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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表明，
2013年，洛阳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预计全年增
速不到7%，这比年初预计的11%增速目标相
差近一半。这个速度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也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

洛阳是千年古都与老工业城市，一度有着
千年帝都与共和国长子的优越感。中国有纪
元的历史4200年，洛阳作为首都的时间就有
1500 年，这是其他城市没法比的。宋朝以后
政治中心东移南下北迁，随着政治中心迁移，
洛阳的地位开始变化。

在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做大、老工业转型遇
挫以及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的背景下，这座古
都的现代化发展显得步履维艰。

从繁华盛世的古代都城到陪都，再到普通
的地级市，洛阳的变化非常微妙。这种变化背
后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洛阳经济被迫减速

2012 年，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编制的
《洛阳蓝皮书》预测，2013年，洛阳经济增速为
7%～9%，这与现实非常接近。

在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萧
毅教授看来，洛阳GDP增速放缓与国家、省里
不再唯 GDP 论的趋势有关，但国家是主动调
整，洛阳一定程度上是“无奈之举，是被迫的”。

这个统计结果出来后，还是引发了一些议
论——洛阳经济怎么了，问题出在哪儿？

萧毅曾是起草洛阳“十二五”规划的专家
组组长，也参与编制了《洛阳蓝皮书》，对洛阳
的发展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

萧毅分析，洛阳依靠的是五大主导产业，
石化、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硅光伏、电力，发展
后劲都相对乏力。

现在洛阳石化年产能800万吨，洛阳计划
将产能扩展到1800万吨。这个项目真正产生
更大的效益或许还得晚一些。

洛阳的装备制造业历史上在全国都很有
名，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洛阳的大企业很红
火。1994 年中国第一次排工业 500 强，当时
洛阳的大厂基本都在其中。洛阳一拖销售收
入49亿元，排70多名，洛阳玻璃厂以19亿元
排名 200 多位。“一五”时期，全国 156 项大工
业项目6个在洛阳，而其他一个省还拿不到3
个；“二五”时期国家又给了 3 个大项目；“四
五”时期，全国4个手表厂洛阳就占一个。

20世纪90年代，河南省60%的经济是洛
阳贡献的，GDP增速洛阳比郑州还高。

但改革开放后，这些明星企业的命运开始
发生变化，一拖现在年收入150亿元，而洛玻
现在连10亿元都达不到。

此外，洛阳银行业存贷比太低，国内银行
存贷率一般是0.75，洛阳银行业的存贷率只有
0.5，表面上看，洛阳银行业的存款多，但实际
上都没有留在洛阳，而是拿到别的地方了。

萧毅分析，这说明洛阳众多企业的经济效
益低，吸引银行贷款比较困难。

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在编制洛阳“十二
五”规划时先对洛阳的经济运行基本状况进行
了分析，发现当时突出的问题是投资收益率大
幅下降，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比如前些
年对投资项目的论证不足。

定“十二五”指标时，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
心增加了投资产出率——不看投资只看产出，
2009 年洛阳的投资产出率是 0.057，2013 年
是0.077。

轻重工业比例失衡

洛阳还必须面对另一个现实——洛阳的
重工业占比一度达到 86%，轻工业占比仅
14%，且14%的轻工业中生产终端消费品的很
少，所以，洛阳自己的产品除了机械设备外大
部分都是中间产品。

其实，洛阳还是有发展轻工业的机遇的。

“一五”到“六五”时期，国家和河南省都对
轻工业的发展很重视，有意向洛阳安排轻工
业，洛阳自己也努力发展轻工业，洛阳曾经有
一些轻工业基础，如皮鞋厂、糖果厂、棉纺织厂
等。遗憾的是，21世纪初清理国有小企业时，
洛阳的轻工业基本都被清理出去，国有、集体
的企业，很多连名号都没了，保留下来的都是
重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洛阳的重工业
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

洛阳一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洛阳“十五”规划的“1648”工程实际就是

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但这个规划只侧重工业
结构调整中的产品结构调整，没有注重行业结
构调整，更没有企业结构调整；且产品结构调
整只针对国有企业，集体的一个也没有。

“这种结构调整不是深层次的，而是表皮
的产品结构调整，浅尝辄止。”萧毅评论。

这的确推动了洛阳从“十五”末期到“十一
五”的经济结构调整，但到“十一五”末期问题
就暴露出来了，进入“十二五”更为严重。洛阳
重工业的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
是31.8%，2012年变成22.6%，7年时间工业增
加值率降低了9.2%。

