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民族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正形成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底，中
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 265.11 万人。仅 2016 年就有
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
58.48％。

这是一个国家崛起于世界舞台的“磁场效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对海外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附力。拥抱“中国机遇”，投身“中

国梦”，成为众多海外人才的共同选择。
这是一个执政党求贤若渴的宽广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千
人计划”“人才签证”“留学生创业”……不拘一格招才引智，为
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在“大磁场”的强大引力下纷纷归
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洪流，弄潮其中，风光无限。

ZHENGZHOU DAILY6 2017年1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司建伟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综合新闻

“大磁场”的引力——
“我想回中国”，不做巨变的

旁观者，要做巨变的创造者

“你想回中国？”
“对，这个机会很有吸引力。”
“你这个方向系里缺人，终身教职何其宝

贵，有人梦寐以求却没有拿到。”
“谢谢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国东部时间 2017年 1月 26日，已获弗

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邓巍巍向
系主任请辞回国。

4月 27日下午。在美国讲台上完最后一
堂课后，邓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笔灰，与学生作别。
此时，他在美国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还是走？邓巍巍不是没有纠结过、徘
徊过。“你从哪里来？”在美国的那些年，这个众
所周知的终极问题时常拷问着他的内心。

2016年 9月 15日，中国“天宫二号”成功
发射。曾经的大学同学坐在发射指挥大厅里
参与发射，而身在美国的邓巍巍只能靠刷朋友
圈，来了解发射的情况。

那是一种游离于家门外的感觉，这感觉撞击
着他的心，也让他找到了那个终极问题的答案。

飞速发展的祖国，有着强大的磁力，吸引
着他踏上归国的路。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早于邓巍巍 5
年回国的袁军华喜欢用钱学森的这句话诠释
他的离开。

“我怕再不回来就晚了！我不想当祖国发
展的看客！”

2012年，袁军华受召于“千人计划”青年
项目，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
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年后，他的夫
人，同样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张榕京回国。

…………
归去来兮，许多人遵从的是内心的呼唤。

“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
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
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留
德学子的回信从中南海传遍全球：“走，回中
国！”一时间，归国成潮。

国际大咖回来了——
2017年，蜚声中外的“大师”、世界著名计

算机学家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姚期智长期从事计算机科学和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是迄今为止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最高奖项“图灵奖”得主中唯一一位亚裔专家。

实际上，姚期智早已“归心似箭”——十余
年前，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清
华，他先后创办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理论计算
机科学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
中心，亲自授课，指导学生论文，其计算机科学
实验班被外界称为“姚班”。十余年间，一批批
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迈向世界学术舞台。因
为“分量重”，姚期智回国被视为海外高层次人
才回归中国的“风向标”。

领军人物回来了——
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单分子

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
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
使中国在各自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
了10年到15年。

夫妻双双把家还——
从加拿大归来的一对夫妻何理、卢宏玮，

丈夫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妻子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国我们现在已经参与到国家级重
大工程建设中，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在国外
是很难想象到的。”卢宏玮说。

同门团队把业创——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

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
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
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
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英国《自然》
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
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80、90后”登场了——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杂志评选的

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创新人物（TR35），中
国“80后”青年科学家戈钧跻身其中。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一毕业，戈钧即
选择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回来时，带着怀
孕的妻子。“中美之间的科研条件在迅速缩小
差距。”戈钧说。

从第十二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开始，而
1980至 1984年龄段成为绝对主力，“90后”首
次闯入“青千”榜单。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
中国留学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态势成为

“现象级”：1978年，归国人员仅以数百人计；
2009年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2012
年 27 万人，2016 年突破 40 万人……人员结
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扩展。从业领域从科
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堪称全方
位“登陆”。

“大磁场”的魔力——
归国人才找到了创新创业的

大舞台，“迎来了黄金时间”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时，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的燕绍九博士

正在美国怀俄明大学做访问学者。“只有身临
其境才真切体会到，对美国而言，肇始于华尔
街的那场金融危机比当年的14级飓风‘比尔’
更恐怖。”

危机的寒风迅速吹到科研领域，经费投入
青黄不接。“很多研究中断了。项目批不下来，
研究生缩招。”燕绍九回忆说。

此时的中国，一个倾全国之力的引才聚才
计划正在酝酿。2008年的 12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主要是围绕
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孙学玉表示，海归主要是被“吸”回来的。
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大磁场”。
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指导下，中央组

织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
技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组成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工作小组。各地各部门建立引才工作
小组或办事机构。

