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六大高耗能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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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驱动 提升核心竞争力

加快节能降耗 实现绿色转型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三年
来，市工信委强化运行监测和分析研
判，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克
难攻坚稳增长。

市工信委研究开发了郑州市工
信系统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建立市县
两级重点工业企业监测制度，加强对
全市 200 户重点企业监测，实行旬报
制度，实施动态调控。2013 年，在全
市集中开展了“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
构百日攻坚行动”，取得了预期效
果。目前正在开展新一轮百日攻坚
行动，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与
此同时，加强督导考核，强化责任意
识，将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速等目标，
分解落实到各县（市、区），明确责任
目标。并强化对工业增加值及增速、
工业项目投资及增速、规上企业和竣
工投产项目入库等情况进行督导，有
力地推动了全市工业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

数据显示：
全市规模总量大幅增长。今年 1

至10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达到 2475.26 亿元，同比增长 10.9%。
增速在全国 35个大中城市中居第 12
位，较去年全年上升8位；在全国27个
省会城市中居第11位，较去年全年上
升 4位。预计 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将突破3100亿元，比2011
年净增1100亿元以上。

工业结构持续优化。今年1至10
月份，战略性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
由 2011 年底的 33.7%，提高到 45.1%，
净提高了 11.4个百分点；高耗能产业
比重由2011年底的51.8%降至43.3%，
降低了 8.5个百分点。预计到 2014年
底，战略性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可比
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以上，高耗能
产业的比重比2011年降低9个百分点
以上。

主导产业支撑有力。今年1至10
月份，全市七大工业主导产业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94.96亿元，同比
增长 13.1%，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
2.2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14 年底，七

大工业主导产业可完成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2300亿元，为2011年的1.52
倍，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比2011年提
高10.1个百分点。

招大引强成果丰硕。三年来，我
市成功引进格力、海尔、比克电池等
一批投资超 10 亿元以上的重点工业
项目，累计签约重点工业项目460个，
签约总金额达到4676亿元。近两年，
全市累计签约金额可突破5000亿元。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三年来，我
市相继实现了超1000亿元、超2000亿
元企业零的突破，超 500亿元、300亿
元企业相继涌现。预计2014年，富士
康销售收入可突破2300亿元；宇通集
团有望接近400亿元。

两化融合持续推进。数字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推进，顺利通过国
家“两化”融合试验区验收，圆满完成
郑汴电信同城，成功入选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和首批信息消费
试点城市。全市两化融合指数达到
73，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发展，新
型工业化是主导。新型工业化是新型
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是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基础和动力，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来源和载体，也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提
供资金、装备和市场保障。

从郑州实际来看，作为全国重要
的工业基地，郑州工业一直是在变革
中发展壮大的，变革给郑州这座“老工
业城市”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压力，也带
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就目前而言，
全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仍
是全市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生
产总值的主要创造者，也是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和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强则经济
强。三年来，我市明确主导产业定位，
科学确立了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新材料、生物及医药、铝及铝精深
加工、现代食品制造、家居和品牌服装
制造全市七大工业主导产业，解决了
长期以来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不清的突
出问题。并优化布局结构，按照每个
县（市、区）工业主导产业不超过 2个、
每个产业集聚区明确 1个主导产业的
原则，明确各县（市、区）的重点产业布
局。还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建设，2012年以来，全市新创建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10 个，其中：
国家级 1 个，省级 3 个，市级 6 个。加
快三环内工业企业外迁，积极优化主
城区工业布局，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
三环内工业企业外迁的指导意见》，17

家三环内工业企业完成外迁，15家正
在外迁。

我市加强规划引导，制定出台了
《郑 州 市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提 升 规 划
（2014-2020 年）》、《郑州市汽车及装
备制造业提升规划（2014-2020年）》、

《郑州市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集群规
划（2014-2020 年）》、《郑州市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及其它关键零部件产业
集群发展规划（2014-2020 年）》、《郑
州 市 超 硬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规 划
（2014-2020年）》和《郑州市新型耐材
产业集群规划（2014-2020年）》等6个
重点产业及集群发展规划。研究制定
了郑州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
布局规划、家居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地

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等发展规划。
为加快主导产业发展，我市加快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两大战
略支撑产业做大做强，着力培育新材
料和生物及医药产业两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快铝及铝精深加工业、现代食
品制造业、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业等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谋划3D
打印、电梯、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业
态。预计2014年，销售收入超2000亿
元达到 2个：其中，汽车及装备制造业
实现销售收入 2300亿元，汽车总产量
达到50万辆，比2011年增长40.8%；电
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2800亿元，
手机产量达到 1.2 亿部，分别是 2011
年的3.7倍和4.9倍。

