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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汴产业与人口流动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王柯佳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推进落实同城化部署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一环，郑汴作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两城的一体化建设推

进了近二十年，且已进入“同城化”阶段。为推进郑开同城化进程，厘清未来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两市产业结构及

人口流动数据得出同城化建设现状，基于分析提出两市协调发展现存问题，最后对未来发展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两城

融合发展提供思路，助力郑开两市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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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03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1]2005 年“郑汴一体化”政策正式实施；到 2021

年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

示范区”，表明两城一体化进程即将步入同城化阶段；再到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推动郑开兰特别合作区建设。作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郑汴一体化是河南省落实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和领头

雁。该政策在全社会关注下不断发展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但由于两地存在行政体制阻隔等原因，后期发展重心出现偏差，

其一体化速度有所放缓 [2]。

区域一体化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必然结果，而同城化又被看

作是区域一体化的高级阶段，[3]国内众多学者从同城化的定义、

现存问题等多方面展开研究，曾群华（2013）认为在区域一体

化的大背景下，同城化是相邻城市的一种新型经济竞合与地域

组合关系，是其在空间上的突出表现形式 [4]。

张懿玮和刘士林（2023）认为现存缺乏顶层设计、未克服

体制障碍和治理创新乏力等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足和行政壁

垒，加之地方政府缺乏换位思维及大局意识，同城化发展往往

竞争大于合作，以上问题都需要在未来探索中寻求更优的解决

策略 [5]。

产业结构理论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结构看作衡量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6] 同时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长

期性战略支撑要素，[7] 众多研究表明从产业及人口入手分析城

市发展现状及同城化进程是有较强意义的。

2  郑汴产业发展现状

本文将郑汴两市 1978-2022 年的三产业产值及生产总值数

作为基础数据，分析郑汴产业发展现状。

2.1  郑汴经济状况及其差距

GDP 产值以及三产业产值是反应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最直

观的数据，本文在绘图时将 1978 年 -2022 年郑州市 GDP 总值

及三产业产值数据作为分子，开封市对应数据作为分母，绘制

出了郑开 GDP 及三产业产值比用以描述两市自改革开放后的经

济结构差距变动情况。

总值 2.12 2.09 2.11 2.08 2.54 3.28 3.21 3.10 3.44 4.04 4.30 4.51 4.45 4.71 4.95 5.04 5.00 4.96 4.87
第一产业 1.29 0.89 0.74 0.80 0.75 0.80 0.66 0.57 0.59 0.64 0.63 0.60 0.49 0.54 0.54 0.44 0.47 0.48 0.47
第二产业 3.02 3.21 3.57 3.00 4.47 4.82 4.67 4.42 4.55 5.23 4.99 5.74 4.92 4.71 4.93 5.05 5.20 5.20 5.04
第三产业 1.54 2.20 3.17 2.59 3.09 4.42 4.47 4.29 4.78 5.49 5.59 5.10 5.69 6.10 6.19 6.38 6.32 6.19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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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郑开 1978-2022 年GDP及三产业产值比

表明两个问题：（1）郑开间存在着极大的经济发展差距。

两地 GDP 总值比自 1978 年至 2021 年总体是上升的，即便从人

均产值来看，2021 年郑州人均 GDP 也是开封的 1.88 倍，差距

比 1978 年扩大了 0.27 倍；（2）两城经济发展差距已出现阶

段性的缩减。

从 GDP 总产值来看，1987 年后的第一阶段郑开 GDP 产值

比从2：1突破 3：1用了 5年，第二阶段增长到4：1用了 4年，

到了第三阶段从 4：1 增加至 5：1 左右花费了 15 年，说明两

城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即开封正努力追赶郑州的脚步；

从人均 GDP 来看，2014 年郑州的人均 GDP 是开封的 2.25 倍，

比 1978 年扩大了 0.62 倍，而 2021 年的倍数值为 1.88，这也

说明两地经济水平差距确实在缩减。

2.2  郑汴第三产业发展状况

我国产业结构目前已完成向“三二一”类型的转变，近年

来郑开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截至 2023 年底，两市产业结

构类型也已实现转变，第三产业都已成为两市经济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下文分析聚焦于两市第三产业近年发展情况。

王柯佳，身份证号码：4105262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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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郑开 1978-202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分析可得：（1）郑州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开封。第三

产业占比均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

郑州的第三产业占比和产值都远超开封，其发展都呈明显线性

趋势，且郑州的增长速率略快于开封。（2）近十年两对象的

第三产业产值都在稳步增加，但增加值与增速都存在质的差距。

在 2012 年开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郑州市的 21.46%，但在 2021

