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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三五”起点，盘点“十二五”成就，郑州高新区连续实现多项倍增：2015
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600亿元，实现利税480亿元；GDP预计完成230亿元，是
2010年的2.22倍，年均增速17.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86亿元，是
2010年的1.5倍，年均增速8.45%；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319亿元，是2010年的
3.25倍，增速28.4%。

成就的取得，科技创新功不可没。“十二五”以来，高新区紧紧围绕打造北斗云
谷·千亿科技城和郑州都市区创新驱动战略主引擎总目标，突出科技创新，紧扣三
大主体工作，强力推进千亿科技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三驾马车”拉动高新技术产业

在高新区瑞达路，间隔不足3公里，坐落着汉威和威
科姆两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家是我国传感器和物联网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另一家则是北斗导航研究应
用领域的领航者。在距此不远的河南电子商务产业园
内，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的数
据信息枢纽、微软教育云计算产业基地、华强电子高端服
务业基地竞相抢滩，甲骨文、网易等全国叫响的企业密布
于此。

“全省每五个高技术产业中，必有一个在高新区。”高
新区科技局的统计显示，这里已成为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集聚之地。“十二五”期间，郑州高新区累计完成高新技术
总产值 37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累计达 200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每年增幅达25%左右。全区集聚了全
省22%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了研发、生产、
交易、服务等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年均增速近
45%，是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形
成了“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郑州 IT产业园、河南省国
家大学科技园、郑州电子电器产业园、郑州软件园、河南
省电子商务产业园、中原广告产业园、郑州高新企业加速
器产业园、创业中心等专业园区竞相发展，其中郑州电子
电器产业园、创业中心年营业收入已超百亿；河南省国家
大学科技园、郑州软件园年营业收入已超50亿元。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不断完善，《北斗云谷·千亿科技
城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专家论证，产业发展思路和举措进
一步明晰。确立了集聚发展战略性产业——北斗导航与
遥感产业、支柱性产业——云计算及信息应用服务产业、
驱动型产业——科技服务产业“三驾马车”的产业发展格
局。动漫企业、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的集聚效应和龙
头带动作用明显。总投资33亿元的中原广告产业园，一
期部分投入使用，二期已开工建设。在总投资20亿元的
河南电子商务产业园中，腾讯、阿里巴巴、甲骨文软件、百
度等行业旗舰企业纷纷进驻。2014年高新区已集聚超亿
元企业105家。总投资40亿元的格力电器郑州产业园项
目产值已突破 100亿元；总投资 72亿元的中国联通集团
中原数据基地项目一期、总投资30亿元的电子电器产业
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总投资350亿元的郑州 IT产业园、总
投资 100亿元的郑州高新数码港、总投资 50亿元的郑州
保利国际文化广场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华强电子高端
服务业基地、总投资20亿元的微软教育云计算产业园项
目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

资源优势迸发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资源不断聚集。高新区内集聚

了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产业技术研究院、8个国家级工
程中心、8个部属研究院、30个市级以上院士工作站和495家
市级以上研发机构，以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大学等
重点知名高校。科技人才密度居全省之首，构建了“创业苗
圃+孵化器+加速器”的链条孵化模式，加速了科技型企业成
长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建成了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等4个
国家级综合孵化器，全区总孵化面积达 600万平方米。引进
和建设众创空间 20余家。科技型企业集群发展。区内科技
型企业超过 2000家，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06家。汉威、新
开普、思维自动化、光力科技等一批掌握行业核心技术的科
技型企业已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全
区集聚了全省70%以上的骨干软件企业和85%以上的动漫企
业、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尤其是电子商务产业和动漫产
业发展势头迅猛。目前，正依托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北斗技
术创新源的优势，着力集聚一批北斗产业相关的研发机构和
企业，打造“北斗云谷”国家级品牌。

