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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107 个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新动能” 

——区域经济研究报告 

核心要点： 

 河北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明显。作为环京重镇，河北省一直是北

方经济大省。近年来，河北经济建设卓有成效，经济增速与全国平均

水平持平。2023 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4.3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位列全国 GDP 排名第 12 位。河北省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大力压减钢铁、水泥等产能的同时，深入创建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大量承接京津转移企业和单位，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持续提升。 

 河北产业集群发展潜力大。河北是传统工业大省，在全部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和 207 个行业中类中，已覆盖 40 个行业大类、193 个

行业中类。河北正综合统筹推进区域内有优势、有基础、有发展潜力

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4+4+3+N”产业体系格局。在产业集聚

方面，河北有 12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其中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个。

近年来，河北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和促进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其中年营收超过 75 亿元的产业集群有 107 个，被列为省级重点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涵盖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医药、新能

源、纺织、食品等领域。 

 河北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规模效应明显。2024 年上半年，河

北省 107 个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1.5 万亿元，约

占 333 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总营收的 69%。2023 年，河北省营收超千

亿的集群有 6 个（平山金属制品、武安铁基新材料、迁安精品钢铁、

渤海新区黄骅绿色化工、丰南绿色钢铁、安平丝网），营收 500-1000

亿元的产业集群有 10 个，营收 100-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有 80 个。 

 推动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当前，河北产业集群

存在若干问题，如区域分工统筹政策不明确、要素流动存在壁垒、创

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平台共享机制不到位。推动产业集群持续高质量发

展，应当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实现区域分工合作，增强科技创新支

撑、引领提升集群创新能力，培优育强龙头企业、构建高水平产业共

同体系，营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探索创新集群治理机制。 

 风险提示：地方债务压力大，产业集聚发展慢。 

相关报告： 

《河北资本市场月报（2024 年第 7 期）》 

《河北资本市场月报（202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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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商务区晋商

联合大厦 

邮 编：1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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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发展现状：经济质效齐升，财政自给率高 

1.1 北方工业基地和经济重镇，制造业比重较大 

河北是北方工业基地和经济重镇。河北省位于我国的华北地区，与北京、

天津直接接壤，南接山西、北连内蒙古，是围绕北京的重点省份之一，其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作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重镇，河北省集聚了钢铁、医

药、能源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2023 年，河北省生产总值实现 4.39 万亿元，

全国排名第 12 位，比上年增长 5.5%，高于全国 5%的 GDP 平均增速。2021-

2023 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4.04 万亿元、4.2 亿元、4.4 万亿，同比

增长分别为 6.5%、3.8%、5.5%。 

一二三产业结构稳定，制造业占比较大。产业结构方面，2023 年，河北

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4466.2 亿元，增长 2.6%；第二产业增加值 1.64 万亿元，增

长 6.2%；第三产业增加值 2.30 万亿元，增长 5.5%。三次产业比重为 10.2∶

37.4∶52.4，第二产业占比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8.3%），第三产业占比较低

（全国 54.6%）。2018-2023 年，河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较为稳定，二三产业

占比约 9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河北作为工业大省，制造业是工业

支柱，2023 年，河北省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51584.8 亿元，总量位居全国第 6，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5.9%，增加值增速在十个工业大省中排名

第 3。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为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区域制造业比重，未来

河北将持续布局先进制造业，不断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制造业水平，加快建

设制造强省。 

 

图 1：2016-2023 年河北省 GDP 及其增速  图 2：国家级产业集群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wind，财达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财达证券整理 

 

河北省经济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2021-2023 年，河北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上升，分别实现 12705.0 亿元、13509.9 亿元和 13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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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2%、6.3%和 1.6%。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为 3.73 万元、3.98 万元和 4.12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65

万元、1.82 万元和 1.94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河北省近年固定资

产投资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速有所波动。2023 年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6.1%，较 2022 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 

 

表 1：2021-2023 年河北省经济基本情况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0391.3 42370.4 43944.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0 7.6 6.1 