年就下降至 17.02%，说明郑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基数大且增长

速度快于开封，在 2017-2018 年间郑州第三产业增加值迎来了

跳跃式的增长，同时期开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相对较慢。

3  郑汴人口流动现状
下文对两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增长率及流动情况等

基础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郑汴人口具体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

了解。

3.1  人口年龄结构及自然增长率
两市的年龄结构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劳动力均占比最大

但有下降趋势，老年人口占比近年来逐渐上涨。但基于不同经

济社会现状，郑汴年龄结构呈现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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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郑开近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走势
（1）郑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走低。与 2021 年相比，

2022 年郑州出生率有所下降（下降 0.90 个千分点），而死亡

率微降（下降 0.02 个千分点）。（2）开封年龄结构更具“老

年化”特征。开封自然增长人口近十几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观念变化、

婚育年龄推迟、人口外流和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2

年全市出生人口减少，死亡人口保持平稳。（3）对比得郑州

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与开封相比更年轻化，开封老龄化问题更严

重。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人才引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年轻务

工人员流入郑州，进而提高了出生率，郑州的自然增长率始终

高于开封，且两者的差距在近三年不断拉大，可知郑州的常住

人口结构比开封更年轻化。

3.2  两市间人口流动状况
“七人普”结果显示，2020 年郑州吸纳的省内其他城市

流出人口达 368 万人，占全省的 58.1%，2022 年年末，郑州常

住人口 1282.8 万人，比 2021年年末增加 8.6万人。“七人普”

时开封总流出人口98.94万人，比“六人普”时增长近1.30倍，

开封市流出到省外的人口高达 52.62 万人，增加 24.21 万人，

流出到省内其他地市的人口达 46.32 万人，增加 31.69 万人。

近年来，火车及城际列车各种交通工具线路加紧完善不断密集，

两市间半小时经济圈已实现，开封火车站也于 2024 年年初投

入运营，两城协同发展的规模势必更加可观。坚实的人员流动

及产业发展需求是交通设施完善的内在动力，而郑汴间日渐密

集且多样化的交通通道又将进一步拉动两市的融合发展，同时

也印证了本文选择从人口产业角度剖析郑汴一体化是具有现实

意义的。

4  郑开同城化发展现存问题
（1）郑开两市间产业结构分工及布局不合理，长期会阻

碍区域经济增长。两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由于产业相关规划

不够合理明确，加之资源缺乏流动和整合，两市产业园区呈现

遍地开花的状况，且产业内部同构化现象较普遍，区域产业存

在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和不良竞争的现象。（2）人员流动长

期来看单向性特点突出，开封自然增长率低于郑州，年龄结构

比郑州更“老年化”，双重作用导致近年两市常住人口年龄结

构差距进一步拉大。（3）两城存在利益博弈及行政壁垒，政

策效果有所折扣。作为两个行政区界，郑开的财政及产业政策

还未实现统一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如土地利用等缺乏衔接。（4）

由于郑开间距离短，而各种便捷快速交通方式对城际铁路的替

代性强，加之线路设计有待改进之处，导致城际列车与市内交

通对接不畅，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其公交化运营的效果。

5  未来发展路径对策及建议
（1）坚持错位发展，发挥主导产业带动作用，推进产业

同链建设。开封应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市校合作，同时以制造

业与科创为抓手，加大对科创研究事业的投入力度，改善科研

人员的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人才流入，在产业分工中努力实现

产业链升级，同时应着眼自身优势建设完善产业园区，培育一

批龙头企业，积极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竞争力，寻找合理切

入点深入建设两市协同发展事业。（2）积极调节人口年龄结构，

发挥良性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开封应注重营商环境的

改善，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高就业率的产业，增强

对产业及劳动力人员的吸引力；加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高宜

居性和舒适度，吸引更多人口流入，改善机械增长率问题，尽

力扭转人口外流局面；同时通过政府提供生育津贴、育儿假等

福利措施减轻生育及抚养孩子的压力，提高生育意愿改善年龄

结构。（3）建立省级层面的协商及监督机制，完善规划引领，

助力两市平等对话。推进顶层设计，从机制层面破除滞缓同城

化进程阻碍，加快住房、医疗等资源的高效对接，避免出现因

规划不同导致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行为。（4）合理协调市内

交通与市际交通资源，以流动需求为导向，理顺运营线路设计，

提升对接效率，同时增强区域交通通道一体化便捷化高效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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