到 2014 年底，高新区研发总投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比例达到 5.1%；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19项，占河南省
的 15%，获得市级以上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 520 项；累
计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3500 余项，实现科技
成果转化 5200 余项，申请专利 20000 余件，已获
得授权专利 15000余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2000
余件；获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323 项。以国
家级研发机构的引进、建设为龙头，大力推
进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及公共技术研发服
务平台建设，中铁隧道、郑州机械所、中棉
所、三磨所等 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获
批。郑州机械所高端装备与信息产
业技术研究院、郑州大学产业技术
研究院已挂牌运行，与解放军信息
工程大学共建的郑州信大先进技
术研究院即将挂牌。

以人为本加快全域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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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环境助力公司上市扩张

高新区拥有 11家上市公司，占全省的 1/10；新三板
挂牌企业43家，占全省约1/3以上，新三板挂牌企业数在
全国高新区位列第四，仅次于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武汉东
湖。目前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后备企业共 50余家。近年
来，高新区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深化提升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构建形成了“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

“一条龙”审批的行政审批新模式。同时，围绕科技型中
小企业成长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实际需求，在科技成果
产业化和企业成长的每一阶段，都建立了相应孵化器和
专业园区，提供针对性的一站式服务，为企业成长创造良
好的政务环境。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郑州高新区经济实现“又好又
快”增长。2011年到2015年，按火炬计划统计口径，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年均近 30%的增长，成为当地增长速度较
快的区域之一。同时，经济效益显著改善，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28%，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30%，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5%，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十二五”期间，高新区按照全域城市化目标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部村庄改造涉及的 30个
安置房建设项目已全部开建，安置房开工约 900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 580 亿元；付庄、郭庄、布袋
李、东史马、大谢、祥营、洼刘等 9个安置项目已部
分或整体完成回迁，交付面积近 200 万平方米共
13313套安置房，实现回迁 6137户 25000人。

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健康和谐的社会保障体
系，完成全域城市化目标，真正实现“人”的城市
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基本实现规划
区域内基础设施覆盖到位，新建道路 120项，新增
桥梁 5 座，总长 80 公里，总投资金额 20 亿元。科
学大道、莲花街等主干道路均西延至四环以西，
规划区域内主干路网全部贯通，西四环以西路网
格局基本形成；新增公共绿化面积 517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到 38%。二环三十七放射生态廊道
建设涉及高新区的西四环（化工路—北四环）、北
四环（高新区段）、化工路（三环—四环）、科学大
道西延、铁魏路（四环—白松路）五条路段共

32.46公里，绿化建设全部高标准完工。新建绿谷
公园、礼仪之门雕塑公园升级改造等 34个项目游
园项目；完成梧桐水厂扩容，日供水量达到每天
10 万吨，新建供水管网 80 公里；新建供热管网
200公里，新增供热面积 500万平方米。

积极发展社会事业，扎实推进人的城市化，
努力实现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总投资 10 亿
元用于教育，新建、改扩建学校项目 24个，新引进
华中师范大学附中、北京十一中学、外国语中学、
省实验中学、郑州八中等名校师资力量合作办
学，高新区优质教育资源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
翠竹街“教育精品一条街”效果渐现；加大医疗保
障，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郑州第二人民
医院高新区分院开诊；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二期）、河南省中医院高新区分院项目正加快
推进；促进城乡就业，出台“三基金三免费”惠民
扶持政策，免费对村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鼓励
村民到高技术企业就业，促进村民向市民的内涵
式转变。

“十二五”已圆满收
官，“十三五”已灿然开启。

“十三五”期间，高
新区将以建设科技城为
使命，以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为主线，以实现全
域城市化和建成六星级
产业集聚区为目标，以
制度创新为动力，以科
技创新为驱动，以打造
北斗云谷国家级品牌为
抓手，聚集创新要素，集

成创新优势，提升创新
平台，壮大产业集群，使
郑州高新区跻身全国高
新区第一方阵，在省、市
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支
撑、带动和引领作用。
按照火炬计划统计口
径，营业总收入增速保
持 20%以上；财税收入
增速保持 20%以上；建
成 10 个百亿元产业园
区。到 2020 年，电子信

息主导产业营业收入超
过 5000 亿元；经认定的
新技术企业达到 600 家
以上；上市和挂牌企业
达到 100 家以上。建成
区面积扩大一倍，智慧
城区建设完成，居民收
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总体
实现。

“十三五”：力争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