进出口总额（亿元） 5415.6 5629.0 5818.4 

出口额（亿元） 3029.8 3407.4 2312.9 

进口额（亿元） 2385.9 2221.6 350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509.9 13720.1 15040.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9791 41278 4363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179 19364 2068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0 101.8 -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88589.5 99818.3 112396.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67610.4 76291.7 86389.3 

数据来源：河北省财政厅，财达证券整理 

 

1.2 公共收支有所变化，财政自给率高 

2023 年，河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86.1 亿元，同比增加 5.70%%，位列

全国第 9；其中，税收收入 2577.7 亿元，占比 60.14%，位列全国第 28。政府

性基金收入 2230.17 亿元，同比增加 8.9%，位列全国第 15；其中，土地出让

收入 1912.03 亿元，占比 85.73%。财政支出方面，2023 年，河北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9605.7 亿元。 

 

表 2：河北省主要财政指标情况 

序号 
2022 年 2023 年 

数值（亿元） 增速（%） 数值（亿元） 增速（%）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83.98 -2.01 4286.1 5.7% 

税收收入 2242.70 -18.02 2577.7 14.9 

转移性收入 - -   



· 

 

 

区域经济研究 

请务必阅读免责声明                                                                   6  

表 2：河北省主要财政指标情况 

序号 
2022 年 2023 年 

数值（亿元） 增速（%） 数值（亿元） 增速（%）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336.45 5.76 9605.7 3.2 

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6.10 -28.18 2230.17 8.9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1718.31 -29.98 1912.03 11.27 

政府性基金支出 3917.29 5.77 3928.96 0.3 
数据来源：河北省财政厅，财达证券整理 

 

1.3 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得当，风险较小 

截至 2023 年末，财政部下达的河北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9059.6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7322.4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1737.16 亿元。截至 2023 年

末，河北省政府债务余额 18427.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946.99 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 11480.41 亿元，债务余额控制在财政部批准的限额之内。2023 年，

河北省政府债务还本 1506.5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还本 788.915 亿元、专项

债务还本 717.64 亿元。 

 

表 3：河北省债务情况 

序号 
2022 年 2023 年 

数值 增速 数值 增速 

地方债务余额（亿元） 15749.09 19.07 18427.4 17.0 

地方债务限额（亿元） 17159.10 15.61 19059.6 11.08 

债务率（%） 257.16 99.52 250.2 -2.71 

负债率（%） 37.17 13.50 41.93 12.81 
数据来源：河北省人民政府，DM 查债通，财达证券整理 

 

2 河北产业集群发展：以工业产业体系为基础，集聚央地

产业集群 

2.1 工业基础坚实，打造“4+4+3+N”产业体系格局 

河北省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河北是传统工业大省，

根据河北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在全部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和 207 个行

业中类中，已覆盖 40 个行业大类、193 个行业中类，覆盖率分别达到 97.6%和

93.2%。2022 年河北省政府印发《河北省建设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十四

五”规划》提出，增强钢铁、装备、石化、食品、医药、信息智能、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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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现代商贸物流、文化旅游、金融服务、都市农业等 12 大主导产业支

撑地位，构筑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为两翼的现代产业体

系。 

河北省正全力打造完整产业体系格局，突出发展重点行业。 “十四五”时

期，为进一步综合统筹推进有优势、有基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正全力打造形成“4+4+3+N”产业体系格局：（1）做优做强钢铁、装备制

造、石化和食品 4 大传统优势产业；（2）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新能源和新材料 4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3）加速发展应急、被动式超低

能耗建筑、康复辅助器具 3 大高潜产业；（4）前瞻布局区块链、太赫兹、类

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氢能与储能、合成生物、前沿新材

料、第三代半导体、柔性电子等 N 个未来产业。到 2025 年，河北省将形成两

个万亿级、5 个五千亿级、两个三千亿级和一批千亿级产业，打造一批国内有

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2 以国家级产业集群为核心，省级产业集群构成有效补

充 

2.2.1 拥有 12 个国家级产业集群，数量居中 

国家级产业集群渐成规模，总量已超 400 个。产业集群作为相同产业高度

集中于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具有地域集中、产业关联、协同

合作的特征，并通过关联企业以及支撑机构的相互作用、协同产生产业整体竞

争优势。近年来，我国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明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级