人才项目推动引才聚才。继中央启动国
家“千人计划”后，各省区市、高校、大型企业及
社会组织的“海外引才计划”全速推进。北京
的“海聚工程”、江苏的“双创计划”、陕西的“百
人计划”、广东的“珠江人才计划”、深圳的“孔
雀计划”……多地把引才办事处设在了国外，
有的甚至把引才联络办公室开设到了美国知
识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为促进归国科学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
不断完善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落户、入出
境、税收、医疗待遇、社会保险、子女入学、配偶
就业、项目申请、经费补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这是中国“大磁场”的魔力，归国人才在这
里找到了创新的大舞台——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学岛建起世界
上最先进的强磁场实验装置的故事，是近年来

“归国圈里”的美谈。
“强磁场有强魔力。”“越比较越自信。”率

先回国的“头雁”、强磁场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说
的感言，道出了这8位博士的共同心声。国内
的科研条件今非昔比，在这里可以拥有“独立
实验室”，而在美国是很难实现的。

他们看到，位于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
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阳”、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
中子源、北京怀柔的“北京光源”……一个个大
科学工程或相继完工，或即将上马。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
量为1.57万亿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
增长11.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
发经费投入国家。调查中有 81％的留学归国
人员认为，国内创业机会比国外“要更好，甚至
好得多”。

这就是中国“大磁场”的魔力，归国人才在
这里找到了创业的大天地——

庞大的市场，为归国人才创业提供广阔的
舞台；升级的需求，让归国人才所掌握的高技
术得以施展。他们创办的环保、新能源、生物、
金融等领域公司，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快
速萌生、成长。

“二维码居然已经取代了大妈的零钱筐。”
让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美国普渡大学计
算机系终身教授漆远没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国
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创新刮目相看。

“万万没想到，中国市场的魔力如此强
大。”漆远告诉记者，他回国后加入的蚂蚁金服
团队已经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普惠金
融服务，公司形成了独特的“硅谷帮”现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李永
旺这样感叹：“我要是留在国外的话，一辈子只
能给国外的‘大牛’打下手、当跟班。”如今，中
科合成油与神华集团合作在宁煤投产成功煤
制油项目，已占据世界全面领先优势。

七月的黄淮平原，太阳顶着天高。连续袭
来的热浪，焦烤着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吴丽
芳和她“80后”“90后”的学生们。

为了抢建一个移动羊棚进行农牧耦合改
土技术试验，他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

“我们有 3个核心试验示范区，在怀远、涡阳、
太和县，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两周去
一次，车上放个袋子，里面放着球鞋、胶鞋、草
帽。”吴丽芳说，现在化肥能撒，农机能开，有时
在农村一待就是几个月。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带领团队
攻关“杂交水稻”技术，帮助解决中国人吃饱饭
的问题。如今，从新加坡归来的吴丽芳，依托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与农业
工程研究所，作为中科院“第二粮仓科技工程”
总协调人，求解“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

“粮食安全方程式”。
小麦赤霉病，多见于黄淮海平原，被称为

“小麦癌症”。吴丽芳从新加坡回国后，与它对
阵了三年。团队通过交叉学科研制出一种隐
性纳米防护膜，喷一次，就像是给小麦涂一层
防 晒 霜 ，赤 霉 病 的 发 病 率 可 降 低 50％ 至
70％。项目目前已进入产业化商谈阶段，计
划明年上市。

谈起归国的感受，吴丽芳说：“中国这个
‘大磁场’的设置是为科学家的未来发展提供
了无限可能，我们因此迎来了科研的黄金时
间，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场”的活力——
做伟大复兴“生力军”，助力祖国

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穿越历史的星空，总会发现那相似的足迹——
一部百年中国留学史，就是一部推动中国

近现代化的变革史。
150年前，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国早

期留学生，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60多年前，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邓稼

先等留学归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他们经过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

