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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经济与财政运行情况：漯河市经济总量在河南省位于第五梯队，

2024 年上半年漯河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938.2 亿元，贡献了全省约

3%的经济总量。从增速来看，漯河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第

一方阵，经济运行呈现持续向好态势。2023年，漯河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收 9.33亿元至 136.3亿元，居河南省第 15位；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 3.4%；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居全省第 7位，区

域财政自给能力相对较好。 

 经济结构及优势产业：2023 年，受益于服务业需求大量释放，漯

河市第三产业迎来新突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8.8：39.8：51.4。

支持临颍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三链同构”促三次产业融合，打

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支持舞阳县围绕盐化工产业

链填平补齐和优势放大，加快培育临颍装配式建筑和现代家居、召

陵电力装备和宠物食品、郾城大健康、源汇区医疗器械和智能制造、

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食品装备制造和液压科技等产业集群。 

 重点产业布局规划：2023 年漯河市出台《漯河市加快培育重点产

业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按照“一群多链、聚链成群”

的原则，梳理出现代食品、新材料、先进制造三大市级产业集群 11

条产业链和县（区）级 8 条特色产业链，为未来几年产业发展明确

方向。预计到 2025 年年末，三个产业集群产值将达到千亿级规模，

11 条市级产业链将达到百亿级规模。现代食品聚焦营养健康、食药

同源和未来食品三大主攻方向；先进制造聚焦智能装备制造、超高

压流体应用、低空产业制造等有潜力有优势的产业；新材料聚焦氟

硅新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等领域。 

 重点园区及代表企业：据 Wind 统计，漯河市各类产业园区 39 个，

占全省比例 3.07%；入驻企业 2.44 万家、占全省比例 1.93%。依

据漯河市 11 条重点产业链，双汇发展、卫龙、南街村、中大恒源、

中誉宠物、金大地化工、利通液压、保利协鑫等企业值得关注。 

 小结：从区域角度看，老城区和市辖县建设对漯河市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从产业角度看，各区县在充分发挥食品加工、新材料等优

势产业的基础上，对物流服务、医疗康养、文化旅游等产业布局也

加大力度；从企业角度看，多家国际和国内知名食品企业在漯河市

投资建厂，成为推动漯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在漯河市

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方面，招商引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 

风险提示：经济和产业政策调整风险；数据信息动态变化与最新实况

可能存在偏差；掌握资料和信息有限，所列示代表企业不够全面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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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漯河市城市概况 

1.1. 区域位置 

漯河市简称是“漯”，位于河南省中南部，伏牛山东麓平原与淮北平原交错地带,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常年降水量 786 毫米,具备较好的农业基础条件。境内河流为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

淮河两大支流沙河、澧河贯穿全境并在市区交汇,滨河城市特色明显。1948 年，漯河设立县级

市，1986 年升格为省辖市，现辖临颍、舞阳两县，郾城、源汇、召陵三区，三个功能区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区，总面积 269241.31 公顷。 

漯河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历史文化悠久。漯河市始于北魏，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因商贸和水陆交通的繁荣而在中原地区声名显赫。明朝永乐年间，漯河已成为商品集散的中心，

被誉为“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并素有“水旱码头”之称。如今的漯河，交通网络更加四

通八达，是国家二类交通枢纽城市，距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车程不足一小时，境内有石武高铁、

京广铁路、漯宝（丰）铁路、漯阜（阳）铁路等四条铁路线，以及京港澳高速、宁洛高速、107

国道和五条省道，构成了河南省内重要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双十字”交通枢纽。 

1.2. 文化特色 

漯河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定居的痕迹。

贾湖遗址出土的裴李岗文化刻画符号，将中国文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4000 年；在漯河发现的

国宝级文物七音骨笛，也将中国音乐文化史提前了 3000 年；而考古发掘的酿酒工艺，更是将

中国造酒史向前推进了 3000 多年。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诞生于此，他编

纂的《说文解字》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他也因此被尊称为“字学宗师”。此外，漯河还拥

有众多古迹，如曹丕代汉的历史见证“受禅台”和“三绝碑”，以及早于赵州桥 20 年、被誉为

“天下第一桥”的隋代小商桥。 

漯河也是一座风景秀丽、充满诗意的北方水城。沙河、澧河这两大淮河的支流贯穿全城，

并在市区交汇，形成了“一城春色半城水”的独特景观。这座城市将风景长廊、生态长廊、文

化长廊和休闲长廊融为一体，展现了北方少有的水景和森林之美。凭借其亲水融绿、环境优美

的城市特色，漯河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特色魅力

城市以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多项殊荣。 

漯河更加是一个特色鲜明、享誉四方的食品名城。漯河市培育出了亚洲最大的肉类加工企

业双汇集团、全国著名的方便面生产企业南街村集团和平平食品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食品企业。