产业集群 420 个，其中，创新型产业集群 109 个，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66 个，

先进制造业集群 45 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00 个。 

国家级产业集群在经济发达地区居多，河北拥有数量处于平均数量以下。

从区域分布上来看，国家级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经济大

省、制造业大省广东国家级产业集群数量最多达 41 个，占比 9.8%。江苏、山

东国家级产业集群超 30 个，分别为 37 个，36 个，浙江、上海、湖北、福建

国家级产业集群超 20 个，湖南、安徽、四川、江西、河北、北京、重庆、天

津、河南、广西、陕西、辽宁、贵州超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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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国家级产业集群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财达证券整理 

 

河北国家级产业集群有 12 个，其中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个。近两年，

河北省重点推动产业集群建设，已有国家级产业集群（包括京津冀共建的）12

个，其中先进制造业 2 个，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1，创新型产业集群 4 个，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个，具体情况如下： 

 

表 4：河北省国家级产业集群名单 

产业集群类型 集群名称 地区 

先进制造业集群 
保定市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 保定 

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 京津冀 

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石家庄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石家庄 

创新型产业集群 

石家庄药用辅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石家庄 

邯郸现代装备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邯郸 

邯郸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 邯郸 

保定新能源与智能电网装备创新型产业集群 保定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 

河北省安平县丝网产业集群 衡水 

河北省玉田县印刷包装机械产业集群 唐山 

河北省河间市再制造产业集群 沧州 

河北省平乡县童车产业集群 石家庄 

河北省清河县羊绒及制品产业集群 邢台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财达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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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有 107 个 

依托各区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推动下，河北省各地区特

色产业逐渐成长为支撑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在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方面，河北

省依托既有资源禀赋，培育了众多特色产业集群。截至目前，河北省累积培育

了 333 个年营收超过 5 亿元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除雄安新区外实现县域全

覆盖，形成县县有产业集群的发展局面，其中，年营收超过 75 亿元的产业集

群有 107 个，被列为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一系列产业集群政策的加

持下，河北省内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迅速。截至 2023 年，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营收总额突破 4 万亿元，增速达 9.8%；2024 年上半年，全省 333 个县域

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近些年，河北省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引导和促进产业集群高质量

发展。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尤其是相关税收

优惠、资金扶持、土地供应等政策有利于引导和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近两来，河北省出台了一系列聚焦产业集群的政策文件，包括支持战略性产业

融合、实现“共享智造”、培育中小企业和“领跑者”等，为河北省产业集群

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表 5：河北省推动产业集群相关政策 

序号 时间 单位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1 
2024 年

6 月 

河北省政

府办公厅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

“共享智造”行动方

案》 

以“共享智造”为突破、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以龙头带动为依托、以质量标准为牵

引，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迭

代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集群

向“新”而行、向“质”图强、向“上”

突围。 

2 
2023 年

4 月 

河北省政

府办公厅 

《加快河北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行

动方案（2023-2027

年）》 

明确河北省重点支持的九大产业集群、重

点培育的八大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发展方

向，并提出若干保障措施以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化发展。 

3 
2023 年

4 月 

河北省工

业和信息

化厅 

《河北省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培育指南》 

重点围绕提升集群主导产业优势、激发集

群创新活力、推进集群数字化升级、加快

集群绿色低碳转型、深化集群开放合作和

提升集群治理和服务能力方面着手，提升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特色化、集群

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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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河北省推动产业集群相关政策 

序号 时间 单位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4 
2022 年

7 月 

河北省政

府办公厅 

《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领跑者”企业培

育行动方案》 

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企业上市、科

技赋能、产业升级和强链补链、金融助力

和冀有特色行动方面提出相关培育集群

“领跑者”的相关举措。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财达证券整理 

 

3 河北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3.1 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介绍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主要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十四五”期间，河北省明确

