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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又一轮‘圈地运动’？
产业定位不明确会不会‘一哄而
上’？”作为一个深入钻入产业集
聚区的“招商红娘”，杨建国坦言，
虽然产业集聚区发展迅猛，对全
省全市的经济拉动效益明显，但
是质疑声从未停止过。

很多人担心，将地圈起来了，
却无商入驻，杨建国说，这种担心
前几年在省内其他地方确实存
在，但是这两年来郑州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有力反证了这一担忧。

没有地方了，有的企业想来，
我们确实要挑，张继功说，物流园
区定位为汽车装备制造和国际物
流，是基于四周便利的高速出入
和周边产业的，正是因为定位精
准，企业招商非常顺利，发展才 3
年多，已经几乎“满园”，甚至拒绝
了国内一些知名大企业的进驻。

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引入了
郑州日产、海马商务等4家整车生
产企业，激活了 60 多家零部件等
配套企业。

过去招商，都是一个大会上
千的企业，只要是企业参加就都
欢迎，“现在看河南尤其是郑州的
招商活动，规模越来越小，目标越
来越精准，效率效果都是空前

的。”杨建国说。
在产业集聚区发展之初，郑州

市发改委牵头就对每个产业集聚区
进行了明确的产业定位，王琳说：

“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调研做了规
划，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禀
赋确定，这几年基本没有变过。”

“过去是只要大企业，都要；
现在不符合我们定位的，真不
要。”张继功说。

“产业集聚区发展到现在，就
算是符合定位的大企业，也要看
看你是不是具有国际影响力、国
内带动力、资源整合力的‘三力’
企业，如果不是，不要。”航空港区
商务局的工作人员说。

遵循着“五规合一”、“四集一
转”、“产城互动、融合发展”的思
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区域经
济的增长极、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招商引资的主平台、转移就业的
主渠道、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临空经济”翱翔蓝天，郑欧
班列奔驰“丝路”、“买全球卖全
球”的E贸易用网线撬动世界。这
些，都是集聚的力量。

产业集聚，让郑州嵌入世界
的产业链，走上国际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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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在郑东新区国
际会展中心轩辕堂，来自深圳
的268家手机企业与郑州航空
港对接，带来了千亿元的手机
产业投资。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形成多个百亿级企业、多个
千亿级的产业和万亿级的产
业基地。”正威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文银用带着南方口音的
普通话轻巧地说。

在与这批企业签约前，郑
州 航 空 港 经 济 综 合 实 验 区
2014 年在手机方面的投资为
270亿元。

台下第一排，省委书记
郭庚茂听到“千亿”后，带着
笑意站起身，向台上嘉宾鞠
躬致意。

从 270 亿到千亿，再到未
来的万亿，是集聚区形成的手
机产业链对企业的强大引力
使然。而2009年之前，港区在
产业方面的投资几乎是零，
415 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是一
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2009 年，省委、省政府统
一思想提出以产业集聚区为
载体，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现代城镇体系和自主创新
体系的“一个载体三个体系”
发展战略。郑州市快速启动，
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把产业集聚区列入六个切
入点工作之一，作为统筹城
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抓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战场，实施套合改革，倾斜工
作力量，加大推进力度，各项
工作都有了较大发展。5 年
来，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全市
经济最活跃、投资增长最快、
拉动作用最明显的发展板块。

这是风雨兼程的 5 年，这
是锐意进取的5年。人们常以
5 年为一个回顾节点，回望郑
州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再到
飞速发展的 5 年，产业集聚区
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的增长极、
招商引资的主平台，实现转移
就业的主渠道、改革创新的示
范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遥看历史，纵观全球，产

业的发展也循着这样的脉络
前进，“产”以类聚，“业”以群
分。

踏着这样的轨迹，在全
球、中国、河南的版图上，郑州
正用实践和实力画出一个又
一个属于自己的产业“高光
点”。

让我们看一组数据。
5年来，郑州市的15个产业集聚区累计

完成投资 3725.5 亿元，年均 28.9%；累计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3064亿元，
年均增长 35%；累计完成税收 301 亿元，年
均增长29.8%；引进亿元以上项目618个。

目前，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形成了“研
发设计—软件及系统集成—电子信息制造”
产业链、“研发设计—配套零部件—智能手