从另外的角度看，洛阳很多企业本来都是
市属的，当时洛阳有重工局的时候，这些大厂
都属于重工局管，比如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玻
璃厂、洛阳轴承厂等。后来，众多资产规模大、
效益还比较好的国有大厂逐步被收归央企。

尽管中央要求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
业管理层与董事会不要过多交叉，但萧毅研究
发现，洛阳十二大部属企业交叉率达72%，现
代企业制度改革非常滞后。

萧毅由此认为，洛阳的企业首先要从组织
结构上改革，从企业内部解决，且要积极寻找
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萧毅看来，洛阳应该定位为中部地区重
要的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集中资源在这两个
方面寻求突破。

洛阳怎么了？

机器轰鸣声中，洛阳玻璃厂的围墙一块块
被推倒，扬起阵阵灰尘。拆迁工程已近尾声，
厂区内已经没有任何建筑，而印着“洛阳玻璃
厂”几个大字的厂门还残留着，与东边不远处
高耸挺拔的天堂形成鲜明对比，这栋仿制武则
天时代天堂造型的建筑新建成没多久。

在洛阳大遗址保护行动中，洛阳玻璃厂成
为被拆除的对象，将来厂区将建成遗址保护
区。其东边仿制武则天时期明堂、天堂的两座
建筑已经成为洛阳新的观光景点。

这些年来，关于洛阳如何盘活历史文化资
源的讨论一直不断。作为古都，洛阳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但体现在文化旅游产业上，
并没有多少成果，除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
外，就是牡丹文化节，有人形容洛阳是抱着金
碗讨饭吃。

洛阳应该如何盘活历史文化资源，目前还
没有看到清晰的模式。不过，在洛阳工业遭遇
发展困局之时，旅游文化产业最有可能成为洛
阳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重工业轻旅游

“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是洛阳对外宣传城
市形象的一句口号。但是，老工业基地的烙印深
深影响了洛阳当今的发展方向，而非历史文化。

在洛阳过去多年的发展战略中，工业是放
在第一位的，对于一个工业大市来说，这毋庸置
疑。但是，洛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直没有
得到太多重视，文化旅游产业也没有发展起来。

当地一位专家表示，旅游文化产业投入多
见效慢，因此受重视不足。其实，这从洛阳的
产业结构就可以看出，工业占比超过一大半，
而前些年旅游收入在GDP总量中占比不超过
两位数。

不过，随着工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洛阳
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洛阳产业结
构过重，调整的方向则是降低重工业比重，扩
大服务业占比。因此，经过历届洛阳市政府的

讨论研究，逐步把旅游强市写入发展战略中，
与工业强市并重。

旅游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洛阳财政
状况不足以支撑。

“站在文化创新角度上，洛阳有很多都可
以挖的地方，这么多好东西，做一两件形不成
规模，大规模做资金不足。”洛阳丝绸之路与大
运河研究会副会长宁健表示，这是洛阳在开发
文化资源上面临的尴尬问题。

财政吃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面对这么
多历史文化资源，也出现了“什么都想做，什么
都做不成”的情况。

此前，洛阳打出四大文化旅游名片，春季
牡丹文化节、夏季小浪底观瀑节、秋季河洛文
化旅游节、冬季伏牛山滑雪节，这些年也只有
牡丹文化节赢得了口碑。

每年的旅游旺季也就是四五月，这是牡丹
花开的季节，往往各大宾馆爆满，但一过牡丹
文化节游客数量就会大量减少，即使来的游客
也主要是去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这三个传
统景点，没有新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

“申遗可以促进洛阳旅游发展。”洛阳丝绸
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说，这些年来，
洛阳市申遗重点放在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
遗址、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等项目上。除了隋唐洛
阳城遗址项目进行拆迁保护外，老城区还在建设
历史文化风情街，并力图恢复几个古城门。

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表示，盘活文化资源
要从抓好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老城历史文
化街区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建设入手，力争将洛
阳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名城。

