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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魅力洛阳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辖 7县 7区，1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1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 1.52

万平方公里，中心城区面积 2280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 707.9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 470.6万人、城镇化率 66.48%。洛阳不仅以千年古都的辉煌历

史和灿烂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于世，也以现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特色鲜明

而成为华夏腹地的一颗璀璨明珠。

洛阳概况

洛阳因居于邙山之南、洛水之北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

化名城和著名古都。从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起，先后有 13个王朝在此

建都。洛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中

华古文明的重要源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古代社会重要典章制度的基础。

道学首创于此，儒学渊源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理学根植于此。博大精深

的河洛文化，使洛阳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祖根文源，萦系着无数海外华

人的心仪情结。

洛阳文物遗迹星罗棋布，山水风光多姿多彩，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51 处，省级 146 处，馆藏文物 60 余万件（套）。夏、商、周、汉

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举世罕见，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三大石

刻艺术宝库之一，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关林

是国内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建筑遗存，北部邙山上遗存着东周

以来诸朝皇陵为主的中国最大的古墓葬群，发掘出的“天子驾六”车马坑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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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近年来，依托重点文物遗址和丰富的文物资源，洛阳“东方博物

馆之都”已具有一定规模。相继建成开放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隋唐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中共洛阳组纪诞生地念馆、契约文书博物馆、牡丹博物

馆、应天门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新闻博物馆等一批特色博物馆。全

市已有博物馆、纪念馆 102座，三级以上博物馆 12座，备案博物馆总数和

三级以上博物馆数量均居全省第一，基本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门

类多样的博物馆体系。洛阳北有黄河及小浪底旅游度假区和新安万山湖景

观，南有中岳嵩山及白云山、龙峪湾、花果山、鸡冠山溶洞、陆浑水库游

览区等生态风景名胜。洛阳牡丹国色天香，名甲天下，每年举办一届的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吸引了数百万计的中外游客。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

点和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先后 6次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

近年来，洛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城市地位大幅提升。2022年洛阳市生产总值达到 5675.2亿元，增速 3.0%。

以洛阳新区开发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城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使城市功能和形象品味大大提高，相继荣获“国家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

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洛阳正在着力打造新能源电池、电子化工材料、

光电元器件、耐火材料、农机装备、高端轴承、电子显示材料、人工智能、

生物疫苗、航空装备等优势产业集群，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构建优质高效

的服务业，积极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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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各项决策部署，加快“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的步伐，以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新征程，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

投资环境

便捷通畅的交通运输

洛阳自古为“天心地胆”、“十省通衢”，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

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陇海、焦柳、郑西高铁三大铁

路干线，连霍、二广、南洛等高速公路，310、311、207国道等干线公路在

洛阳交汇，呼南高铁豫西通道正加快推进。洛阳拥有国内净空条件最好的

4D级机场，开辟有通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泰国曼谷、日本大阪、

越南河内等 30个城市的国际国内航线航班。东方红（洛阳）国际陆港已开

行洛阳到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的铁海联运集装箱班列，开行中欧（中亚）

集装箱货运班列，建成了豫西地区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枢纽。

舒适宜人的人居环境

洛阳地跨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水资源极其丰富，总量为 28亿

立方米。其中洛河、伊河、瀍河、涧河穿城而过，洛河南岸的城市新区建

设巧布水系，充满生机。城市周边有周山、小浪底 2座森林公园，城市中

心已建成东西绵延近 20公里的洛浦公园以及占地 2860亩的隋唐城遗址植

物园和尚贤苑、伊水游园等 318处大小游园。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11322.42

公顷，绿化覆盖率 44.34%，绿地率 38.5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12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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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已成为中国中西部最佳人居环境城市之一。

结构完善的产业基础

洛阳工业基础雄厚，是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期间，

全国 156 项重点工程有 7项安排在这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

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拥有中国石化

洛阳分公司、中信重工、一拖集团、中铝洛铜、洛钼集团、中船七二五所、

中航光电等众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先后被授予“中国

制造业名城”“新材料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硅材料及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中国制造 2025城市试点示范”和“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城市”等荣誉称号。

优势突出的科技实力

洛阳是我国重要的科技研发基地和新材料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在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高科技领域位居全国先进水平。现有省

部级科研院所 14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6个、

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2个，各类研发机构 2000余家，中科院和

工程院院士 5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8万余人，是中西部地区科技实力较

强、人才高度密集的科技型城市。洛阳市先后荣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等称号。获批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城市基地示范。

