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70年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
回首70年风雨兼程、艰苦创业的激情岁月，我们不仅感慨于许昌探索前行中的曲折历程，而且惊叹于许昌沧桑巨变后的丰硕成就。
数字，是最有力的佐证。日前，《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昌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统计报告》新鲜出炉，用大量准确而直观的数据，向我们展示

了70年来许昌不断跃升的综合实力、持续发展的百门千业、日益丰富的群众生活……
从数字中，我们洞悉了70年间的城乡巨变。从数字中，我们更提振了奔向未来的发展信心。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增加

197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38亿元

2002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0.16亿元

2010年突破100亿元，达到103.92亿元

2017年突破200亿元，达到246.12亿元

2018年突破400亿元，达到423.92亿元

70年来，财政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 2018 年 全 市 地 方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达 到

166.1 亿元，占 GDP比重达到 5.9%，是 1994年的

56.9 倍，年均增长 18.3%(1994 年进行财税改革，
财政收入口径有所变化)

70年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目前，全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24万户、民

营企业 5.7万家，贡献了 75%以上的税收收入、

9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90%以上的就业

● 2018 年，全市超百亿元民营企业 5
家 ，森 源 集 团 入 选“中国企业 500
强”；4 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数量居全省第1位

●1949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只有 48元，

1978 年达到 260 元，2018 年达到 63996
元（约9600美元）

●1988年、1997年、2004年、2015年，全

市人均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065元、5178
元 、10926 元 、50700 元 ，分 别 突 破

1000 元 、5000 元 、10000 元 和

50000元大关

按可比价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是 1949年

的 217.7 倍，年均增长 8.1%；是 1978 年的

63.5倍，年均增长10.9%

●1949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仅
为 0.85 亿元。经过 70年的不懈努力，
许昌以全省第13位的土地面积和第12

位的人口，创造了全省第4位的经济总

量、第 5位的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经济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70年来，许昌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 2018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30.6亿元，居全省第 4位；人均生产

总值 63996 元，居全省第 6 位；财政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66.1 亿元，居全省第

5位；工业增加值 1495.1亿元，居全省

第 3 位；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研发

投入强度达到2.02%，居全省第2位

●按可比价计算，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是 1949年

的 475.6倍，年均增长 9.3%。其中，1949年至 1978年

年均增长5.9%，1979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11.9%
●2012年至 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 9.3%，增速居

全省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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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到
2008 年突破第一个
千亿元用了整整 30
年时间，由 1000 亿
元到 2014年突破第

二个千亿元仅用

了6年时间

● 全市经济总量

1980年突破10亿元，

1994 年突破 100 亿

元，2005 年突破 500
亿 元 ，2008 年 突 破

1000 亿 元 大 关 ，

2014 年 突 破 2000
亿元大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昌国民经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仅有
0.85亿元，粮食总产量不过40万吨，工业基础薄弱，全市仅有许昌、大新、大德、大裕等四家
小型卷烟厂、一家铁工厂、一家面粉厂和两家手工作坊和小煤窑，工业总产值仅为 0.21亿
元。新中国成立后，许昌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济发展过
程虽几经曲折，相继经历了三年恢复时期、“一五”“二五”计划时期、三年调整期和“文化大

革命”，但依旧取得了较大成绩。1978年，全市生产总值8.7亿元，是1949年的 5.3倍；粮食
产量达到 112.7万吨，是 1949年的 2.8倍；工业总产值达到 8.1亿元，是 1949年的 32.6倍，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4.6%，比 1949年提高了 35.2个百分点，初步建立了以烟草
机械、继电器生产等中小企业为主体，以黄（卷烟生产）、白（棉花纺织）、黑（煤炭生产）等为
补充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2018年，全市共有5个国

家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7 个省
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累计制订、

修订地方标准 39 项，组织参与

起草国际标准 19 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269项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昌的科技事业从无
到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采用多种方式推进
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实施英才计划，着力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助力企业产学研合作，建设创新平