区域产业定位，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建“一核、两极、四带、多集群”的空间

发展格局，11 个地市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形成了“龙头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条-

产业集聚-产业基地”的集群发展模式。 

 

图 4：“十四五”时期河北省制造业总体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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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北省人民政府，财达证券整理 

 

在 333 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营收超过 75 亿元的 107 个省级重点县域

特色产业集群构成河北现代产业体系的底座和重要组成部分（见附表 6）。从

地区来看，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涵盖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

息、医药、新能源、纺织、食品等多个领域。 

 

图 5：河北各地市产业集群所属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财达证券整理 

 

从地区分布来看，沧州市的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量最多，达到 24

个，占总量的 22.4%；其次为邢台市，数量也达到了 20 个；石家庄和保定都

拥有 13 个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邯郸、廊坊、衡水、唐山的省级重点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分别为 9 个、9 个、6 个和 5 个；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的

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数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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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河北各地市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分布 

 

数据来源：wind，财达证券整理 

 

3.2 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现状 

产业集群式发展可以通过产业链、供应链高效配合与协同创新，促进优质

要素资源在特定区域内优化配置，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增强

产业发展竞争力。2024 年上半年，河北省 107 个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实现营业收入 1.5 万亿元，约占 333 个特色产业集群总营收的 69%。2023 年，

河北省营收超千亿的集群有 6 个：平山金属制品、武安铁基新材料、迁安精品

钢铁、渤海新区黄骅绿色化工、丰南绿色钢铁、安平丝网；营收 500-1000 亿

元的产业集群有 10 个：徐水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安国现代中医药、鹿泉

电子信息等；100-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有 80 个：宁晋智能装备制造、清河羊

绒及制品、永年紧固件等。涵盖了装备制造、食品医药、钢铁等 9 个产业大类

的 66 个细分领域，其中，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营业

收入占比达 17%，增速高达 15%以上。 

在特色产业集群内，河北省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490 家、“小巨

人”企业 227 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9 家，培育集群“领跑者”企业

403 家，支持“领跑者”企业投入资金更新生产、研发、检测、试验设备 1028

台（套）。截至 2023 年底，“领跑者”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 5.98%，以

“领跑者”企业为核心组建集群创新联盟和产业技术研究院 189 家，开放共

享各类研发机构 309 个。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凭借技术“一招鲜”，形成了行业

隐形冠军，其中，125 家“领跑者”企业产品填补了国内外市场空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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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营收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1）平山金属制品产业集群 

平山县位于石家庄，该县充分发挥钢铁产业的传统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

强化集群效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术引进等多措并举，平山县的金

属制品产业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2023 年营业收入达到了 1652 亿元，是石

家庄唯一超千亿的产业集群，该产业集群在平山县乃至更广泛的区域内都具有

重要的经济地位。 

（2）武安精品钢材产业集群 

武安是邯郸的县级市，重点培育了精品钢材、铁基新材料等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其中，精品钢材产品涵盖“板、带、线、型、管”五大类型，是邯郸市

唯一营收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同时，武安先后建成中厚板、中宽带等全链条

生产线，形成了特优普品种齐全的“金字塔”产品结构。 

（3）迁安精品钢产业集群 

迁安市是唐山的县级市，也是河北省内“钢铁重镇”。近年来，通过聚焦

钢铁资源型城市转型，围绕钢铁产业强链延链补链，优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高附加值、高竞争力产品，推动钢铁产业向“精品化、链条化”迈进。迁安先

后实施了首钢、九江等 18 个产能置换、绿色改造项目，抓好首钢智新高性能

取向硅钢、九江短流程炼钢等 12 个精品钢铁项目，同时，落实“千项技改”

和唐山“百项技改”项目 15 个以上，加速打造全国电工钢生产基地，进一步

提升钢铁产业集群竞争力。 

（4）渤海新区绿色化工产业集群 

渤海新区位于沧州，形成了以石油化工为主导，煤化工、盐化工、精细化

工为协同，上下游循环互动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是沧州市委提出的“18+7”