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

洛阳矿产资源丰富，境内已发现金属、非金属、能源和水气等矿产资

源 106种（含亚矿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 44种，查明资源储量

的矿产地 882 处（含共伴生矿产）。钼、金、萤石、铝为洛阳最重要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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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优势矿产。其中，钼矿储量居全国首位，为世界三大钼矿之一，是全国

最大的钼精粉基地，被誉为“中国钼都”。黄金储量居全国第三位，银、白钨、

铅、锌等资源储量居河南省第一位。

高效快捷的投资服务

对外开放是洛阳经济发展的主战略。在投资服务方面注重与国际接轨，

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对来洛投资的外商从项目咨询、洽谈到注册登记、

办理营业执照，实行“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审批，重大项目实行首席服务

官制度，为项目实施提供全程服务。公开、透明、高效的行政环境和依法

办事的法制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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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开放洛阳

近年来，洛阳市委、市政府立足于副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抢抓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机遇，聚

焦“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新辉煌”目标，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

新、促发展，高质量建设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和各类开发区，“四路协同”建设同时发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

展成效明显。洛阳已与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投资合作关系，在洛的境

内外 500强企业达到 124家，与世界 215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475

种“洛阳制造”商品走向世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加

快形成。

“四路”协同

针对洛阳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不沿海、不靠边的实际情况，洛阳市全

面畅通“空陆海网”四条丝绸之路建设。以机场三期改扩建为切入点，畅通“空

中丝绸之路”；以开行中欧（中亚）国际货运班列、铁海联运集装箱货运班

列为突破口，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网上丝绸

之路”，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四路”协同的发展格局。2022年，

洛阳北郊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71万人次；东方红（洛阳）国际陆港稳定运行

中欧（中亚）班列和到宁波、青岛的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吞吐量 2.37万

标箱；跨境电商通关平台累计通关 106万单，产品出口美国、俄罗斯等 67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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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开放平台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

2017年 4月 1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以下简称“自

贸区洛阳片区”）挂牌成立，规划面积 26.66平方公里，位于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洛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洛阳）跨境电商综

试区的核心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自贸区、自创区、国家高新区、综保区

和跨境电商综试区“五区叠加”区域之一。自挂牌以来累计入驻各类市场主体

3.96 万余家，其中企业主体 2.17 万家，是挂牌前的 4.6倍，成功引进格力

电器产业园、银隆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等重大项目。

中国（洛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2019年 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洛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洛阳将加快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和人才培训暨企业孵化平台建设，促

进传统贸易电商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探索

具有洛阳特色的内陆型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径。

洛阳综合保税区

洛阳综合保税区位于自贸区洛阳片区，2020 年 5月获批设立，占地面

积 1.37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保税研发和保税加工，形成保税研发、保税加

工、保税制造、保税物流、保税贸易、保税服务多业态共存的运营模式，

打造“服务中原地区的保税物流基地”“辐射全国的保税智能制造基地”“引领

行业的保税设计研发基地”“面向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基地”“链接

国际的进出口商品交易展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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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2021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被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目前，洛阳打造了 18个服务外包和信息产业园区，服务企业数量达到 988

家，从业人员 16.55万人，形成了工业设计、工程技术、文化创意、维修维

护等九大优势及潜力领域，“洛阳服务”和“洛阳智造”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

力显著增强。

国家级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92年，2012年 10月升格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2022年，成功跻身百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行列。先后获

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先导

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省级大数据产业示范园区”

等荣誉称号。当前，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科创园”

发展战略，抢抓产业风口，正着力打造以中航光电为龙头的光电元器件产

业集群、以洛阳轴承为龙头的轴承产业集群、以惠中生物为龙头的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以格力电器为龙头的白色家电及新能源产业集群、以中移在

线为龙头的大数据产业集群五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全力建设主导产业突出、

新兴产业聚集的国际化园区。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洛阳市现有工程机械、复合材料、摩托车及零部件、钢制家具 4个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有色金属、太阳能光伏、铝钛钨钼材料产业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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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基地进出口占全市的比重超过 60%。逐步形成了

以东盟、欧盟、美国、巴西、韩国等市场为主体的多元化、全方位出口市

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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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投资导向

2022年，洛阳市将以发展“风口产业”为主线，锚定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沉浸式文旅目的地三大目标，培育壮大新

能源电池、电子化工材料、光电元器件、农机装备、航空装备、高端轴承、

耐火材料、电子显示材料、人工智能、生物疫苗等十大产业集群，全力推

动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新能源电池产业有一定发展基础，现有中航锂电、铜

一金属等上下游重点企业 20余家，涵盖锂电池、燃料电池、电池材料、动

力电池应用等领域，2022年产业规模达 180亿元。中航锂电的动力锂电池

及电池管理系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凯迈测控、嘉盛电源等企业在电池储

能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等方面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销售，2022 年我市牵手