在肉制品、面制品、饮料和休闲食品快速膨胀的同时，食品包装、食品辅料等配套产业加快发

展，形成了从原料到终端，从生产到研发、检测、包装、物流、电商、会展等全食品产业链条，

肉制品、面制品、饮料制造、果蔬加工四大主导产业和食品包装、食品机械、食品辅料、食品

会展四大配套产业，产业层次进一步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完善，食品名城的影响力和核心竞争

力得到巩固和加强。 



第 5 页 / 共 22

页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1.3. 人口规模 

2023年末，漯河市常住人口 236.8万人，在河南省 18个地市中排第 15位。其中，城镇常

住人口 136.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52%，较 2022 年末提高 1.02个百分点。2023年出

生人口 1.5万人，出生率为 6.33‰；死亡人口 2.1万人，死亡率为 8.87‰；自然增长率为-2.54‰。

从年龄结构来看，2023年漯河市 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7.6%，在河南省排名第 1位。 

图 1：2023 年河南省 18 地市常住人口情况  图 2：2023 年各地市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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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漯河市经济概况 

漯河市经济总量在河南省位于第五梯队
1
，2024年上半年漯河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938.2亿

元，贡献了全省约 3%的经济总量。从增速来看，漯河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经济运行呈现持续向好态势。2024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8%，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2.9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亿元，增长 4.3%，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0.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位；第二产业增加值 411.9亿元，增长 10.9%，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3.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位；第三产业增加值 471.3亿元，增长 5.2%，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5位。 

图 3：漯河市 GDP 占河南省 GDP 比重变化趋势  图 4：全国、河南、漯河 GDP 增速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横向对比来看，2024 年上半年，河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1231.44 亿元，稳居

中部六省第一位，同比增长 4.9%，比一季度加快 0.2 个百分点。 

图 5：2024 年上半年中部六省 GDP 及增速对比  图 6：2024 年上半年河南省各地市 GDP 及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原证券研究

所 

  

                                                           
1 河南地市 GDP 第一梯队为郑州[1 万亿以上）、第二梯队洛阳、南阳[4000 亿-1 万亿）、第三梯队许昌、周口等[3000 亿-4000 亿）、第四

梯队平顶山、开封等[2000 亿-3000 亿）、第五梯队濮阳、漯河等（2000 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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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漯河市财政概况 

漯河市财政收入规模稳步恢复，财政结构与自给能力居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总量角度看，

2023 年漯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收 9.33 亿元至 136.3 亿元，居河南省第 15 位。从增

速角度看，2023 年漯河市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 3.4%。 

从结构角度看，2023 年漯河市税收收入 96.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0.57%，

优于全省平均水平。整体来看，2023 年漯河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51.56%，居全省第 7 位，

区域财政自给能力相对较好。 

图 7：2013-2023 年漯河市财政情况  图 8：2023 年河南省各地市财政情况 

 

 

 

资料来源：漯河市财政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地市财政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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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结构及优势产业 

4.1. 经济结构 

漯河市三次产业结构逐年优化，2020 年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此后第三产业占比维持在

45%以上。2023 年，受益于服务业需求大量释放，第三产业迎来新突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8.8：39.8：51.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4.7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701.9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907.4 亿元。 

图 9：2014-2023 年漯河市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4.2. 产业优势 

漯河市在漯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

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深化质量强市战略，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攻方向，持续推进国际食品名城建设，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和战略新兴产业，推动豫中

南地区性现代物流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表 1：漯河市“十四五”产业规划 

产业 细分产业 发展方向 目标规划 

制造业 

推进国际食品

名城建设 

肉制品加工、粮食加工和休闲食品制造饮

料制造、果蔬加工、食品机械制造和食品

包装材料等配套产业药食同源类保健食品 

培育形成 3000亿级以上的食品全产业链、5000

亿级以上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绿色食品产业生

态圈，建设国际食品名城。培育一批链同构”示

范园区和领军企业，打造“河南省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和漯周驻绿色食品产业基地，争

创全国食品产业“三链同构”示范市。 

加快培育特色

产业集群和战

略新兴产业 

液压科技、装配式建筑、精细化工、电力

装备、精密制造、智能食品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现代家居、智

能装备、节能环保、5G、生物医药、新型

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百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建设中