规模最大的特色产业集群，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100 亿元。近些年，

通过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联动和上下游之间的联动，初步构建起以石油化工、

煤化工、盐化工为基础，以烯烃产业链、芳烃产业链、浓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为主导的绿色化工产业体系。这一集群不仅实现了资

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还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向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领

域发展，致力于打造我国北方千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 

（5）丰南绿色钢铁产业集群 

丰南区隶属于唐山市，是我国三大铁矿石基地之一，群采矿规模最大，居

全国首位，具有炼铁产能 2218 万吨，炼钢产能 2151 万吨。丰南绿色钢铁产业

集群内的产品主要以热轧卷板、热轧带钢、螺纹钢、冷轧镀锌板、型钢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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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重要的带钢生产基地。近年来，丰南区以高端化、链条化为主攻方向，

延伸钢铁产业链条，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竞争力产品，全面提升精品钢铁比

重，该区高附加值精品钢材产品比重达 40%。 

（6）安平丝网产业集群 

安平县隶属于衡水，是全球最大的丝网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目前，安平

丝网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85%，占全国出口量的 80%以上。2023 年，安平县丝

网年产值达到 1006 亿元，在全县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贡献率

均超过 70%，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先后被国家授予“中国丝网产业基

地”“中国丝网产销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中国丝网织造

名城”“中国丝网之都”等荣誉称号。 

4 推动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建议 

4.1 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1）区域分工统筹政策导向不明确 

当前，河北省从省级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产业集群的政策文件，但尚未

出台指导区域产业分工的指导性规划或政策，相关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发展规

划尚不能承担起政策指引工具的职责，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重点多有交叉

重叠，如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就超过 20 个，发展重点存在竞争关系。此外，

跨市、区、县的产业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各地产业集群发展基本局限在各自行

政范围内，跨地区一体化发展受到限制，产业集群发展很难做到全省统筹协调。 

（2）各类要素流动遭遇区域壁垒 

打造全国性、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在物理空间上需要实现各类资源要素自

由有序流动。然而，目前河北省在行业监管、政策支持等方面，省内各市之间、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或开发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仍习惯于运用特殊优

惠政策，特殊的补贴、特殊的减免、特殊的服务等等，较为明显的行政壁垒对

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了制约。 

（3）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平台共享机制不到位 

现有产业链围绕重点区县或核心平台逐步扩散，同时创新资源加速往重点

区县或核心平台集聚，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现阶段河北省经济

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创新资源在省内重点区县和其他区域分布极不均

衡，导致重点区县负担偏重，其他区域则无法享受创新资源正向带动效应。今

年 7 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智造”行动方案》

提出，推动集群建设一批面向行业、区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但建设资金和运

行成本区域共担机制尚未建立，后续平台运营面临自我造血功能有待提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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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体制仍需突破事业单位限制等问题。 

4.2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1）强化政策引导，实现区域分工合作 

强化政策和规划顶层设计，促进区域分工有序有效，同时，创新利益协调

机制，调动重点区县引领分工积极性，激发重点区县协同带动区域创新能级提

升，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协调布局。此外，通过建立灵活合作机制，实现

平台共建共享，发挥区域特色优势，有效促进产业链空间合理分布。河北有多

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存在重合，应当分工打造，积极推进世界级龙头企业培育工

程，通过分工聚焦，有力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充分发挥雄安新区和中

国（河北）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推动各区域在“科创+产业”转化衔接

创新上取得突破。 

（2）增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提升集群创新能力 

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瞄准国际顶尖，摸排六大千亿产业集群在核心技术、

基础材料、关键器件、重点装备等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制定路

线图和实施方案，聚焦破解各集群最亟待解决难点问题，灵活运用不同支持方

式和解决举措，提升产业发展基础支撑能力。围绕集群产业需要，以群主企业

为主体牵头实施重大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以点带面串联，推动集群关键技术突

破。同时，加大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力度，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加