宁德时代在洛布局年产 120GW的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共同培育新能

源电池产业生态，助力打造双千亿级产业集群。

发展方向：依托中航锂电、铜一金属等推进河南省大容量锂电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洛阳市多金属复合材料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推动

新能源电池关键核心部件技术进步，在新能源电池材料领域实现突破。重

点布局负极材料、电芯技术、电池用铜铝箔、氢燃料电池等领域项目。

招商领域：锂电池电芯制造和集成领域、氢燃料电池、电池材料、动

力电池乘用车和特种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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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工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市电子化工材料产业集群以洛阳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化工园区（石化园区+华阳园区）为载体，主要是以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洛阳宏兴新能化工有限公司、洛阳炼化宏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为龙头骨

干的石油化工产业集群，以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昊华气体有限公司、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等为龙头骨干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拥有各

类创新平台 117 家，其中国家级 6 家，省级 25 家。2022 年产业营收达到

900亿元。

发展方向：打造上下游一体、产业链完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西部

地区重要的电子化工材料产业基地。依托洛阳石化现有炼油能力和拟实施

百万吨乙烯项目，重点发展烯烃、芳烃两大产业。依托中硅高科和昊华气

体技术基础优势，重点打造硅氟新材料化学品产业，积极构建基于芯片生

产加工制造微观环节的高端化学品生态圈。重点布局高端硅基材料、高纯

含氟特气、光刻胶、芯片湿化学品、芯片抛光材料等系列项目。

招商领域：乙烯下游高端橡塑化工材料，硅基电子化工新材料，乙烯

下游产业链，含氟、含硅电子化工材料等

光电元器件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具备较为完整的光电元器件产业发展基础，形成了以

中航光电为龙头的光电元器件和材料制造体系，2022年全市光电元器件产

业规模超 360 亿元，且呈快速增长态势。中航光电研制的中高端光、电、

流体连接元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通讯与数据中心、轨道交通、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56Gbps高速光电连接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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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依托中航光电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围绕中航光

电引进配套企业，提升产业链本地配套率，构建光电元器件产业科技创新

体系，打造全国重要的光电元器件产业基地，推动“千亿光电洛阳”建设。

招商领域：半导体材料、光纤光缆、精密模具制造、精密机械加工、

精密塑压、光电芯片、印刷电路板、高端光电设备等。

农机装备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是我国农机装备技术、产业的发源地，我国农耕历史

上第一台履带拖拉机、重型无级变速拖拉机、无人驾驶拖拉机均在这里诞

生。目前，全市农机装备产业已形成了以中国一拖集团、国家农机装备创

新中心等企业为龙头，涵盖整机、基础材料、农机关键零部件等产业完整

链条，共有农机装备及相关零部件生产企业 500多家，具备年产 15万台拖

拉机、1.5万台收获机械的生产能力，2022年，产业集群营收达 350亿元。

发展方向：推进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河南省农机装备产业研究院

建设。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世界 500 强企业等在洛设立研发

机构。形成农机装备产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密切协作、纵向连接、横向配

套的完整产业链。

招商领域：大马力拖拉机关键零部件、高效能收获机械、智能化农机

具、核心零部件等。

航空装备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市在航空器整机、机载设备与系统领域拥有基础优势，

形成了以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中航工业 613 所等领军企业（院所）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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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航空装备产业集群，现有重点企业 20 余家，民口配套企业 40余家，

2022年产业规模约 280亿元。

发展方向：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依托宜阳县、洛龙区、伊滨区重点布

局形成集聚效应，提升洛阳市在全国航空装备产业链中的影响力，打造国

际领先、国内一流航空装备产业集群，进一步带动相关高端制造业发展。

招商领域：精密机加工、光学组件、集成电路及电子信息领域等。

高端轴承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是我国轴承五大生产基地之一，拥有行业唯一的国家

级科研院所、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全国唯一设有轴承方向专业的大

学，诞生了我国第一套特大型轧机轴承、转盘轴承和风力发电轴承。目前，

全市共有轴承及相关零部件生产企业 300 余家，拥有洛轴、轴研所、新强

联等行业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 250亿元，是国内轴承产品品种最全、用

途最广的综合性轴承生产基地。

发展方向：力争到 2025年建成国家轴承创新中心、省技术创新中心等

创新平台，掌握高端轴承技术核心竞争力，布局一批高端轴承产业园区，

形成集聚效应明显、竞争优势突出的轴承及基础件产业集群。

招商领域：轴承材料、大型轴承、核心零部件、专用和高端精密轴承

等。

耐火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耐火材料产业是洛阳市传统优势产业，“一五”时期在洛布

