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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郑州工业
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实现良好开局

2012年，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尤为艰

难的一年，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足、生产成本上升、

企业融资困难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全市

工业经济高开低走，连续数月下行。面对

严峻形势，全市工信战线按照“全国找坐

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的统一部署，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克难攻坚，狠抓落实，

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实现了工业经

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的良好开局。

2012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2874.8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1.8%。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613.8亿元，增长17.2%，分别高于全国、

全省平均增速7.2和2.6个百分点，居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第2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总量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超越南京

市，由第5位上升至第4位；在全国35个大

中城市中超过南京市和宁波市，由第13位

上升到第11位。

郑州格力电器公司空调生产车间

承接产业转移
项目取得成效

我市已连续承办三届中国（郑州）承接产业转
移系列对接活动，扩大了郑州的影响，积累了承接
产业转移的丰富经验。

充分利用中国（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系列对接
活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七届中部博览会等平
台，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全年共签约河南移
动数据中心、北车集团等工业项目 105 个，签约总
额突破1000亿元。强化重点工业项目推进。华强
电子、海尔产业园、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等一批
重大工业项目相继开建，郑州电子电器产业园、宇
通重工整体搬迁、中孚高性能特种铝材等一批重大
项目推进顺利，格力电器一期、宇通节能与新能源
客车生产基地一期、三全综合基地二期等一批重大
项目竣工投产。全市投资超亿元的 596 个重点工
业项目全年累计完成投资 858.1亿元，富士康航空
港区 IT产业园、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后市场等 12
个项目年内累计投资均超 10 亿元；新竣工投资超
千万元重点工业项目 286个，新增销售收入 450亿
元。2012年，全市2141个投资超500万元的工业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1356.1亿元，创历史新高。

质量品牌战略
增强创新能力

郑煤机、好想你枣业等4家企业荣获省长质量
奖，全市 44 种产品获得“河南省名牌产品”称号，
136 件商标成为河南省著名商标。30 家规模优势
企业和 19 家高成长企业入选省“百强”、“百高”企
业。郑煤集团、豫联集团、宇通集团等 3 家企业进
入中国 500 强。全市销售收入超百亿元企业达到
11 家。郑煤机、华北石油局首次突破 100 亿元，宇
通首次超过300亿元，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有限公
司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千亿元，实现我市超千亿元企
业零突破。

加快工业创新体系建设，全年新增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1家、省级30家、市级59家。全市各类企
业技术中心达到 493家。其中，国家级 14家，省级
242家，市级237家。中孚实业“大型铝电解连续稳
定运行工艺及装备开发”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郑煤集团、宇通客车、好想你枣业 3 家企业
成为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宇通客车、光力科技
分别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和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2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 1117 亿元，
增长28.8%。

推进“两化融合”
信息化新提升

加快“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构建“企业、行业、
园区”点线面结合的新格局，全市新增省级“两化融
合”示范企业10家。大力推进国家级三网融合试点
城市建设，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全市2G和3G网
络覆盖率均在 90%以上，光纤入户家庭新增 150 万
户。以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快
电子商务发展，全年新增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2户，郑
州市纺织服装行业服务平台成功上线运营。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工业经济“三年
倍增五年超越”的意见、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意
见和支持汽车产业发展的意见，并针对电解铝行业
亏损局面实行了电价补贴政策。2012 年全市共落
实国家、省、市各类支持企业发展资金超过10亿元。

加强产销、银企和用工“三项对接”，帮助企业缓
解市场、融资难题。组织全市80户企业参加全省产
销对接会，签订产销协议 40个，金额 24.8亿元。全
年全市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721 个，协调解决 701
个，解决率达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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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速冻食品已远销海内外

七大主导产业
带动作用明显

全市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完成增加值 1671.4 亿
元，同比增长 23.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5.9 个百分
点。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83.1%，拉动全市
工业增长14.3个百分点。

2012年，全市工业战线紧紧围绕“保增长，调结
构”，积极落实各项保增长政策措施，努力克服经济
下行压力，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工业、新材料产业、生
物及医药产业、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现代食品制
造业、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业七大主导产业对全市
工业贡献突出，其中高成长性产业的电子信息工业
一枝独秀，全年完成增加值228.4亿元，同比增长1.2
倍，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为37.9%，拉动全市工业增
长 6.5 个百分点，其次是新材料产业全年完成增加
值 374.3 亿元，同比增长 17.8%，对全市工业的贡献
率16.7% 。

2012年，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419.7亿
元，同比增长 13.1%，对全市的贡献率为 14.6%。其
中汽车制造业曾受中日关系的影响，从 9月份开始
出现波动，9、10、11连续3个月增速下降，但到12月
份扭转下降格局，当月同比增速0.2%。重点企业宇
通客车生产平稳，同比增长 17.6%。全市汽车产量
367597辆，改装汽车19726辆。

2012 年，现代食品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446.8 亿
元，同比增长 15.2%，对全市贡献率为 9.5%，拉动全
市工业增长 1.6个百分点。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 、
生物及医药产业、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业分别完成
工业增加值为118.7亿元、32.4亿元、5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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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实施“工业
强市”战略，深入推进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
计划，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加快
工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以工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为载体，以技术创新发展为动力，培育主导产业，优
化工业布局，加大项目投入，突出招大引强，促进产
业集聚，加强运行调控，完善服务机制，推进“两化融
合”，狠抓节能降耗，努力保持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进一步发挥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为郑州都
市区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产业支撑。

主要预期目标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
值3100亿元，增长17%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销售收入1.2万亿元，实现利润增长10%；工业投
资力争完成1800亿元；新增1户百亿企业；全市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4%。

以“强投资”为主线，深入开展工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全市要以工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为载体，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加快项目建设，强化工业投资，增强
发展后劲。一是强化项目谋划。围绕七大工业主导
产业和八大产业基地建设，瞄准国内外500强、大型
央企和主导产业20强企业，积极谋划一批“三力型”
项目。建立完善谋划项目库，每个县（市、区）每年谋
划符合工业主导产业布局的重点工业项目要达到
300个以上。二是强化承接产业转移和工业招商工
作。三是加快工业重点项目建设。落实领导分包责
任，完善项目投资服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办
事效率，加大问题协调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程。四
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

突出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加快集聚集约发展。
围绕七大主导产业八大千亿级产业基地建设，以行
业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工业集聚区（园区）为载体，提
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着力构建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分工协作完善的产业
组织体系。要以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中国500强企
业为目标，强力实施扶优扶强工程，研究制定郑州市
大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加快全市 100 户规模优势企
业、100户高成长企业和100户行业龙头企业发展。

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打造现代产业集群。加快
各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投融资平台、公共研
发平台和标准化厂房建设，增强示范基地产业和项
目承载力。2013年，力争创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1个，省级2个，市级3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