具体目标：
总量目标。到 2015 年，全市全部工

业增加值力争突破 4000 亿元，工业总产
值力争达到 2万亿元；到 2020年，全部工
业增加值力争突破1万亿元，工业总产值
力争达到4万亿元。

结构目标。到 2015年，全市战略性
产业占工业的比重提升到50%，六大高耗
能行业比重降低到 37%左右；到 2020年，
全市战略性产业占工业的比重提升到
70%以上，六大高耗能行业比重降低到
20%以下。

信息化目标。到 2015 年，全市两化
融合指数达到 73 以上，信息消费规模力
争达到 500亿元；到 2020年，全市两化融
合指数达到 88 以上，信息消费规模力争
突破1000亿元。

节能降耗目标。2015-2020年，规模
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5%左
右，超额完成国家、省下达目标。

为达目标，我市将进一步加快调整结
构，构建三大产业体系：即做大做强电子
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等战略支撑产业，
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生物及医药、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
提升现代食品制造、品牌服装及家居制
造、铝及铝精深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

以六大工程为重点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产业集群工程：按照“规划先行、突出
新兴、加快提升”的思路，重点培育智能终
端、高端装备、超硬材料等10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到 2015 年，10 个产业集群产值
突破 6000 亿元，其中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超过 3000 亿元，新型耐材产业集群达到
1500亿元；到2020年，10个产业集群产值
突破2万亿元，其中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达

到 1 万亿元，新型耐材产业集群
达到 3500亿元，超硬

材 料 产

业集群突破 2000 亿元，其他产业集群均
超过千亿元。

园区建设工程：按照“新兴园区规模
化、规模园区特色化、特色园区基地化”思
路，积极推进百亿级工业园区建设，力争
到 2015 年，全市培育产值超百亿元园区
达到20个以上；到2020年，全市产值超百
亿元园区达到 30 个以上，其中超千亿元
园区8个、超500亿元园区10个。

企业培育工程：按照“培内与引外并
重”的原则，重点培育 100 家对全市工业
经济发展起引领和带动作用的龙头骨干
企业。力争到2015年，全市100家龙头骨
干企业工业产值达到 7000 亿元；到 2020
年，达到2.5万亿元。

重点项目工程：坚持“谋划项目抓招
商，招商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开
工项目抓投产”，加快实施“四个一百”项
目，每年筛选100个谋划项目、100个招商
项目、100 个新开工项目和 100 个竣工项
目，重点推进，强化投资，2015-2020 年，
全市工业项目投资累计完成1万亿元。

两化融合工程：立足融合发展、智能
发展，以国家级两化融合实验区和信息消
费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深化信息技术在
产业和社会领域的推广应用，提高全市信
息化水平。到 2015 年，全市信息化建设
达到国家先进水平；到 2020年，基本建成
全国重要的信息化强市。

绿色发展工程：以推动工业经济清洁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重点，着力提
高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力争到
201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到0.65
吨标准煤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 0.45吨
标准煤左右。

踏平坎坷铺坦途。郑州工业结构调
整成效初显，但加快全市新型工业化进程
的脚步不会因此停歇，有了清晰的发展线
路图，我们有理由有信心相信——通过努
力，郑州的工业经济一定能冲破资源依赖，
实现漂亮的转型和升级，走出一条开放创
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郑
州都市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结构调整孕育新产业，经济转型
开辟新天地。今年以来，郑州工业喜
事不断，捷报频传：8月，全国首批免
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正式出炉，郑州宇通成功入选，这
意味着宇通将传统客车中的轻量化
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等传统优势技术
一并投入到进行新能源汽车技术研
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能源技
术之路。

9月，郑州富士康分两批把共计
93吨的最新款iPhone 6发往芝加哥，
从而开启了全球“iphone6”时代。富
士康在郑州建厂以后，仅仅通过

iPhone 4、iPhone 5两款手机的代工，
就让富士康郑州厂区成为富士康在
大陆的第二大厂区。

在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
业等战略性主导产业的推动下，全市
工业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调中有
升”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1 至 10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475.3 亿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
七大主导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1695亿元，同比增长13.1%。预
计到 2014 年底，战略性产业占全市
工业比重可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
点以上。与此同时，高耗能产业的比

重比2011年降低9个百分点左右。
战略性产业的“重”与高耗能产

业的“轻”，表明了我市近年来在工业
结构调整中的努力，也显现出郑州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实力和潜
力。尤其是2012年全市工业经济三
年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市工信委按照
市委、市政府“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
越、河南挑大梁”的总体要求和“抓改
革、强投资、调结构、求提升”的工作
部署，勇于担当，克难攻坚，着力稳增
长，积极调结构，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了明显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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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是工业经济转方式调
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年来，我市进一步加大节能降耗
促转型。

