制造

业特别是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跨越式发展，力争在

优势产业领域实现更多重大技术突破，尽快打造

一批新的大国重器和高端制造业产品，为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挺起先进制造

业大省的脊梁，持续不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创新驱动的新动能。

3.以引聚人才为核心优化创新生态

创新发展的核心是人才问题，引聚人才始终是

优化创新生态的重中之重。一是必须在科技人才

基本待遇上有魄力。近几年，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快速提高，北京、上海、广东等引进国际一流人

才，都实行了与国际接轨的年薪制和奖励机制。需

要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制定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工

资与奖励机制，以提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体制

机制性竞争力。我们只能把政策的宽松程度比他

们更优，才有可能真正引进较多的世界一流人才。

只有拥有一批世界一流人才，才可能不断完成新的

重大重要创新成果，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二是

在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尽快跃上新台阶。现

在，河南没有国家大科学装置，没有国家实验室，没

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难以为国际一流人才提供合

适的专业就业岗位。按照河南十一次党代会的部

署，在大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重塑实验室体系

中，要尽快在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方面有重大行动，实现实质性跃

升，以便为引聚国际一流人才提供切实可行的科研

岗位支撑。三是在科技成果奖励政策上实现大跨

越。对在科技创新中获得重大或重要技术突破并

获得较好应用的科研成果要比照深圳、苏州、合肥

等的实际做法，予以较大力度甚至更大力度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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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以激励更多优秀人才愿意在科技成果创新上有

大作为。四是在科研经费财务制度管理上有重要

改革创新。按照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明确要求，

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让科研人员安心

从事科研工作的氛围，而不是让科研人员都成为

“会计”。五是在为世界一流人才生活需求提供周

到服务方面开辟新天地。只有让世界一流人才在

河南有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如有双语幼儿园和

中小学、有国际化社区等，他们才可能长期稳定在当

地安心从事专业工作，才可能在高质量重大项目研

发上形成国际一流的重要成果，并为产业升级换代

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为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高

质量技术保障。

4.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

按照习近平主席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要坚定不移

地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

进，务求不断取得绿色发展的实效。一是继续把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实做细。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持续规划完成一批“大保护”“大

治理”工程，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

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二是按照《河南“十四五”水安全保障和水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全面推进高质量的水安全与生

态保护，确实让更多的区域形成绿水青山，全面优

化城乡人居环境。三是继续坚持铁腕治污，特别是

要从长计议，全社会协同推进，在降低燃煤发电占

比、提高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能源比例上

从长计议，确实减少污染物与碳排放来源，为碳达

峰碳中和奠定基础，真正让绿色发展之光照亮我们

美好生活的未来。

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事关“三

农”大局，对于广大农民提升收入水平与幸福感特

别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充分考

虑河南农业大省的实际，结合各地的资源优势与产

业基础，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融合发展为理论支撑，以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产业

振兴为切入点，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为组织保

障，以全社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为支撑条件，

以稳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为明确目标，全面落实

2022年中央新的一号文件精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真正通过乡村振

兴全面提升河南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破解城乡之间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全面提升基层农民的生

活水平，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四、结论

2022年，面对全球政治局势动荡、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冲击、全国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特殊情

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

重要决策，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定了新的努力

方向。在这样的条件下，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面

临巨大压力，也确实通过以上系统分析看到了新的

重要机遇。

第一，在省级层面建立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

体制机制意义非凡。从河南成立科技创新委，建立

党政“一把手”抓创新的实践与已经取得的明显成

效看，对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样难度非常大的历

史性重大课题，确实需要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让党

政“一把手”抓创新变成一种完全融入体制机制的

重要工作，以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大幅度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是河南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

都证明，区域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足够的

研发投入。近几年，河南研发投入强度提高速度较

快，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没有

足够的研发投入，就无法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上有

重要作为。如果创新能力不足，省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就缺乏活力与动力。只有持续不断提高河南研

发投入强度，才能够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可靠的科技基础。

第三，引聚人才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重要突

破。只有充分考虑各类科技人才的实际需要，制定

更加优惠与宽松的政策，打造一流人才环境，才能

够在引聚人才上真正形成体制机制性吸引力。而

人才集聚的直接效应之一，就是通过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有效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实上是各类科技人才集聚支撑

河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走势与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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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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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Economic Innovation Driv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c Trend
and Promotion Measures

Zhang Zhancang
Abstract: With the tid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enan has put forward the new goal of 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highland, established a working mechanism for the“top leaders”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grasp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rejuvenating the province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e through talents”, made great efforts to achieve a new lea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ies, and played an era movement of innovation 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R & D investment intensity, the talent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private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nan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o achieve a new leap in improving the R & D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build up the
backbone of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vince with the suppor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to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ecology with attracting talents as the core, Unswervingly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the“top
leaders”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o grasp innov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Greatly increasing the R & D investment intensity
is the top priority of Henan’s innovation 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ttracting talents require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Driven; First Class Innovation Ecology; Strong Talent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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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界对中国财政治理的评价研究*

许 晖 毕 学 进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财政治理创新，引起国际关注。国际学界认为，中国改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财政关系，致力于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适配；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为稳健的财政运行提供保证；加大公共产品

供给，社会福利不断提高；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学界从不同角度解构了中

国财政“何以为治”。激励论认为财政分权产生了地方治理激励，动能论认为财政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驱动使经济拥有

持续动能，行政进步说认为公共行政的改进改善了财政运行程序，再平衡说认为结构性和周期性不平衡的打破有利

于实现再平衡，政治包容说认为民主协商的政治程序促进了财政的信息包容与决策包容。但是，中国的财政治理仍存

在债务风险问题、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平等问题，学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中国财政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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