化视野的历练，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意

愿，是全新的国际化人才群体。

他们将带给我们怎样的世界？

“海归科学家作为知识技术转移的人才力

量，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生

力军、高新技术应用的推动者、推动中国创业

发展的领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有关

负责人指出。

——促进基础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70％以上的教育部

直属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都有海

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千人计划”分 13批引进

7000余人，绝大多数来自美欧等科教发达国

家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包括 6名

诺贝尔奖得主、80余名美欧等发达国家科学

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施一公等海外

回国人才带领下，自2009年以来，已在《自然》

《科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 70多篇，国际

影响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国家博物馆

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彼岸的学

生们分别发去短信：“希望努力学习，早日归

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这条信息，他的学生，“80后”的青年科学

家陆朝阳在手机里存储至今。陆朝阳与老师

潘建伟有一个“心灵契约”：老师推荐他去英国

剑桥大学学习量子技术，他承诺学成回国效

力，把最新理论和方法带回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潘建伟分赴海外学

习的弟子，以极高的“归巢率”陆续回国。正是

这样一支队伍的归巢，使得中国近年来量子科

研异军突起，连续在量子理论、量子通信、量子

计算等研究领域涌现世界级成果，在量子革命

的发展史上，标注下新的印记。

——助推科技创新创业大潮。

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创建了大批高新技

术企业，促进形成创业文化，为中国经济带来

新的活力。

如李彦宏创立百度公司等，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创办的企业已有 73家挂牌上市。“千

人计划”专家、浙江贝达药业公司董事长丁列

明，成功研发出世界第三个、中国第一个小分

子靶向抗癌药“凯美纳”；同为“千人计划”专家

的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德

超，回国后带领团队开发上市了我国第一个具

有全球知识产权的生物创新药“康柏西普”，是

我国近10年批准上市的第一个大分子药物。

“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50.9％升至 2016 年的 56.2％，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发明专利申请受理跃居世界首位并

保持领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学人才做出积极贡

献。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300 多

个，入园企业 2.4万家，2015年技工贸总收入

超过2800亿元。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2017 年 5月，我国南海海域天然气水合

物（可燃冰）首次试采成功，将对推动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卢海龙担任试采工程首席科学家。载人航

天、“天河”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蛟

龙”系列深海潜水器等战略高技术突破背后，

留学人才身影频现。

2017 年 9月 25日，中国“天眼”落成启用

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东，却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世界独一无二

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24年，8000多

个日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

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这位清华大学

无线电系高才生，放弃日本国立天文台客座教

授职位，将生命燃烧在崇山峻岭间的中国“天

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促进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

一些专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

中提出“中国方案”，推动重要国际性学术会议

在中国召开，提高了我国在相关领域学科的国

际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回国，人才

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

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撬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千人计划”的实施，推动各单位在人才和

科研机制上大胆突破、先行先试、新人新策、特

事特办，实现“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许多
专家带回先进科研管理理念和经验做法，对国
内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大磁场”的伟力——
从“索我理想之中华”到“兴我

理想之中华”，把“我的梦”融入
“中国梦”

2017年 9月 12日，G81次，一趟开往中原
的“人才列车”，满载着海归学子。这一天，欧
美同学会在郑州召开年会，海归大军吹响集
结号。

美、德、英、法……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每
一个角落；学术前辈、先进青年，他们带回来最
先进的知识、最前沿的理念。

“让我再讲几句好不好？”“请再给我五分
钟，五分钟就行。”……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
传递着绿叶对根的情意。

104年前，顾维钧等人发起欧美同学会，
希冀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进步理念，为国
家强盛贡献力量。可在积贫积弱的年代，多少
人报国无门，抱憾终身。

今天，欧美同学会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逆
转。归国对于留学生们而言，不再是“毅然决
然”的抉择，而是拥抱希望的“欣欣然”。他们
成了中国创新创业的领跑者和生力军。

百年潮，中国梦。
历史的大潮逐梦浪高。

“从上世纪美国、日本、韩国3个国家的成
功赶超看，实行人才优先战略，是其成功的秘
密武器。”孙学玉表示，谁抢占了人才培养、吸
引和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未来。

西方媒体评价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吸引流失在外的人
才回国。中国将其视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
进国家经济发展到新水平的关键捷径。

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看来，人才需要“掐尖”。
作为上世纪 8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1987

年底，白春礼结束在美国的留学返回中国。“回
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他说。

白春礼把当时国际最先进的纳米技术研
究带到了国内。29年后，已经成为中科院院
长的他，又把王中林——国际上研究纳米最优
秀的科学家之一，引回国内。

王中林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教
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发电机——纳米
发电机，又因在纳米技术领域的基础贡献，当
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这是中国紧缺的拔尖人才。对比美国 20
多人的实验室，中科院为他提供了200人的团
队，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围——王
中林舍不下如此优厚的科研条件。“回国吧”，
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决定。

“人才计划不是拔苗助长，也不能‘请来女
婿气走儿子’。”在白春礼看来，用好现有人才、
引进急需人才、稳定关键人才、培养未来人才，
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径和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柔性
引才。尊重人才流动规律，但求所用，不求所
有。回来，我们欢迎；再走出去，再回来，我们
还欢迎。”孙学玉说。

不拒众流，海纳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
人才并重，中国不断为全球人才竞相在华创新
创业提供沃土。

