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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国家先行先试国家支持河南迎机遇支持河南迎机遇
优势突出勇挑优势突出勇挑大梁腾飞正当时大梁腾飞正当时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解读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特派记者 孙新锋刘俊礼王文霞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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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经济是以航空枢纽为依托，以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以提供高时效、高质
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并参与国际市场分工
为特征，吸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集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航空运输正成
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高端生产要素、提升国家
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航空港经济日益成
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民用航空局
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共有51个城市先后
提出54个航空经济区的规划与设想；在我国省
级行政区中，有29个省（市、自治区）在2013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发展民航业的具体举措。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意义重大，河南郑州区位优势明
显。批复指出：“建设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对于优化我国航空货
运布局，推动航空港经济发展，带动
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
全方位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河南郑州综合优势明显：一是区
位交通优势突出。郑州航空港地处
内陆腹地，空域条件较好，一个半小
时航程内覆盖中国 2/3 的主要城市
和 3/5 的人口，郑州机场规划建设 4
条以上跑道，去年货邮吞吐量增速
居中国大陆大型机场首位，每周全
货机航班居中西部主要机场第 2
位。全省铁路营业里程4822公里，

以郑州为中心“米”字形布局的高铁
网正在加快建设，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5830公里，所有县城均可20分钟
内上高速公路，陆空对接、多式联
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日趋完善，货物集疏的物流成本和
时效成本优势明显。二是产业基础
和发展态势良好。一批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航空运输等企业加快向
郑州航空港集聚，美国联合包裹、俄
罗斯空桥、富士康等国际知名企业
已进驻发展，郑州已成为全球重要
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航空枢纽建
设和航空关联型产业互动发展的良
好局面初步形成。三是开放条件不
断完备。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保
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等集中布局，口岸功能不

断完善，各类园区与航空港联动机
制初步建立，通关便捷化程度较高，
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即
将启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河南郑州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
区位条件优越：地处我国内陆腹地，
空域条件较好，便于接入主要航路
航线，适宜衔接东西南北航线，开展
联程联运，有利于辐射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具
有发展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陆空
衔接高效：郑州机场是国内大型航
空枢纽，规划建设4条跑道，发展空
间大；郑州市是全国铁路网、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枢纽，陆空对接、多式联
运、内捷外畅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日益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持续

提升。产业基础良好，郑州机场货
邮吞吐量增速居全国重要机场前
列，以富士康为龙头的智能手机生
产基地初步形成，截至 2012 年年
底，富士康生产苹果手机1.05亿部，
占全球苹果手机的 70%；已有上百
家富士康协理厂商落户，并带动100
多个产业、400 多个配套企业入驻。
一批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航空运输
等企业加快集聚，呈现出航空枢纽
建设和航空关联产业互动发展的良
好局面。开放活力彰显，国家在中
部地区设立的首个综合保税区、保
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等在区内集中布局，航空、
铁路、公路口岸功能不断完善，开放
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2 年实验
区进出口总额达294亿美元。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
河南的机遇，也是全国和世界的机遇。
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全力推动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按照国
家发展规划，河南将把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作为中原经济区
建设的战略突破口，作为河

南对外开放、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的综合性抓手，作为率
先创新体制机制、为全省改革发展探索
路子积累经验的有效平台，高水平编制
实验区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高标准建设各类软硬件设施，建立完善
高效率的管理运转机制，力求实现高速
度可持续发展。一是建设竞争力强的国
际航空货运枢纽。以发展航空货运为突
破口，拓展优化航线网络，把实验区基础

设施建设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相结
合，强化陆空交通衔接，

构建设施先进、网络完善、支撑有力、运
行高效的航空货运集疏系统。二是建设
航空经济产业体系。依托航空货运网
络，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链和消费
供应链，带动航空偏好型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重点打造全球重
要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和国际电子信息
产业基地。三是建设绿色智慧航空都
市。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的理
念，发展高品质公共服务，培育空港、产
业、居住、生态功能区共同支撑的航空都
市，建设现代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四
是建设内陆开放型航空港区。完善提升

开放平台服务功能，构建国际化营商环
境，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内陆开
放门户，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市
场提供平台。

规划为我们清晰勾勒了郑州未来发
展的美好蓝图，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
们一定能够把国家第一个航空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最具发展活
力和增长潜力的区域，成为中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郑州由此走向世界，
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港区中心城区建设初具规模

综合保税区海关查验中心

昨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
会，省长谢伏瞻，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吴天君与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发展规划等方面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那么，规划将
为河南、为郑州带来什么？河
南有哪些综合优势推进实验区
建设？实验区的战略定位和目
标是什么……中原报业传媒集
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为您一
一解读。