部地区最大的现代家居制造中心。着力链条式招

引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和重点环节项目，培育若

千个高成长性和战略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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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和智能终端等 

服务业 

豫中南地区性

现代物流中心 

冷链物流、快递物流、港口物流、粮食物

流、汽贸物流、医药物流 

打造省级区域性物流枢纽核心区，成为全国冷链

物流基地建设标杆。 

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金融、电子商务、豫中南地区检验检

测中心、现代信息服务 

“十四五”末，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年均增

长 10%以上，金融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提高 2 个百

分点。 

生活性服务业 
商贸流通、现代旅游、健康养老、家政服

务 

建立城乡互联互通的流通渠道，畅通农产品进城

“最后一公里”；建设豫中南区域旅游联盟；建

设一批医养融合、康养旅游、多业融合型健康养

老产业示范基地。 

现代农

业 

高效种植业 耕地保护、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 180万亩以上，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10万亩左右，粮食总产量稳

定在 180 万吨以上。 

高效畜牧业 以“双汇产业化工程”为核心 

到 2025 年，全市生猪年出栏量达到 350万头左右

肉鸡年出栏 6500万只以上，禽蛋年产量 20万吨

以上。 

农业服务体系 

提升现代种业、农业机械化、气象保障、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水平，加强农产品安全

管理。 

到 2025 年，全市农业科技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67%；建成覆盖全市所有乡镇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

系，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争创国家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资料来源：漯河市人民政府，中原证券研究所  

整体来看，漯河市产业呈现“‘7+2’+‘1+8’+‘1+4+4’”的布局体系。其中‘7+2’指

的是农业七大种植业及两大畜牧业，‘1+8’指的是一大千亿级产业及八大百亿级产业，‘1+4+4’

指的是一大主导优势服务业、四大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四大生活性服务业。 

图 10：漯河市“十四五规划”产业布局体系 

 

资料来源：漯河市人民政府，中原证券研究所 

4.3. 产业地域布局 

根据漯河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贯彻落实县域治理“三起来”和乡镇

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建设产业先进、充满活力、城乡繁荣、人民富裕的强县区。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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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实施工业强县强区战略，强链扩链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支持临颍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三

链同构”促三次产业融合，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支持舞阳县围绕盐化工产

业链填平补齐和优势放大，加快培育临颍装配式建筑和现代家居、召陵电力装备和宠物食品、

郾城大健康、源汇区医疗器械和智能制造、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食品装备制造和液压科技等产

业集群。 

同时，强化县区服务业与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漯河市各县（市、区）重点产业分布如下： 

图 11：漯河市各区县主导产业一览 

 

资料来源：漯河市人民政府、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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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产业布局规划、产业园区、典型企业 

5.1. 漯河市三大主导产业 

2023 年下半年，漯河市出台《漯河市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按照“一群多链、聚链成群”的原则，梳理出现代食品、新材料、先进制造三大市级产业集群

11 条产业链和县（区）级 8 条特色产业链，为未来几年产业发展明确方向。与此同时，漯河市

明确由包联市领导牵头，实行“一链一专班一机构”“一链一图谱六清单”，分链制订具体行动

计划，一体推进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预计到 2025

年年末，三个产业集群产值将达到千亿级规模，11 条市级产业链将达到百亿级规模。 

漯河市围绕现代食品、先进制造和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绘制出培育新质生产力“路线图”。

现代食品聚焦营养健康、食药同源和未来食品三大主攻方向；先进制造聚焦智能装备制造、超

高压流体应用、低空产业制造等有潜力有优势的产业；新材料聚焦氟硅新材料、可降解新材料

等领域。 

5.1.1. 现代食品产业 

2024 年初，《漯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培育休闲食品、冷链食品、预制菜等重点产

业链，不断壮大功能食品、宠物食品等新兴产业链，大力发展食品辅料、食品包装等配套产业

链，构建“产、购、储、加、运、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实施亿元以上食品产业项目 70

个以上，完成年度投资 200 亿元以上。 

表 2：河南省漯河市现代食品产业布局 

区/县 产业细分方向 

临颍县 休闲食品、功能食品、调味品、预制菜、冷链肉制品、饮料食品包装 

舞阳县 冷链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 

郾城区 休闲食品、功能食品 

源汇区 预制菜 

召陵区 预制菜、宠物食品、冷链食品 

开发区 休闲食品、冷链食品 

西城区 冷链食品 

城乡示范区 冷链食品 

资料来源：漯河市各区县人民政府，中原证券研究所 

5.1.2. 先进制造产业 

漯河市依托建泰精密等重点企业，推动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发展；发挥协鑫光伏等专精