强重大科创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

新发展。支持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建立新型研发机构，谋划建设、合理

布局高标准、高水平产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系

列创新平台，支持有实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研发机构，开展前沿科技探索

和战略性新产品开发。 

（3）培优育强龙头企业，构建高水平产业共同体系 

龙头企业是产业发展的“顶梁柱”，能够通过技术、品牌、人才、管理等

优势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围绕其聚集，形成系统完备、有机统一的产业集群。完

善龙头骨干企业遴选方式和重点项目库，对于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切实做好土地等要素保障。在重点领域落实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大力

支持龙头骨干企业牵头打造产业共同体系，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关键资源要素整

合，探索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无缝对接，培育壮大一批深耕河北、具有较高

全球影响力和强大产业链整合带动能力的龙头骨干企业。从金融政策和举措上

支持现有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上市融资等多种方式做大做强，引导资源要

素、关联企业向龙头企业聚集，重点培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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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各集群企业间横向流通交流，形成以不同细分领域集聚空间为有效载体，横

跨多个行政区域的创新合作机制。 

（4）营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探索创新集群治理机制 

河北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应当建立在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优化

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之上，从而建立政府合同协议、行政承诺兑现的监管体系。

在加快“共享智造”建设方面，建议探索下放涉及产业发展的相关项目管理等

权限，尽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做到各项惠企政策确保落

实到位，真正降低集群企业用电、用气、融资等各类生产要素成本和制度性成

本。此外，实行顶格落实减税降费降成本政策，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最大限度压

减省及省以下涉企税费水平，确保政策红利精准便捷惠及市场主体。值得重视

的是，河北省应当从全省的高度统一集群发展规划引导，加强集群发展动态监

测，促进政产学研金等相关单位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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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6：河北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序号 城市 区县（市） 集群名称 

1 石家庄 正定县 正定县板材家具产业集群 

2 石家庄 元氏县 元氏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3 石家庄 元氏县 元氏县医药化工产业集群 

4 石家庄 新乐市 新乐市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5 石家庄 无极县 无极县皮革产业集群 

6 石家庄 无极县 无极县装饰材料产业集群 

7 石家庄 平山县 平山县金属制品产业集群 

8 石家庄 晋州市 晋州市纺织产业集群 

9 石家庄 行唐县 行唐县乳业产业集群 

10 石家庄 鹿泉区 石家庄市鹿泉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11 石家庄 藁城区 石家庄市藁城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2 石家庄 藁城区 石家庄市藁城区医药产业集群 

13 石家庄 辛集市 辛集市皮革服装产业集群 

14 承德 宽城县 宽城县冶金采选产业集群 

15 承德 滦平县 滦平县铁矿采选产业集群 

16 承德 平泉市 平泉市食用菌产业集群 

17 张家口 怀安县 怀安县汽车产业集群 

18 张家口 张北县 张北县新能源产业集群 

19 张家口 张北县 张北县大数据产业集群 

20 秦皇岛 昌黎县 昌黎县金属材料产业集群 

21 秦皇岛 昌黎县 昌黎县皮毛产业集群 

22 唐山 迁西县 迁西县精品钢产业集群 

23 唐山 迁安市 迁安市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24 唐山 迁安市 迁安市精品钢产业集群 

25 唐山 滦州市 滦州市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26 唐山 丰润区 唐山市丰润区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27 廊坊 香河县 香河县家具产业集群 

28 廊坊 文安县 文安县人造板产业集群 

29 廊坊 文安县 文安县钢铁压延产业集群 

30 廊坊 文安县 文安县塑料化工产业集群 

31 廊坊 固安县 固安县电子信息（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32 廊坊 大城县 大城县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33 廊坊 大城县 大城县绝热节能材料产业集群 

34 廊坊 大城县 大城县红木文化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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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河北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序号 城市 区县（市） 集群名称 