我市开展能效对标达标活动，大
力推动节能技术改造，组织节能产品
认定，共认定省级节能产品 43 个。
加大节能监察力度，共提出合理化建

议551条（项），立案91起。开展清洁
生产工作，郑州拓洋实业的异VCNa
发酵工程清洁生产项目列入中央补
贴资金重点项目；中孚实业、登封嵩
基集团分别通过国家、省清洁生产示
范企业认定。不断提高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水平，目前全市已认定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68家，年利用粉煤灰、煤

矸石等各种废渣达 400 万
吨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持续下降，2012年下降
10%，2013年下降5.75%，均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1-9月份，全市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2.9%。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
体，也我市工业经济发展
的主体。在我市新型工业
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只有
坚持企业服务，与广大企
业同呼吸、共命运，优化企
业发展环境，才能让投资
郑州的客商安心发展，才
能形成更为强大的郑州市
都市区建设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在 深 入 贯 彻 现 有 产
业政策的同时，我市进一

步完善工业政策体系，研究制定了
《关于支持郑州市汽车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建设郑州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的实施意见》、《关
于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以
市委、市政府文件印发；研究起草
了《郑州市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提
升发展实施意见》、《郑州市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及其它关键零部件
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意见》、《郑州市
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集群发展实
施意见》、《郑州市物联网产业集群
发展实施意见》、《郑州市信息安全
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意见》、《郑州市
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意见》、

《郑州市软件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意
见》、《郑州市汽车电子产业集群发
展实施意见》、《郑州市超硬材料产
业集群发展实施意见》、《郑州市新
型耐材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共 10
个实施意见。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企
业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层出
不穷，企业问题能否及时解决，不
仅牵涉到企业的发展，也关系到政
府部门的形象。三年来，市工信系
统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完善企业服
务长效机制，通过建立服务平台、

举办产销、用工、银企对接活动等
形式，着力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帮
助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难题
2000 多个，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工业
经济发展。

三年来，我市强化企业服务工
作，建立企业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在
郑州市工业信息网上建立了企业服
务平台，及时处理企业生产经营中
需要政府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2012 年至今年 9 月底，共征集企业
各类问题 2361 个，问题解决率 97%
以上。

持续开展“三项”对接活动：大
力开展“银企”对接，2012 年以来，
共向金融机构推荐项目 122 个，金
额达 1597亿元；深入开展“用工”对
接，2012 年以来，积极帮助企业引
进各类人才，组织省、市“双百”企
业参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为
企业输送各类人才 10万余人；积极
开展“产销”对接，2012 年以来，市
工信委共组织 1000 余家企业参加
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全国药品交
易会、烟台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
会、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
食材博览会等各种展销会 60余次，
有力地提升了郑州制造在全国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开放招商引资 项目增强后劲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三年来，
我市突出抓好招商引资和重大项
目，为全市工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

开放招商是全市开放带动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年来，我市坚
持开放招商、集群招商、全产业链招
商，努力招大引强，引进了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为全市工业“稳增长、调
结构、促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2年，组织企业参加 2012年中国
（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第七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等重点招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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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积极开展珠三角、环渤
海大招商活动，拜访对接了华为、卡
特彼勒等国内外 500 强、行业 20 强
企业360余家（次），成功举办深圳知
名企业家郑州行、珠三角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环渤海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等重要活动，引进了比克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园等一大批龙头型、基
地型的重大产业项目，签约金额超
过2000亿元。

今年以来，我市强化集群招商
研判，着眼补链、强链需要，精心谋
划了一批拟引进的 500 强企业和重
大工业项目。研究制定了《郑州市
2014年电子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招商
工作方案》、《郑州市 2014年汽车产
业集群招商工作方案》等5个产业集
群招商方案。成功举办了“2014 年
郑州市汽车及零部件项目产业转移
对接洽谈活动”，邀请企业200多家，
客商 300多人，签约项目 34个，总金
额 184亿元。组织举办了 2014中国
（郑州）千亿级家居产业转移洽谈暨
集中签约活动，签约项目68个，总金
额达 579亿元。积极承办 2014中国
（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签
约项目 62 个，签约金额 697 亿元。
截至 10月底，全市共签约工业项目
161个，签约总额 1676亿元，占全市
招商签约总额的 49.4%，占全省工业

签约总额的36.3%。
招商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项

目。我市狠抓项目增后劲，持续狠
抓工业项目建设，以强投资为主
线，深入开展工业项目建设年等活
动，在全市组织开展工业项目集中
开工。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工业项目投资的意见》，加大项
目建设支持力度。完善项目推进
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按照“落地项
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续建，续建
项目抓进度”的思路，分类推进项
目建设。比克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园、东风日产 30 万辆整车、金马凯
旋集团家居CBD、台湾友嘉精密装
备产业园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顺
利开建；宇通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
产基地一期、格力电器、中烟易地
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达产。
今年 1 至 9 月，全市工业项目完成
投资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33.3 亿
元。三年来，全市累计完成工业投
资 4200 亿元，开建项目 507 个，竣
工达产项目 424个。