机”产业链、“零部件—发动机—整车—销售
—后市场”产业链等，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收入达到1900亿元，汽车及零部件、装备
制造、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收入分别达
到500亿元。

5年来，产业集聚区新增就业岗位75万
个，带动一大批农业人口实现就地城镇化。

2013 年，全市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158亿元，同比增长 43%，高出全市
平均水平 19.4个百分点，其中高新区、航空
港区、经开区、郑东新区投资总量均在 100
亿元以上，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投资增长达
到 240%，荥阳、马寨等 6个产业集聚区投资
增速均在50%以上。

今年4月11日，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
作会上公布了“十强十快”产业集聚区评比，
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州经济技术产业
集聚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位列“十
强”前三。郑州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荥阳
市产业集聚区、登封市产业集聚区位列“十
快”第一、二、七位。

产业集聚区是什么？大部分人接触到
这个概念和这项工作时满是懵懂。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富士康落地郑州航
空港的2009年。这一年，产业集聚区的概
念开始在全省推广。

2008年年底，省委、省政府统一思想，
提出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努力使之成为
“全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
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效载体和战略支撑”，
“一个载体三个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

确立。
郑州市委、市政府快速启动，在原有的

各类园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产业基础和
先天禀赋，创新工作，经过5年的发展，郑州
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形成了“研发设计—
软件及系统集成—电子信息制造”等一系列
产业链，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收入达到
1900亿元，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铝及
铝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收入分别达到500亿
元。

开始时，总是带着各种质疑，这让基层
人员心中充满犹疑。如此高调地举起发展
工业的大旗，会不会让人感觉河南正在偏离

“农业大省”的定位？“无中生有”就像变戏法
生出的产业会有生命力吗？

2009年4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
进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科学发展的指导意
见》，正式将产业集聚区作为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虽然是在2009年开始全省推广，但是
我们心里都没谱儿，等于是一边谋划一边
干。”郑州市组团发展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王琳回顾起郑州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将郑州放到了全省的大背景下。

心中虽有犹疑，大家都在低调中开始工
作，一名集聚区的基层办事人员坦言：“刚开
始几乎没人提产业集聚区，也不宣传，只是
干活儿。”

而事实上，决策者们看得更为深远。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河

南经济急转直下。据报道，2009年 1月，全
省工业增速仅为 1%，沿海打工的 900 万农
民工返乡，都成为决策者们心头的重石。

“危机”——危险中同时孕育着机会。
当时国家陆续启动了新一轮土地修编工作，
在保证耕地红线的前提下，郑州市对土地进
行了调配，根据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高标
准高质量的规划编制了15个产业集聚区。

2008—2009 起步犹疑

土地修编解决了“无粮不稳”的疑虑，如
何打消“无中生有”的困惑？

2010 年，郑州市加大力度进行了产业
集聚区的规划编制工作，郑州市发改委的工
作人员介绍：“我们请来国内最好的专家，高
质量完成了郑州市15个产业集聚区的规划
编制。”

虽然当时省里提出的是“三规合一”，但
是郑州市在土地、城市、产业三个总体规划
以外，突出了生态规划和环保规划，“以前做
产业的规划，这两个方面可能只是几句话或
者几段文字，但是这次郑州做的产业集聚区
规划中，将环保、生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郑州的特色。”

有了规划的开局，也并非一帆风顺。
张继功在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管委会成

立之初进入园区工作，但开始的工作更多的
是无奈的艰难推动。

园区在经济管理上隶属经开区，社会
事务上归中牟县，经开区要经济发展的速
度，所以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中牟县土
地要社会的稳定，土地的征迁进程缓慢。

开局的艰难，并没有阻碍郑州国际物
流园区成为 2013年全省 180个产业集聚区
发展“十快”评选的第一名，而基础设施建
设的快、项目招商落地的快，都来自于 2012

年之后。
2012 年，对于郑州的产业集聚区是

有节点意义的一年，对于推动产业集聚
区发展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思路大开拓
的一年。

类似于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的苦恼，已经
成为当时不少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瓶颈。
2012年年初，郑州市委、市政府大胆进行了
产业集聚区体制机制上的革新。