文化名城欠缺国际范儿

洛阳不缺文化旅游资源，但要建设国际文
化名城，还有相当距离。

单就国际游客入境来说，洛阳存在致命不
足，机场规模小、航班次数少，而且很少有国际
线路，国际游客想进洛阳只能走西安、郑州或

者周边其他城市。
夹在西安和郑州两大城市之间，洛阳机场

客流量一直不大，这与洛阳旅游城市的身份极
不相符。

除了机场，铁路运输也给洛阳的旅游带来
一些问题，尤其是郑西高铁开通之后，无论郑州
还是西安到洛阳不到两小时的旅程。这使得洛
阳成为一个过路站，游客们早上过来，看完三大
景点之后，下午就可以回家了，没法留住人。留
下客源才能留下更多消费，高铁开通之后，周边
的游客连酒店都不用住了，这样，洛阳的旅游收
入就损失了一部分。

“郑西高铁带来的冲击是有，但游客从郑州、
西安来洛阳旅游也方便了，关键是吸引力问题，其
实，高速公路开通之后早就留不下旅客了。”洛阳
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萧毅表示，洛阳应
该发挥特色，将古都文化与山水文化结合起来，休
闲与旅游结合这应该是游客最愿意看到的。

吸引到游客之后，要留下游客必须有好的
服务。虽然洛阳是旅游城市，但旅游氛围不
行，服务水平不高，消费带动能力就很差。河
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延军表
示，洛阳很多饭店晚上 9 点多关门，夜生活并
不丰富，其他旅游城市夜生活都是从晚上 10
点开始的，这和洛阳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市民的
生活方式有关。

高延军建议，巴黎、纽约等国际化大城市
的滨河区都是美景区、文化区、美食区，是城
市的“不夜城”和重要的消费经济带。因此，
洛阳应该沿洛河开发一个滨河经济带，建设
滨河经济带将构建夜晚旅游区，丰富城市旅
游的内涵，形成“白天逛景点，晚上游洛浦”的
特色，这将拉动洛阳消费，形成新的旅游消费
增长板块。

除此之外，洛阳也认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
形象的传播与提升作用，在打造国际范儿的文
化名城方面开始尝试多元化的手段。去年洛
阳与徐克导演合作，斥资在《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片头插入了一个城市形象推广的广告。

提起洛阳，很少有人会在前面加个前缀
“河南”，而说起郑州则不然。洛阳之于河南，
总有些另类，这个城市以移民为主，流行说普
通话而非河南话。

作为古都，洛阳曾是四方来朝的全国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有着1500多年的建都史，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主宰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此外，新
中国成立后，洛阳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落户众
多大型国企，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虽然洛阳曾是十三朝古都、共和国长子，
但一个现实是，今天它只是河南省的一个地级
市。在这种情况下，洛阳自身的发展需要正视
现实，抛开曾经的声名与荣耀重新定位。

一枝独秀已成过去

自从郑州经济实力超越洛阳之后，洛阳在
河南省一枝独秀的局面被终结了。

此前，凭借国家布局的众多工业企业，洛
阳对河南省的经济贡献率占60%以上。随着
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市场经济条件下洛阳的
国有企业各种问题暴露，活力下降，导致洛阳

经济也被拖累。
依靠全国铁路枢纽中心的优势以及省会城

市的政策优势，郑州开始做大，还把富士康这样的
大企业吸引过来。而洛阳在改革开放后，缺少了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支持之后，光环褪去，仅仅作
为地级市的洛阳发展步伐慢了下来。

“除了旅游旺季航班多，其他时候都很少，
尤其是国外直达的航班更少。这个地方如果没
有一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的话，洛阳建机场都
够呛。”当地一位学者表示，洛阳的产品都是重
型机械、机器设备，这样的产业结构根本不可能
与航空物流配套，洛阳应该与郑州错位发展。

此前曾有郑洛三工业走廊的提法，即从郑
州往西，再串上洛阳、三门峡两个城市。但本
身郑州与洛阳就难以合作，再加上豫西多为山
区，三者距离较大，产业结构相差较大，难以形
成有机联系的工业走廊。

辐射力有待增强

在中原经济区获批之后，洛阳成为中原经
济区的副中心城市。

作为全省的中心，郑州处于极化阶段，将
所有生产要素都吸引过去。

在郑州极化效应增强的同时，洛阳的辐射能
力却在减弱，以至于做中原经济区的副中心城市
都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
济区副中心城市，就成为洛阳市一大发展战略。
在2013年年底洛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洛阳市
委书记陈雪枫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豫西地区的三门峡市，后来发展成为豫西
地区一匹黑马。而且三门峡还曾经想与陕西
渭南、山西运城等地打造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在区域协作中三门峡的能量不容小觑。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高延军说，豫西还有济源市也是一颗经济新
星，它的经济实力正在快速增强。虽然济源
还不足以挑战洛阳的地位，但随着经济力量
的此消彼长，洛阳在豫西地区的地位也令人
忧虑。