35 廊坊 霸州市 霸州市特色定制家具产业集群 

36 保定 顺平县 顺平县肠衣产业集群 

37 保定 曲阳县 曲阳县雕刻产业集群 

38 保定 蠡县 蠡县毛纺织产业集群 

39 保定 蠡县 蠡县皮革产业集群 

40 保定 蠡县 蠡县橡胶工业产业集群 

41 保定 高阳县 高阳县纺织产业集群 

42 保定 高碑店市 高碑店市商贸物流产业集群 

43 保定 定兴县 定兴县食品产业集群 

44 保定 安国市 安国市药业产业集群 

45 保定 徐水区 保定市徐水区汽车制造产业集群 

46 保定 白沟新城 保定市白沟新城箱包产业集群 

47 定州 定州市 定州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48 定州 定州市 定州市体育器材产业集群 

49 沧州 盐山县 盐山县管道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50 沧州 肃宁县 肃宁县皮革毛皮产业集群 

51 沧州 肃宁县 肃宁县针纺产业集群 

52 沧州 任丘市 任丘市新型建材产业集群 

53 沧州 任丘市 任丘市电子通讯设备产业集群 

54 沧州 任丘市 任丘市交通设备产业集群 

55 沧州 任丘市 任丘市电力设备制造产业集群 

56 沧州 任丘市 任丘市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57 沧州 青县 青县电子机箱产业集群 

58 沧州 南皮县 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集群 

59 沧州 孟村县 孟村县弯头管件产业集群 

60 沧州 黄骅市 黄骅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61 沧州 河间市 河间市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62 沧州 河间市 河间市保温材料产业集群 

63 沧州 河间市 河间市工艺玻璃产业集群 

64 沧州 河间市 河间市汽车配件产业集群 

65 沧州 河间市 河间市再制造产业集群 

66 沧州 东光县 东光县化学产业集群 

67 沧州 东光县 东光县纸箱机械产业集群 

68 沧州 东光县 东光县塑料制品产业集群 

69 沧州 沧县 沧县食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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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河北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序号 城市 区县（市） 集群名称 

70 沧州 沧县 沧县服装服饰产业集群 

71 沧州 泊头市 泊头市环保设备制造产业集群 

72 沧州 泊头市 泊头市铸造产业集群 

73 衡水 枣强县 枣强县复合材料产业集群 

74 衡水 枣强县 枣强县毛皮产业集群 

75 衡水 深州市 深州市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76 衡水 安平县 安平县丝网产业集群 

77 衡水 故城县 故城县服装服饰产业集群 

78 衡水 景县 景县橡塑制品产业集群 

79 邢台 威县 威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80 邢台 沙河市 沙河市玻璃产业集群 

81 邢台 清河县 清河县稀有金属产业集群 

82 邢台 清河县 清河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83 邢台 清河县 清河县羊绒产业集群 

84 邢台 平乡县 平乡县自行车产业集群 

85 邢台 平乡县 平乡县智能电动玩具产业集群 

86 邢台 宁晋县 宁晋县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87 邢台 宁晋县 宁晋县单晶硅产业集群 

88 邢台 宁晋县 宁晋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89 邢台 宁晋县 宁晋县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90 邢台 南宫市 南宫市高档服装服饰产业集群 

91 邢台 隆尧县 隆尧县食品产业集群 

92 邢台 临西县 临西县轴承产业集群 

93 邢台 巨鹿县 巨鹿县机件加工产业集群 

94 邢台 广宗县 广宗自行车（童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95 邢台 襄都区 邢台市襄都区煤化工产业集群 

96 邢台 信都区 邢台市信都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97 邢台 任泽区 邢台市任泽区机械制造产业集群 

98 邢台 南和区 邢台市南和区宠物食品产业集群 

99 邯郸 武安市 武安市精品钢材产业集群 

100 邯郸 魏县 魏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01 邯郸 涉县 涉县冶金产业集群 

102 邯郸 曲周县 曲周县自行车（童车）产业集群 

103 邯郸 邱县 邱县食品产业集群 

104 邯郸 临漳县 临漳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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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河北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序号 城市 区县（市） 集群名称 

105 邯郸 大名县 大名县食品加工特色产业集群 

106 邯郸 成安县 成安县现代装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 

107 邯郸 永年区 邯郸市永年区标准件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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