大项目竣工达产批量制造出越
来越多的大企业、大集团。为了发
挥其龙头带动作用，我市着力培育
战略性企业，研究制定“一企一策”
专案，完善领导分包机制，成立了23
个推进小组，每周至少与企业沟通
协调一次。建立企业问题台账，协
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难题。今年 1
至9月，23户工业战略性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2218亿元，同比增长12%。

加强双百企业培育。建立市、
县（区）两级双百企业培育体系，完
善领导分包、问题协调等工作制度，
确定了全市 100 户规模优势企业、
100 户高成长企业和 100 户行业强
企业，进行重点支持，同时，指导各
县（市、区）做好“双百”企业的培育
工作。

扶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积极
落实中小企业相关扶持政策，着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中
小企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2012年
以来，全市中小型工业企业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以上。

在全球经济逼近二次探底边缘的今
天，互联网与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
合成为大势所趋，成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谷
的新动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学
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强
化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才能加快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转变。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指出，建设
创新型城市、打造国家创新中心，不仅是郑
州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急迫任务，也是
推动郑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三
年来，我市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各
类研发中心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强化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在全市工
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工业
和信息化领域谋划和推进了一批重大创新
项目，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开展国家、省级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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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机械研究所工业（齿轮）产品质
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入选第三批“国家
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截
至目前，我市创建省级以上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14家；累计建成市级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
心1771个，其中，国家级33个，省级517个，
成为全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加快

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开展质量标杆活动，新
大方重工等6家企业进入国家级“2013年工
业企业品牌培育试点企业”；宇通公司上榜
2013年度中国工业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百
强，名列第34位。

“两化融合”改变工业生产方式。我市
深入实施《郑州市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
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加快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意见》，推进两化融合实
验区建设，探索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有效
路径。2013年5月，郑州国家级试验区圆满
通过了工信部验收组的验收，得到了验收组
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我市实施“两化融
合”示范工程。共认定市级“两化融合”示范
企业50家，其中，宇通客车被认定为国家级
示范企业，索凌电器等15家企业被认定为省
级示范企业，向心力公司等3家企业被认定
为国家互联网和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

加快信息消费城市建设。加快宽带郑
州建设，截至 2013 年底，郑州市区光缆覆
盖率已达 100%，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通光
缆、宽带，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 7 万余公
里。推进郑州市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工作，
全市有线电视用户数 120 万户，完成了全
市建成区域的有线电视数字化。2013 年
10 月 26 日零时，郑州、开封两地正式实现
电信同城。作为我省首批 4G 网络建设单
位，率先实现 4G商用。研究制定了《郑州
市信息消费发展规划》、《郑州市创建国家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的实施方案》和《郑州
市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
见》等政策，加快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
建设。今年 1 至 9 月，全市信息消费规模
达到 300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正在成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4 年
1-10月

56%2011年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我市拟定发展线路图

编辑 周仕金 校对 宋院红

工业结构调整 激发市场活力

“三化”协调发展，“四化”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主导。全市工业经济实
现平稳健康较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全国先进城市
相比，我市工业经济仍存在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核心竞争力不强、在全省首位
度不高等问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打造经济升级版、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新阶段。面对新形
势、新机遇和新挑战，进一步加快全市新型工业化进程，是提升郑州工业对全省
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迫切需要；是发挥新型工业化主
导作用，加快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的现实需要；是
推进全市经济结构深度战略性调整，加快郑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抉择。

加快全市新型工业化进程，我市已初拟发展路线图：力争经过5至7年努
力，培育一批引领行业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百亿级、千亿级战略性企业（集
团），形成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一批国内知名度高、国际影响力强的重大产业基地，努力建成全国领先的
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产业基地，国内知名、国际上有
影响力的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世界“金刚石之都”，实现全市工业总量大
幅跃升，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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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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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驱动工业结构调整

新型工业化为我市科学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丁友明 图

“郑州造”盾构机已经“郑州造”盾构机已经
成为民族工业骄傲。成为民族工业骄傲。

郑州工业进入“高铁”时代，助力全市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威科姆成长为民营企业威科姆成长为
中国领先的宽带网络多媒体中国领先的宽带网络多媒体
系统提供商。系统提供商。

格力电器（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格力电器（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

宇通的新能源客车从郑州驶向世界。宇通的新能源客车从郑州驶向世界。

郑州日产的汽车组装车间。郑州日产的汽车组装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