当地专家认为，洛阳应该按照国家的工业
城市定位做好工业与旅游两大产业。如果不
改变当前的状况，不正视自身发展的现实，洛
阳未来面临的挑战更大。

洛阳的挑战与未来

洛阳：古都新命

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其2013年经济增速降到不足
7%，让很多人意想不到。

在2013年年底召开的洛阳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上，新上任半年的市委书记
陈雪枫坦陈，洛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
续低位运行，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
然较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区域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减弱。

如何重振洛阳？这在洛阳经济下
行压力不减的关头，更显迫切。

中原经济区内，洛阳被定位为副
中心城市，然而，在经济实力不断下降
的情况下，有人担心“这个副中心也名
不副实”“如果不思改变，洛阳只会不
断被边缘化”。

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萧毅认为，目前洛阳的困局在于老的
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增长点没有找到，
洛阳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不断减弱。

对于洛阳来说，老的问题不仅包括
老工业问题，也包括历史文化资源如何
盘活的问题。洛阳曾经对城市发展提
出三个方向，即工业立市、旅游强市、科
教兴市，但均未获得实质性突破。

工业方面，洛阳急需改造老工业，
同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些年来，

老工业企业效益逐渐下降，很多企业
被央企收购后，不但没有得到更好的
发展，反而倒退了。

如今，洛阳经济增长乏力，很大程
度上是国企改革没有推行下去。而缺
乏国企改革的市场活力，新的增长极
没有培育起来，旧的产业基础又在滑
坡，遂使洛阳陷入今天的尴尬境地。

对于洛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诟
病也不少。面对丰富的资源，洛阳“眉
毛胡子一把抓”。有专家评价，祖先留
下的东西很多，但似乎洛阳还没想好要
向世界展示什么——这些年来，只是龙
门石窟、关林、白马寺“老三样”。

影响洛阳发展的另一个隐性问题，
是很多地方都存在的干部作风问题。

不过，影响洛阳发展最关键的问
题是人们的观念，对千年帝都和共和
国长子的怀念，使得很多洛阳人沉浸
在对过往荣耀的回忆之中，看不清发
展的道路，找不准城市的定位。

“洛阳就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
城市和旅游城市，把这两个搞好就行
了。”萧毅表示，“就是要把工业和旅游
做大做强，确实与洛阳的地位名副其
实，有实力才说话算数，没有实力谁也
看不起你。”

（上接01版）“一拖展览馆”中，一幅脖
子上围着毛巾、满脸灿烂笑容的年轻
女驾驶员年画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

在这些大型国企的带动下，洛阳经
济水涨船高，成为河南省的绝对龙头，对
全省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一半。“20世纪
90年代，河南省60%的经济是洛阳贡献
的，GDP洛阳比郑州高，人均收入洛阳
是六类地区，郑州是五类地区。”洛阳经
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萧毅说。

为什么国家将这么多大型国企布
局在洛阳？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号称“天下之
中”，水陆交通发达，又背山带河，可据
险而守。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经济资源，洛
阳是最佳的中心位置。

“当时老洛阳的城市基础不错，而
且区位优势明显。”河南科技大学区域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延军对《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考虑调配资源和
交通便利的优势，国家才将这里作为
重要的工业基地。

在国家战略布局之下，与西安一样，
洛阳这座古都也被打上工业城市的烙印，
成为新中国工业布局中一个重要的棋
子。最早洛阳的大型国企大多是部属企
业，厂长的级别比洛阳市的领导还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
初的将近半个世纪中，洛阳的工业经
济红火一片。1994年，中国评选工业
500 强企业，洛阳的大型国企基本全
部入围——当时一拖排到70多名。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
济的发展，曾经给洛阳带来荣耀的国
企开始走下坡路，曾经在计划经济时
代形成的优势反而成为这个城市迈
向新的发展方向的阻碍，洛阳维新，
步履沉重。

拥有千年古都与“共和国骄子”的
双重身份，或许让洛阳人足够自豪，但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也令洛阳在新的
发展中迷失方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度红火的
国有大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洛阳
经济亮起“红灯”。在洛阳的经济结构
中，工业占比达60%，其中重工业占工业
比重更是高达86%。以装备制造、有色
金属、石化等重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支撑了洛阳经济的发
展，使其一度成为河南省的龙头，但随着
郑州的经济崛起，洛阳老大的位置被取
代。最初，还能称之为“郑洛争霸”的格
局，随后迅速转变为洛阳只有防守之力。