过去产业集聚区单列一个管委会，发
展逐步涉及深层次之后，管委会与当地的
乡镇办事处等政府功能出现了一些矛盾。

当年，郑州市发改委牵头，联合市委
组织部、编办及其他业务口相关单位一
起，将郑州所有园区进行重新梳理、整合、
定位，然后大胆进行机构套合改革，按照

“属地管理、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完善功
能”的原则，推行集聚区管理机构与行政
区域管理套合改革，初步构建起“小政府、
大服务”的运行机制。

2012年 2月 28日召开了郑州市产业集
聚区发展大会，会上主要解决套合改革的问
题，上半年全部套改完毕，下半年全市产业
集聚区进入了齐头并进大发展的高速期。

今年，在产业集聚区里进行机构套合改
革，也开始在全省推广。

2010—2012 探索前行

2013—2014 开花结果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到2014
年5月，中牟县官渡镇的青年林小
平从深圳回到家乡，成为日产汽
车的一名钣金工，而他的妻子小
红也随着他归来，在另外一家企
业成为仓库理货员。

“没想到家门口发展这么快，工
资比深圳低了点，但是心里有着落
了，感觉也能想后半辈子的事了。”

5年来，郑州市仅在产业集聚
区内就新增就业岗位75万个，带
动了一大批农业人口实现就地城
镇化。

依托县城和镇区，依托原有
产业布局和产业基础，增长规划
建设的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园区，
成为农民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的

载体、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产业
转移的载体、城市生产要素向农
村流动的载体。

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而今通过企业集中布局、集聚发
展，实现了基础设施的低成本建
设、公共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供
销市场的培育形成、土地资源的
集约节约利用、科技信息的互通
互享，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
产业集聚优势。

是产业定位的精准，是大企
业的号召力，更是历史的机遇，让
郑州航空港及郑州的15个产业集
聚区，成为众多大企业内迁和外
出务工人员回归的寻梦之地。

从京港澳高速下高速到航海
路开始，3分钟就进入了郑州国际
物流园区内。

张继功带着记者，开着车在
园区内“闲逛”，“这里的地已经平
了，你看在打桩，厂房马上就动
工。”“那边是德邦，他们进来运行
一年多，货量上得很快，现在车都
停不下了。”

虽然是一天中最闲的正午时
分，在德邦货仓里，依然有几十个理
货员开着电叉车在大量的货堆中间
穿梭，“现在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
吧，一半是当地人。”张继功说。

不仅仅是以德邦为代表的
企业们开心，当地农民陈明礼也
在家门口找到了城市的感觉：

“俺家孩儿在园区里上班，我就
在这里修路，你看看，不用出去
打工了，家门口过一年两年都变
成大城市了。”

就在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内，
就有几万的本地人口，未来，这里
就是一座城市。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已经签约，与北师大基础
教育实验学校达成了合作意向，
邮政、金融、消防……城里有的这
里都有，甚至，园区内一条水面宽
40 米生态绿化 100 米的蜿蜒河流

正在开挖。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不仅仅

瞄准了千亿级汽车及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千亿级现代物流产业基
地的“双千亿”发展未来，更是一
座产城融合的新城。

其实，产业集聚区首先是一
个地域的概念，虽然郑州 15 个产
业集聚区从 4.6 平方公里到 415
平方公里不等，但却基本上都是
在主城区以外的“毛地”上凭空

“生长”而出。
“产业集聚区的效益不仅仅

体现在经济的发展上，更是对城
市发展的有利补充，企业进来为
税收做贡献，也吸引了大批劳动
力前来就业。有产业了基础设施
跟随产业同步跟进。有人来了，
反过来需要消费，促进三产发展，
包括房地产、配套服务等等，逐步
也把人从中心城市分流出来了。”
河南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杨建
国认为，一个城市摊大饼式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城市病”，而产业
集聚区的效益在这个方面体现明
显，“郑州市提出一个载体三个体
系，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产业集聚
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
代城镇体系和自主创新体系。”

产业新城 从无到有

主业拉动 选商招商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正在装卸国际物流集装箱。

汽车电子产品生产线检测车间。

正在建设中的新密市服装产业集聚区。

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成为 2013 年
全省180个产业集
聚区发展“十快”评
选的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