特新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电力装备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巩固高分子材料和高压、超高压胶管

产品优势，推动产业链向“制造+5G+服务”三业融合方向发展，探索培育服务型制造业新业态。 

表 3：河南省漯河市先进制造产业布局 

区/县 产业细分方向 

临颍县 精密制造、智能传感、板材加工、智能定制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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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 装备制造、盐化工 

郾城区 仿制药、创新药 

源汇区 智能家居、医疗器械、光电产业、食品装备、电子设备生产、数字推广应用 

召陵区 电力装备、智能装备 

开发区 液压胶管制造、智能食品装备 

西城区 - 

城乡示范区 冷链智能装备制造 

资料来源：漯河市各区县人民政府、大河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5.1.3.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方向。今年年初，加快漯河金大地氟硅新材料项

目建设被写入我省政府工作报告，同时，该项目也是漯河市“三个五百亿”创新引领型重大项

目中的标志性工程。2024 年 3 月，漯河市举行氟硅新材料研究院签约揭牌仪式，对推动金大

地氟硅新材料项目建设、打造全国氟硅新材料行业创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表 4：河南省漯河市新材料产业布局 

区/县 产业细分方向 

临颍县 铜基新材料、金属粉体新材料、铝基新材料、碳基新材料 

舞阳县 绿色联碱、氟硅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纳米合金负极新材料 

郾城区 PBAT新材料、化工新材料、超硬材料 

源汇区 新能源材料、高分子新材料 

召陵区 - 

开发区 光伏材料 

西城区 氟硅新材料 

城乡示范区 - 

资料来源：漯河市各区县人民政府、大河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5.2. 漯河市重点园区情况 

漯河市以中原食品实验室为龙头，加速推进创新型示范园区建设，持续培育各类创新主体、

创新平台，有效将现有的创新体系广泛应用到企业主体中，极大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激

发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各县区，创新型示范园区创建工作

深入推进，中大恒源健康生物产业园、卫龙美味产业园、舞阳联碱绿色转型产业园等一批创新

型示范园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基本完成规划引领、企业培育、形象展示等创建标准。 

根据 Wind数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各类产业园区数量 1,272个，入驻企业超过 126万家，

其中国家级、省级园区有 266个。漯河市各类产业园区 39个，占全省比例 3.07%；入驻企业 2.44

万家、占全省比例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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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河南省各地市园区梳理对比（个）  图 13：漯河市县、区园区数量及入驻企业数量（个/家）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漯河市国家级、省级园区数量共 10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5：河南省漯河市国家级、省级园区一览表 

地区 园区名称 园区级别 园区类型 面积（k㎡） 

召陵区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33.97 

临颍县 河南省临颍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家级 产业园 95.24 

临颍县 临颍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190.06 

郾城区 漯河郾城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102.11 

源汇区 漯河沙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6.3 

源汇区 漯河市沙澧产业集聚区 省级 产业园 0.14 

郾城区 河南漯河西城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省级 产业园 - 

郾城区 河南漯河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省级 产业园 - 

舞阳县 河南省舞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 

召陵区 河南漯河召陵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5.3. 11 条重点产业链典型企业 

5.3.1. 休闲食品 

代表企业：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卫龙美味、证券代码：9985.HK）。公司创

办于 1999 年，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辣味休闲食

品企业。当前，卫龙拥有 5 家生产加工基地，2 所研发中心，产品畅销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旗下产品线涵盖调味面制品、菜制品、豆制品及其他品类，重点大单品分别为大、小面筋，亲

嘴烧，麻辣棒，麻辣麻辣，魔芋爽，风吃海带，软豆皮和 78°卤蛋。2022 年 12 月 15 日，卫

龙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自此开启全球化发展全新篇章。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街村）。公司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

属 28 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集团

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河南省小麦面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属企业

分别设立有面粉研究所、面制品研究所、调味料研究所、啤酒研究所、饮料研究所、制药研究

所、化工研究所等。现有员工 8362 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2147 人，从事研发人员 4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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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冷链食品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SZ）。公司是中国

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全国 18 个省（市）建有 30 个现代化

的肉类加工基地和配套产业，形成了饲料、养殖、屠宰、肉制品加工、调味品生产、新材料包

装、冷链物流、商业外码等完善的产业链，年产销肉类产品近 400 万吨，拥有 100 多万个销售

终端，每天有 1 万多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8.93 亿元，同比下

降 4.29%；实现净利润 50.53 亿元，同比下降 10.11%。 

河南省龙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龙云集团）。公司创办于 1991 年，是融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公司拥有 3 个面粉厂、挂面厂、方便面厂、酱园有限公司、高新