局的耐火材料厂、耐研院奠定了全市耐火材料的产业基础。拥有国内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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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级综合性耐火材料研究院中钢洛耐院，耐材企业业近百家，培育了

中钢洛耐和洛阳利尔 2家龙头企业国内排名均居前 10位，中钢洛耐、科创

新材两家上市企业，具备炼铁、炼钢、精炼连铸用耐火材料，电解铝、铜

铅锌冶炼用耐火材料，玻璃窑、水泥窑用耐火材料，煤化工、石油化工用

耐火材料等系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在创新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具备

较强的基础。

发展方向：形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业重大科技成果，建成国际

一流的耐火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研发基地，建成全国领先的耐火材料产品生

产制造基地。大幅提升全市耐火材料行业智能化、绿色化。

招商领域：钢铁等传统产业用耐火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用耐火

材料、航空航天用高温新材料等。

电子显示材料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目前洛阳市电子显示材料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在玻璃基板、

溅射靶材、电子特气等方面有一定的配套基础，拥有龙海玻璃、凯盛信息、

四丰电子、昊华气体等重点企业。其中，龙海玻璃具备年产 3200万㎡信息

显示玻璃原片的生产能力；凯盛信息具备年产 3180万片 ITO导电膜玻璃的

生产能力；四丰电子钼靶材产品在国内显示面板市场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一，

是国内唯一一家实现钼铌合金靶材的量产供货企业，在钨钼溅射靶材领域

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发展方向：以产业链上游基础材料、中游显示模组生产和面板制造为

主、下游智能终端应用为辅，构建以伊滨区为核心载体，涧西区、偃师区、

孟津区等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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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领域：电子显示基础材料（如：高世代玻璃基板、靶材、偏振光

片、液晶材料、有机发光材料、彩色滤光片、驱动 IC等）、面板、显示模

组、智能终端等。

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市人工智能产业有一定基础，入选国家“千兆城市”，

1.3万多家企业“上云用数”，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70余家，2022年核心

产业规模约为 31.8 亿元，同比增长 76.6%。寒武纪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 AIDC)、360数字创新总部、华为昇腾人工智能实验室等重大项目相继落

地。洛阳大数据产业园、智能科技产业园、古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社区等

重点园区建设顺利推进，智能巡检轨道机器人、玻璃盖板品质检测设备、

新一代半导体智能光学检测机、人工智能三维视觉模组等人工智能创新产

品实现批量化生产。

发展方向：在智能机器人、智能成套装备、智能检测设备等若干重点

细分领域形成技术优势，推进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

发、行业应用示范、场景建设，提高重点领域与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招商领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创新平台、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及上下

游产业链配套、人工智能示范场景方案提供及打造、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等。

生物疫苗产业集群

产业基础：洛阳在生物制品、动物疫苗、诊断试剂与仪器、兽用预防

及治疗药品等领域有一定的基础优势。培育了普莱柯生物、华荣生物、恒

恩生物、莱普生等有行业竞争力的企业。普莱柯生物创新水平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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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荣生物拥有

先进的酶催化、代谢工程和生物发酵技术；恒恩生物正在布局抗原、磁珠、

血清 NC膜生物原材料，5项体外诊断试剂产品产品国内领先，30 余项产

品填补省内空白；依托中科科技园区，孵化培育赛奥生物、中科生物芯片、

普泰生物等科技型中小企业百余家。

发展方向：加快普莱柯 P3实验室、华荣生物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

心洛阳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恒恩生物医学体外诊断试剂重点实验室等重大

研发平台建设，推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用疫苗、生物制品、诊断试剂核心

原料等方面实现新技术突破，推动生物疫苗产业在全国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招商领域：生物制品、动物疫苗、诊断试剂与仪器、兽用预防及治疗

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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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

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优化发展，依托郑洛西科创走廊，打造都

市核心区、环都市区、南部生态发展区三大圈层，形成“一廊三圈”总体格局。

一、都市核心区

发挥基础设施配套较好、创新资源相对集聚的优势，大力发展科创产

业，形成“一轴两平台”产业空间布局。洛龙区聚焦光电连接器和云计算、通

信电子设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大数据等产业，蓄力发展现代金融、电

子商务、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西工区聚集商贸服务、智能制造、科技服务、

电子信息等产业，重点开展洛阳智能科技产业社区、西工硅巷数字经济产

业社区、红山小镇、洛神广场等项目建设。老城区依托科技产业和历史文

化优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重点开展古都

科技产业社区建设。瀍河区聚焦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重点依托联

东 U谷科技创新谷等载体，加强数字领域新基建。伊滨经开区聚焦智能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科技服务等产业方向，打造科技产业新城。涧西区聚