对洛阳来说，可谓成也国企，败也国企。
在“一五”“二五”时期安排10个大

工业项目之后，中央和地方都看到了洛
阳工业偏重的问题，当时还特意布局了
一些轻工业，一度建设了皮鞋厂、糖果
厂、棉纺织厂等一批轻工企业。

“当时京广线以西是重工业，以东是
轻工业。”高延军说，洛阳也曾试图发展
轻工业。但这些轻工业并未兴起，反而
在清理国有小企业时，都被消灭掉了。

如此一来，洛阳的工业就朝着“重工业越
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在“十五”时期，洛阳的产
业结构调整就已经拿出了方案：当时
提出“1648”工程，即在16个重点工业
企业中选出48个具备国内、国际先进
水平的重点项目予以扶持，以达到传
统产业换代升级的目的。

萧毅认为，这个规划大方向是对
的，但它只侧重工业结构调整中的产
品结构调整，没有注重行业结构调整，
更没有企业结构调整，只是浅尝辄止，
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国企没有完成调整改造的同时，
洛阳的民营经济也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这种国企占主导地位的环境
下，洛阳的民营企业很多也只是为国有
大厂配套服务，甚至一些民营企业老板
也是从国企走出来的，受计划经济思维
影响较深，创新思维不足。”高延军说。

萧毅认为，洛阳经济活力不足，是
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而民
营经济发展不起来，找不到新的经济
增长点，老工业硬骨头也啃不动，更加
剧了洛阳的活力不足困境。

成败国企

很多来到洛阳的人，都对于这个
声名远扬的古都感到失望。高延军也
不例外。2007 年，他调到洛阳，却发
现这座城市的名声与现实反差太大。
虽然洛阳与西安并称东西二京，但洛
阳饱经战火摧残，地表遗留的历史遗
迹并不多，不像西安还保留着明城墙、
钟鼓楼、大小雁塔等古建筑，这使得洛
阳的历史文化特色看起来并不鲜明。

事实上，盛世时期，洛阳城之雄壮
不输长安，隋唐洛阳城仿照长安城营
造，二者规模相近。如今的洛阳城是
在不到10年前才提出跨洛河发展、建
设城市新区以拉大城市框架的，而隋
唐时期洛河早已是洛阳的“城中河”。
武则天时期，洛阳城又进行大规模建
造，尤其是明堂、天堂等大型建筑的建
造，更让这座神都显得雄壮。当时诗
人宋之问这样描绘洛阳城的景象：“洛
阳城关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

在北魏，作为京师，洛阳城也不逊
前代。当时北魏佛教兴盛，洛阳城中
的永宁寺塔更是中国木结构塔中最高
者，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即使
离洛阳百里也能看到这座高塔。

遗憾的是，这些建筑都没有留存
下来。时至今日，洛阳最知名的几大
历史遗迹也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关
林。而这些在当地专家看来，并不能

反映洛阳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将洛阳打造为工业大市，

也从城市形态上改变了洛阳的面貌。
在涧西区连片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建设
路边上，从铜加工厂、轴承厂到第一
拖拉机厂，这片城区成为洛阳举足轻
重的工业区。与西边的涧西区相对，
东边的老城区则保留了老洛阳的基本
面貌，这两片城区再加上西工区将洛
河北岸土地占尽，构成了老工业城市
洛阳的基本城市形态。

这种形态一直维持了几十年，随着
时代的发展，日显落后。即便如此，这
样的城市发展方向仍让洛阳获得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得以布局新产业与规划
新城区。当时，洛河北岸都是老工业区
和老城区，没有多少可开发空间，而洛
河南岸大片土地为产业的集聚和新城
的营造提供了土地保障，在洛阳“十二
五”规划中，提出新区50平方公里拿出
30平方公里发展产业。洛阳的城市发
展格局，也因此呈现这样的态势：围绕
中心城区打造洛北城区、洛阳新区、偃
师城区三大板块，同时发展吉利、新安、
孟津、宜阳、伊川五个组团。

但值得一提的是，1300年前的唐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洛阳人口19
万户近120万，而现在洛阳市区的人
口也不过200多万。

城市形态的变迁

重寻战略和产业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