科技园区、蔬菜精选包装及无公害蔬菜专卖连锁有限公司等，现有职工 1930 人。公司旗下“龙

云”牌系列面粉年加工量 15 万吨，挂面年产销量 5.3 万吨；方便面年生产量 3 万吨；无公害

蔬菜年产各类蔬菜 40 万吨。公司以稳定过硬的产品质量，被评为“河南省食品工业第一品牌”。 

5.3.3. 预制菜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SZ）。公司是中国

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全国 18 个省（市）建有 30 个现代化

的肉类加工基地和配套产业，形成了饲料、养殖、屠宰、肉制品加工、调味品生产、新材料包

装、冷链物流、商业外码等完善的产业链，年产销肉类产品近 400 万吨，拥有 100 多万个销售

终端，每天有 1 万多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20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70 亿

元，完善生猪与肉鸡养殖、屠宰、肉制品等产业链一体化建设，推动工业升级。2021 年，公司

成立餐饮事业部，专注推广餐饮食材产品，近两年围绕“八大菜系+豫菜”对接不同区域消费

需求，加强预制菜产品研发。 

河南畅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畅翔食品）。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是一家致力于肉制品、速冻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食品加工企业，主要产

品有“畅翔”台湾风味系列烤肠、“肉肽多”系列纯肉肠和“神秘酋长”系列肉制品。2016 年

在全国食品休闲之都——临颍投资建厂，引进德国哈德曼、意大利德拉瓦伊世界顶级生产线 6

条。公司高度重视科学研发工作，畅翔科研与河南农大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关

系，吸收国际国内先进技术，弘扬中原传统美食文化，研发国际领先的肉制品、豆制品和调理

品的产品。公司与广州友谊百货，广州百货、麦德龙、大润发、联华、永辉、人人乐等 KA 连

锁有深入合作，拥有遍及全国的批发及流通网络。公司是河南省中原证券 2018 年挂牌企业（股

权代码：100250），并获得“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 

5.3.4. 功能食品 

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大恒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是

天然植物提取物研发、生产和应用全产业链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历经多年的发展，中大恒

源已成为全球天然色素多色系生产制造商，共打造了 7 个系列 300 多种产品，应用于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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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饮料、糖果、糕点、卤蛋、火腿肠等食品门类中。公司现拥有院士工作站、天然色素

制备重点实验室、天然色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研发基地，以及 CNAS

认证实验室。 

5.3.5. 宠物食品 

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简称：中誉宠物）。公司专门从事宠物食品技术研发、产

品设计、生产制造。2021 年 5 月，公司率先入驻召陵区宠物经济专业园并投产，每天有 24 万

罐宠物罐头、20 万袋猫条等宠物食品走下生产线，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智利、土耳其

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短短两年时间，中誉宠物先后取得了十多项研发成果。其中，公司自

主研发的定量饲料加工装置、动物饲料生产装置和饲料加工用粉碎烘干装置等 11 项成果，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3.6. 食品辅料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街村）。公司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

属 28 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集团

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河南省小麦面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属企业

分别设立有面粉研究所、面制品研究所、调味料研究所、啤酒研究所、饮料研究所、制药研究

所、化工研究所等。现有员工 8362 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2147 人，从事研发人员 462 人。 

嘉吉食品（漯河）有限公司（简称：嘉吉食品），成立于 2011 年 9 月，注册资本 2400 万

美元，位于漯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美国嘉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漯河嘉吉食品年设计产能

为 24 万吨果葡糖浆，总投资达到 6600 万美金，年产值约人民币 10 亿元。 

河南恒瑞淀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瑞股份、证券代码：837089.NQ），成立于 2002

年，总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经开区。公司主要从事食品、纺织、造纸、建材等行业发展所需的

木薯及玉米变性淀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和未经加工的原淀粉的贸易业务。主要产品有木

薯、玉米变性淀粉；木薯、玉米淀粉等几大类别。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食品、纺织、造纸等行

业的大中型企业等，包括河南双汇集团、河南银鸽集团等。根据原淀粉的类型，公司主要产品

可分为木薯变性淀粉、玉米变性淀粉两大类。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现食用改性淀粉年产量已经