新郑国际机场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的核心

创造“通关第一速度”的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相关链相关链接接

综合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 开放条件升级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设
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赋予河
南先行先试权利的基础上，在口岸通关、
航线航权、财税金融、土地管理、服务外包
等方面给予实验区政策支持。赋予河南
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推进航空管理的先行先试，优先
开放郑州的第五航权，适当的时候开放
第七航权。二是创新海关监管制度，促
进航空物流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先行先
试的方面相应制定优惠政策，包括航空管

理上，凡是对进驻到实验区的中外航空公
司在航线的经营权、航班时刻等方面都给
予支持；在金融政策上，进驻实验区的金
融机构，可以适时探索开展综合经营试
点；对于设立在综合保税区的融资租赁公
司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在实验区开展离岸
结算业务。三是服务外包政策方面，规划
支持实验区设立服务外包的产业园区，享
受服务外包有关的优惠政策。四是财税
政策上，规划明确提出由财政部牵头要
专题研究支持实验区的财税政策。在土

地政策上明确建设用地指标要向实验区
倾斜。在境外人员的往来方面提出要积
极研究对外国人在郑州机场的口岸入境
提供便利政策，促进通关便利化。

同时，国家各部委将积极为实验区
建设提供帮助，营造环境。国家发改委
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积极
履行职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实验区建设，
着重在专项规划编制、产业布局与项目
核审、政策细化与实施方面给予必要支
持，会同有关部门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实

施情况评估，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把
规划贯彻好、落实好。

中国民航局将采取有力措施，全力
助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在规划布局方面，中国民航局将突出发
挥郑州机场的区位优势，打造中原地区
的枢纽机场。进一步引导航空公司向郑
州机场聚集，引导航空产业向郑州聚
集。同时，在开辟国际航线、国际航班衔
接等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发挥其重要功能。

战略机遇
为中原经济区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规划为河南振兴、中部崛起提供战略机遇，为中原经

济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年 3 月 7 日，国务院批复了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这是继去年《中
原经济区规划》之后，国家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
重大战略部署。国家决定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既是着眼于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
放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又是基于河南发展航空港经

济的优越条件和基础。规划指出，建设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有利于优化航空货运布局，提升我

国民航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我国航
空港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

方式转变；有利于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探索中西部地区全方位扩大开放

新途径；有利于构建中原经济
区战略突破口，带动新型
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

代化协调发展。

规划亮点
航空经济发展主题

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是国家第一个以航空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所以它

具有不少亮点和特点。规划紧扣航空经济发展主题，整个规划以发展航空经济为
主线，所以其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以及设置的重要任务中都体现了这一
要求和特色。特别是贯彻规划的重要思路是要依托建设竞争力强的国际航空货运
枢纽，形成高端航空港经济产业体系，打造绿色智慧的航空都市。通过这三者的联
动，推动建设内陆开放性的航空港区，打造区域核心增长极，推动中西部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按照规划要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提升郑州机场的货运
功能，建设全国机场货运枢纽，发展货运中转、集散业务；推动空铁联运，逐步发展
成为全国重要的客运中转换乘中心；依托航空货运网络，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形成特色优势产业的生产供应链和消费供应链，带动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构建以航空物流为基础、航空关联产业为支撑的航空港经济
产业体系；借鉴国际经验，建设高水平城市综合服务区，为空港、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支撑，建设现代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

范围及定位
“三区两廊”空间格局

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规划确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郑汴一体化区
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郑州航空港、综合保税区和周边产
业园区，规划范围涉及中牟、新郑、尉氏三县（市）部分区域。
按照集约紧凑、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实验区将构建“三区两
廊”的空间发展格局，即航空港区、北部城市综合服务区、南
部高端制造业集聚区、沿南水北调干渠生态防护走廊、沿
107国道生态走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面积 415 平方公里。战略
定位是，建成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
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
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建设周期和发展目标
全部建成需要13年
5年后发展初见成效

规划期为 2013—2025 年。按照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成为“大枢
纽”——航空货邮吞吐量达到300万吨左右，跻身全国前列，
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地位显著提升；拥有“大产业”——
形成创新驱动、高端引领、国际合作的产业发展格局，与航
空关联的高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0 亿元；建成

“大都市”——营商环境与国际全面接轨，建成进出口额达
到2000亿美元的现代化航空都市，成为引领中原经济区发
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

发展目标是，到2017年，实验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
业体系初步形成，主要功能区开发建设初具规模，航空港经
济发展初见成效；到2025年，建成富有生机活力、彰显竞争
优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验区，形成引领中原经济区发
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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