中国仍处于引才“黄金机遇期”，正在以识
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
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
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2017年的一个夏日，太湖边的演播厅内
座无虚席。一场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
会主办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主题音乐会在这
里举行。

著名海归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演奏的《梁
祝》、吉林大学黄大年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散文
朗诵、演奏家邓建栋领奏的二胡曲……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一首
《东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字眼无不叩响在人们心间。

百年前，也是透过这水与天的相连，求学
海外的学子们从海上归来，共同凝聚起全民族
千千万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千难万险。大海，
隔不断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国的赤诚之情；海浪，
寄托着一代代海归始终不渝的强国之梦。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
里。”习近平总书记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种海鱼名鲑，不管游到何处，成熟后
都会踏上逆水返乡的旅程，只为心中唯一的梦
想——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归潮深处，正是“鲑鱼”们永远烙上中国印
的文化基因，是为 21世纪中华崛起贡献智慧
的血脉贲张。

人们相信，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
行统一起来，就能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人民实现
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之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中国的
海归创新之音越来越激越、昂扬。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海归梦 中国梦
——中国最大留学人才“归国潮”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 赵承 陈芳 余晓洁

产学研项目在郑转化
最高可获300万补贴
本报讯（记者 王红）记者昨日从市科技局获悉，为

促进科技成果在郑转化，我市出台《郑州市产学研合
作计划实施细则（暂行）》，“达标”产学研项目最高可
获300万元财政支持。

新政规定，产学研计划项目支持范围包括：驻郑
高校、科研院所（包括由政府主导成立的新型研发机
构）面向企业开展的委托研发项目、成果转化项目和
技术转让项目。

申请产学研计划项目需要具备啥资格？政策规
定，科技项目要符合我市战略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
科技服务业发展需求，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切实
解决企业技术需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签订
有科技合作协议或合同，且签订时间应在项目申请之
前三个年度以内。

计划项目实行后补助支持方式。对确定支持的
项目，以项目申请单位从合作企业实际取得的研发经
费为基数，给予项目申请单位一定比例（最高 50%）的
资金后补助。其中，研发经费为 200万元以下的，按
50%的比例予以补助；研发经费超过 200万元的，对
200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按30%的比例予以追加补
助；对 5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 20%的比例予以追加补
助，总计最高给予300万元的经费支持。

12月1日起
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
放贷取得利息免增值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为推动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关于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自今年
12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将金融机构小额贷款
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范围由农户扩大到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除了免征增值税政策范围扩大以外，享受免税的
贷款额度也由单户 10万元扩大至 100万元。通知明
确，小额贷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 100万元（含本数）的
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
信额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 100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通知强调，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存
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小额贷款利息收入，按
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构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算
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通知还提出，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
合同免征印花税。

“华龙一号”核电项目
首台发电机研制成功
新华社成都11月6日电（记者 谢佼）“华龙一号”

核电项目首台发电机 6日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
有限公司通过了“型式试验”，全部指标达到和优于
设计要求，标志着我国“华龙一号”首台发电机自主研
制成功。

“华龙一号”首台核能发电机由东方电机自主研制，
将应用于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站5、6号机组。“型式试验”
结果显示，轴承振动要求不高于50微米，实测最小端仅
为3.9微米。其他部件振动也大大低于设计要求。

通过30余项测试，经真机四天旋转试验，“华龙一
号”核能发电机顺利通过验证，性能指标满足并优于合
同和标准要求，机组效率、振动值、温升等机组性能均
优于技术引进机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华龙一号”在计算方法、结构布置、结构材料、绝
缘技术等方面有多项设计创新，采用自主开发的电磁
计算程序、新型通风冷却技术、绝缘系统以及静态励磁
系统、整体式定子结构等，发电机效率达到99％。

10月份

郑州市区二手房
挂牌均价稳中有降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全国知名房产
统计机构房天下数据研究中心了解到，今年10月份郑
州二手房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 15693元，相比上个月
15817元的挂牌均价，下降了124元，全市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效果逐渐显现。

数据显示，市区二手房挂牌均价中，郑东新区连续
数月保持最高，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23124元，其次是
金水区，挂牌均价 16427 元，挂牌房价最低的是高新
区，挂牌均价为 12389元，次低为经开区，挂牌均价为
13466元。从区域、价格和户型来看，购房者搜索最热
的是金水区，最热的商圈是管南区域，最热的价格区间
是 100万至 130万，最热的面积区间是 70至 90平方
米，最热的户型是 3居，最热的地铁站点是地铁 1号线
市体育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