突破 10 万吨；产品涵盖食品、医药、化妆品、陶瓷、胶黏剂造纸等多个领域。2022 年，公司

总营收为 2.8 亿元人民币，其中木薯变性淀粉收入占比 72.57%，员工总数 168 人。  

漯河市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 年，注册资本 100 万元，主要经营果豆、雪花米

饼、海鲜饼、麦烧等膨化休闲食品。公司占地约十余亩，现拥有员工约 100 人。 

5.3.7. 食品包装 

 中科新投（漯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新材”），成立于 2022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中科新材依托中科院专利技术进行转化，践行科技产业报国，以保护大自然生态循环，

生产世界一流降解材料为目标，逐“绿”前行、勇“碳”新路，把握全国禁塑政策风口，建成



第 16 页 / 共 22

页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一协会两中心三工厂”商业模式，是河南省可降解塑料行业最大的新科技龙头企业。公司已

在漯河、新乡、洛阳、商丘、郑州、驻马店 6 个地市，联合当地政府平台公司成立项目公司，

形成六大产业基地，全面启动东南西北均衡发展的产业布局。六大基地共形成 80 万吨产能，

涵盖可降解塑料主要领域，能够满足河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市场需求，为河南省禁塑做好产能支

撑。其中，公司在漯河郾城区建设年产 50 万吨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园区，项目总投资 15 亿。 

漯河恒丰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原漯河恒丰机械模具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丰机械），

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位于漯河市经济开发区。公司下属产品拥有肉制品加工

设备、火腿肠生产线、绞肉机、辣条生产线、全自动火腿肠装箱机、火腿肠结扎机、魔芋生产

线和搅拌机。公司拥有标准厂房 10000 平方米，精良数控设备 50 余台，员工 120 人，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 26 名，能为各生产企业提供优质的设备和高精密度的零配件。 

5.3.8. 绿色联碱产业链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河南金山化工集团生产性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注

册资本 7.5 亿元，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纯碱、氯化铵、工业盐、三聚氰胺、尿素、甲醇等。位于

漯河市舞阳县的金大地联碱绿色转型产业园，总投资超百亿元，占地面积 4000 多亩，纯碱年

生产量达到了 500 万吨。2022 年，公司营收超过百亿元，成为漯河第三个跨越“百亿”门槛

的企业。 

5.3.9. 氟化硅新材料 

河南金海新材料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为河南金山化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3年，

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主要从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公司的千亿级氟硅新材料项目位于漯河市

舞阳县，总投资达 300 亿元，是近年来河南省单体投资最大、亩均投资强度最高的项目之一，

也是漯河市“三个五百亿”创新引领型重大项目中的标志性工程。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进行

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年产值 1000 亿元，填补我省氟硅新材料产业空白，成为全省

万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建成后产出的第四代制冷剂、特种氟橡胶等产品，将广泛

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等核心领域。 

5.3.10. 智能装备制造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利通液压、证券代码：832225），成立于 2003

年，位于漯河市召陵区。公司专注于高分子材料共混、高分子材料改性、液压软管、石油钻采

软管、压裂软管、橡塑复合软管、超高压树脂软管、流体连接件、软硬管总成及橡塑密封制品、

超高压特种装备的生产、研发与销售，是一家提供流体输送高效解决方案、高分子材料共混物

高性能解决方案、页岩油气增产酸化压裂管路高效输送解决方案、超高压水射流管路输送解决

方案、汽车空调管路系统解决方案、氢气加注管路系统解决方案、智慧管网解决方案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中

国胶管十强企业”等几十项荣誉称号。2021 年 11 月，公司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 IPO，迈向

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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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建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建泰精密）于 2015 年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位

于漯河市临颍县。公司长期专注于高精密智能手机边框的研发、生产和制造。作为智能手机制

造的关键零部件，对整个手机的质量和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024 年，公司成功入选“河

南省制造业重点培育头雁企业”。 

5.3.11. 电力装备制造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电力器材有限公司（简称：电建集团），公司始建于 1958 年，位于河南

省漯河市。公司主要生产 1000 千伏及以下电力金具、10.9 级及以下电力紧固件、特种电缆桥

架、35 千伏及以下电器开关设备、风电锚栓、锚板、光伏支架等，经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园林绿化施工、承装（修、试）电力设备、输变电专业承包、国际贸易和仓储服务等，是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 1000 千伏及以下电力金具、10.9 级及以下紧固件合格供应商。 

河南恒辉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简称：恒辉电力）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本 5017 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输电线路铁塔、通信铁塔、角钢硬横梁、钢管杆（塔）、道路照明灯杆、变电站构支