焦大型成套装备、轴承、新能源、新材料，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业

服务能力提升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重点开展科创小镇及科技产业社区建

设；其中，高新开发区聚焦智能装备、电子信息量大主导产业，发展生物

医药、科技服务业等方向，擦亮“周山高新”名片。

二、环都市区

发挥制造业基础较好、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迭

代集聚，促进从单一功能的产业向功能复合的产业新城迈进。偃师区重点

发展绿色智能装备制造、高端吸附新材料主导产业，培育节能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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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节能环保产业集群、三轮产业集群、特种电缆产业集群和新材料产业

集群。孟津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培育精细

化工新材料产业，打造高端石化产业集群。新安县重点发展高端轴承等装

备制造、铝钛新材料主导产业，培育医疗装备产业，打造农机、铝钛、轴

承等产业集群。宜阳县重点发展航空航天、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主导

产业，培育航空航天产业，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伊川县重点发展智能

装备制造、绿色高端耐火新材料主导产业，打造铝钛及耐火材料集群。

三、南部生态发展区

发挥自然资源充足、生态基础良好的优势，优化提升矿产品深加工等

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高效农业、生态康养等特色产业。栾川县优化

提升钨钼氟新材料等产业，依托山水生态旅游资源，培育健康养老、高端

民宿、研学游基地等新兴产业。汝阳县优化提升绿色建材，推动建材产业

向高端组件、绿色装配式建筑转型发展，培育壮大香菇、白酒等特色产业。

嵩县优化提升黄金钨钼矿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培育壮大中医药等产业。洛

宁县优化提升金银铅等矿产品深加工，培育文化旅游、绿色食品、名优家

居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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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投资参考

投资成本参考

电价价格 单位：元/千瓦时

居民生活用电

（1千伏以下）
第一/第二/第三档电量

0.56/0.61/0

.86

一般农业生产用电
1千伏以下 0.4842

1-10千伏 0.4752

工
商
业
及
其
他

变压器容

量315千伏安及

以上用电

1-10千伏 0.730279

35-110千伏以下 0.714279

110千伏 0.696279

220千伏及以上 0.686279

变压器容

量315千伏安及

以下用电

1千伏以下 0.737679

1-10千伏 0.710179

35-110千伏以下 0.683379

水费价格 单位：元/立方米

居民生活用水

每户每年 144吨以下 4.2

每户每年 144-180吨 5.65

每户每年 180吨以上 10

非居民生活用水 5.9

非居民生活用水

（工业）
4.1

特种行业用水 15.7

天然气价格 单位：元/立方米

居民
户月用量 50立方米及以下部分 2.66

户月用量超过 50立方米的部分 3.46

非居民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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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投资服务机构

洛阳市招商引资办公室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6号

电话(TEL)：0379-63935693

洛阳市商务局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6号

电话(TEL)：0379-63935693

洛阳市发改委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6号

电话(TEL)：0379-63940929

洛阳市科学技术局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6号

电话(TEL)：0379-63926668

洛阳市国资委

地址：洛阳新区市政府大楼 15楼

电话(TEL)：0379-86868514

洛阳市市场监管局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与市府西街交叉口西侧

电话(TEL)：0379-63196151

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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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 232 号

电话(TEL)：0379-63938022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涧东路 1号院

电话(TEL)：0379-63337769

洛阳海关

地址：洛阳市周山路 22号

电话(TEL)：0379-64319040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地址：洛阳新区市政府大楼 14楼

电话(TEL)：0379-86862060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

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 439号

电话(TEL)：0379-63320500

外地驻洛商会名单

洛阳福建商会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建福路 8号天成一品负一楼

电话：0379-63375111

洛阳温州商会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健康东路 8号

电话：0379-6336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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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山东商会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 2号中侨房地产大厦 1607室

电话：0379-68610921

洛阳江苏商会

地址：洛阳市高新区宜必思酒店 16层

电话：0379-63223796

洛阳浙江商会

地址：洛阳市王城大道雅香金陵商务办公楼 419

电话：0379-63319339

洛阳安徽商会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日报社 11楼 1107

电话：0379-65186899

市级驻外招商联络处

洛阳驻北京招商联络处

联系方式：杨晓俐 13703173028

洛阳驻上海招商联络处

联系方式：韩红 18637976688

洛阳驻深圳招商联络处

联系方式：赵汝宪 1883790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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