台载体……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达到60%

●2018年，全市专利申请 11002
件，是 1990 年的 354.9 倍；专利授权

6394件，是1990年的336.5倍

●2018年，全市共
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1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87 家，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196 家；省级重点

实验室 4家，市级重点

实验室 29 家；国家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139
家，河南省创新龙头企

业6家

70年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这一阶段，全市坚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富民强市的重大战略举措，思想上放胆，发展上放手，政策上放开，机制上放
活，全市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1994年，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为 26.0∶46.1∶27.9，第三产业比重
首次超过第一产业，逐渐形成一产稳固、二产主导、三产加快发展的新格局。2002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62.5亿元，占全
市GDP的 45%；全市生产总值352.9亿元，总量跃居全省第4位，是1992年 3.4倍，是1978年的15.5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许昌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许昌农村实施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并取得重大成效，形成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冲破“以粮为纲”的单一种 植 模
式的共识，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1992年，实现粮
食单产286公斤，总产179.1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61%和 59%，农民人均
占有480公斤，比1978年增加124公斤，农民口粮实现了由粗粮为主向细粮
为主的转变；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47元，是1978年的 7.4倍，农民群众的
温饱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全市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放宽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实行了
厂长分工负责制，扩大了集体工业企业的自主权，有效增强了企业活力，
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变化。1992年，全市生产
总值 65.6 亿元，是 1978 年的 4.5 倍；全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33.6∶
39.3∶27.1，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一、二、三”向“二、一、三”的重要转变，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凸显。

■全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在应对挑战中抢抓机遇。农
业方面，推进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
花木、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业持续发展，产生了天和农业等一大
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工
业方面，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培育壮大了装备制造、
能源电力、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和电力电子、超硬材料、发制品、

烟草四大特色产业以及智能电网、风电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动汽
车、生物医药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建设了许昌至长葛集群
经济产业带、10个工业集聚区和 20个产业集群，形成了“一带 10
区 20个产业集群”的产业布局。推进物流、文化旅游、金融等现代
服务业发展。2008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37.3
亿元；2013 年，工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71.1 亿元，是
2002年的4.6倍，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70%左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深入开展“三大攻坚战”，持续打好“四张牌”，着力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
动电力装备、再生金属及制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实施绿色改造、智能

改造、技术改造。淘汰退出煤炭行业落后产能，整治“小散乱差”污
染企业。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建设了 10个产业集聚区和 5个
服务业“两区”，形成了1个超千亿元、2个超500亿元和6个超百亿
元产业集群。构建以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现代金融业、文化
旅游业和健康养老养生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推动服

务 业 发 展 转 型 升 级 。 2018 年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2830.6 亿元，工业增加值 1495.1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突破千亿元达到1047.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
转变为5.2∶57.8∶37.0，其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38.8%。

许昌市各界在许昌市火车站广场隆重集
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9 年摄）

许昌市图书馆 （1978 年摄）

许昌市进化街护城河桥 （1999年摄）

明珠花园
(2008 年摄）

许都公园一角 （2017 年摄）

05 2012年至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

从2002年到2012年，
是全市各项改革全面纵深推进的加快发展时期04

从1978年到 1992年，
是各项改革起始时期02

从1992年到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逐步建立，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活力显著增强的时期03

从1949年到 1978年，
是曲折探索、艰苦创业的渐进发展时期01

70年来，人均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番目标

70年来，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许昌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
放的政策措施，成为省内对外开放的高地，已

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
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创造性
地建立对德合作机制，累计签约合作项目（协

议）82个，落地项目（协议）25个，全国第 8
个、全省唯一的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获
批，“许昌速度”与“德国质量”完美嫁接

●2018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148.1 亿

元，出口总额 137.4 亿元。其中，以人发、

纤维发为主的发制品出口额 67.3 亿元，以
电力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为主的机电产品出

口额 10.9 亿元，以天然蜂蜜、腐竹、食用菌

为主的农产品出口额6.4亿元。实际利用外

资从1987年的 0.013亿美元扩大到7.59亿

美元，年均增长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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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七十载 奋勇前行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许昌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统计报告之一

本报记者 高伟山 通讯员 李逸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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