架、钢支柱、电力金具、铁附件、光伏支架、金属焊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河南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保利协鑫、证券代码：3800.HK）是香港上市公司保

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主要从事高效单晶硅棒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坐落于

漯河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项目一期投资近 7 亿元，设计单晶硅棒生产能力 500MW/年, 预计年

销售额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保利协鑫是全球领先的多晶硅及硅片供货商，为光伏发电提供物

质价廉的原材料。 

表 6：河南省漯河市重点产业链及代表企业一览表 

产业链 主攻方向 代表企业 

休闲食品产业链 辣条、麻辣面制品、火腿肠、向低油低盐低糖等健康方向发展 卫龙、南街村 

冷链食品产业链 冷链肉制品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冷链物流运输 双汇发展、龙云集团 

预制菜产业链 预制切割、生制菜肴、熟制菜肴、方便速食、中式熟食 双汇发展、畅翔食品 

功能食品产业链 食药同源、益生菌、天然色素、塔格糖 中大恒源 

宠物食品产业链 主粮、湿粮、零食、保健品等 中誉宠物 

食品辅料产业链 酵母、蛋白、浓缩果汁、食用菌等 南街村、嘉吉食品、恒瑞淀粉 

食品包装产业链 可降解新材料包装 中科新材、恒丰机械 

绿色联碱产业链 纯碱、氯化铵、小苏打 金大地化工 

氟化硅新材料产业链 
培育氟基、硅基、含氯新材料 3条产业链和含氟精细化学品等

6 大系列产品 
金海新材料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链 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电力装备 利通液压、建泰精密 

电力装备制造产业链 
固高分子材料和高压、超高压胶管产品优势，推动产业链向“制

造+5G+服务”三业融合方向发展 
电建集团、恒辉电力、保利协鑫 

资料来源：漯河市人民政府，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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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漯河市产业发展中的亮点与不足 

6.1. 漯河市产业发展中的亮点 

6.1.1. 漯河市是全国知名“食品名城”  

看漯河发展，必看食品产业。食品产业是河南省主营业务收入超万亿元的两大产业之一，

也是漯河市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目前，漯河市手握“中国食品名城”“中国食品

装备名城”“中国生态食材食品示范城市”三张食品领域国家级“王牌”。食品产业作为传统产

业，也是朝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向“优”，是漯河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截至 2023 年，漯河已连续举办 20 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风

向标”。在产业规模上，漯河市已汇聚超 7000 家食品企业，产品涵盖 18 大类、50 多个系列、

上千个品种，形成了双汇发展、卫龙美味、南街村等头部引领，中粮集团等 20 家世界 500 强、

32 家全国 500 强、75 家行业龙头企业相互协同的发展格局。2023 年，全市食品产业规模超

2000 亿元，规模占河南省的 1/5，全国的 1/50 麻辣面制品、肉制品、冷鲜肉等单品产量均居

全国第一。 

目前，漯河市形成了以双汇等为代表的肉类加工产业集群，以卫龙、南街村等为代表的粮

食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可口可乐、统一等为代表的饮料产业集群，以中大恒源等为代表的果蔬

加工产业集群，食品涵盖 18 个大类、50 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年产销肉制品 680 万吨，日

产休闲面制品 3500 吨。 

6.1.2. 漯河市冷链物流行业迎来蓬勃发展 

漯河市借助双汇的龙头效应和食品加工重点城市的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目

前，漯河市现代物流呈现集聚发展，拥有“三通一达”、顺丰、德邦、邮政等 20余个物流项目，

与食品产业高度关联的冷链物流也快速发展，双汇物流、大象物流等 6家企业进入中国冷链物

流百强，全市快递业务总量和增速均居全省前列。漯河已成为郑州都市圈综合物流副中心。 

根据统计数据，中物联冷链委发布 2022—2023冷链物流统计调研 TOP100名单。漯河市共

有 7 家企业上榜，占全省上榜企业数量的 58.33%，上榜企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较上年同期新

增 2 家企业上榜。2023年，漯河市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2020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分

3批将 66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年度建设名单。 

漯河市上榜企业分别是：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排名第 5；河南大象物流有限公司，

排名第 51；漯河市恩远物流有限公司，排名第 61；漯河市远恒物流有限公司，排名第 78；漯

河市顺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排名第 81；漯河市润腾物流有限公司，排名第 83；漯河市翔通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排名第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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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2-2023 年冷链物流百强名单河南企业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排名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2003-05-23 7000 万元 漯河市双汇工业园 5 

河南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9-05-17 1000 万元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24 

河南大象物流有限公司 2013-12-25 1000 万元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51 

河南汇普物流有限公司 2006-08-08 500 万元 鹤壁市淇县 58 

漯河市恩远物流有限公司 2017-10-27 1000 万元  漯河市源汇区 61 

河南藏金源仓储有限公司 2012-02-10 2.63 亿元 新密市白寨镇 73 

漯河市远恒物流有限公司 2016-01-11 1200 万元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78 

漯河市顺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999-08-19 1200 万元 漯河市源汇区 81 

郑州华夏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2014-08-04 1000 万元  郑州市金水区 82 

漯河市润腾物流有限公司 2017-11-02 600 万元 漯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83 

河南飞洁物流有限公司 2017-01-10 1000 万元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87 

漯河市翔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13-10-09 500 万元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92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原证券研究所 

6.2. 漯河市产业发展中的短板 

目前，漯河市发展势头迅猛，2024 年上半年 GDP 增速居全省首位，经济体量稳步扩大。

但是，漯河市经济、产业发展仍面临着产业规模不够大，体量延伸不够宽，产业链条不够长，

技术含量不够高，企业产业化水平不够高等问题。 

具体来看，作为漯河市支柱产业的食品加工行业，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企业研发创

新能力有待于加强，企业技术含量有待于提升；从产业化水平来看，漯河市仅有 2 家企业在 A

股上市，在整个河南省 A 股上市公司中占比仅 1.82%。另外，漯河市面临人才总量还不够大、

人才结构仍需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效应还不明显等问题。 

6.3. 相关建议  

依托中原食品实验室，优化食品产业结构升级。位于漯河市的中原食品实验室，先后吸纳

了 12 名院士，组建了 23 支科创团队。依托中原食品实验室，漯河市构建起“实验室+研究生

院+中试基地+孵化器+产业基金+产业园区”的全链条科研转化体系，现有国家级、省级研发平

台 132 家，食品企业每年研发新产品 300 个以上。漯河市应借助实验室东风，持续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为本市各类企业未来发展不断提供新动能。 

抢占郑州都市圈发展机遇。漯河市和郑州市都是全国重要食品加工城市，漯河应瞄准郑漯

食品产业带龙头定位，依托发达的冷链物流系统和成熟的食品加工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规模、

结构、层次全面升级，促使超级食品产业集群在全国位次持续提升。 

探索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先进制造和新材料产业。新材料产业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漯河市应依托金大地化工的规模和技术优势，打造全国氟硅新材料行业创新高地；

同时，加快智能装备等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为本市经济增长持续创造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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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和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漯河市经济总量长期处于全省第五梯队，但是经济增速不断向上突破，且

经济动能转换潜力逐步释放，呈现出良好的运行趋势。 

从区域角度看，老城区和市辖县建设对漯河市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漯河市内老

城区产业基础较好，是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临颍县、舞

阳县、郾城区和召陵区等对全市重点发展的 3大产业集群都有布局覆盖，且国家级、省级产业

园区都坐落在此。 

从产业角度看，漯河市作为全国首家传统食品名城，全市食品产业发展迅速，占全省的 1/5、

全国的 1/50，麻辣面制品、肉制品、冷鲜肉等单品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打造了从源头到终端，

从生产到研发、检验检测、包装、物流、电商、会展的全食品产业链条，成为全省万亿食品产

业集群的重要支撑。随着三产结构优化调整，漯河市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并超越第二产业，

各区县在充分发挥食品制造、新材料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对物流服务、医疗康养、文化旅游

等产业布局也加大力度。 

从企业角度看，招商引资或能成为壮大产业链实力的重要抓手。随着漯河市食品产业链的

不断壮大，多家国际和国内知名食品企业在漯河市投资建厂，成为推动漯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因此在漯河市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方面，招商引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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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提示 

经济形势和产业政策调整变动风险；数据信息动态变化与最新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掌

握资料和信息有限；所列示代表企业不够全面等。 

表 8：漯河市 A、H 上市公司一览表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所属 

区县 

上市 

日期 

上市 

地点 

总市值 

（亿元） 
申万一级 申万二级 申万三级 

000895.SZ 双汇发展 郾城区 1998-12-10 深圳 803.11 食品饮料 食品加工 肉制品 

832225.BJ 利通科技 经济开发区 2021-02-25 北京 8.90 基础化工 橡胶 其他橡胶制品 

9985.HK 卫龙美味 召陵区 2022-12-15 香港 144.82 食品饮料 休闲食品 零食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其中：市值数据截至日期为 2024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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