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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十二五”期间，
全市工业项目投资累计突破 7000 亿元，
是全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强
力支撑。2015 年，也是全市工业项目建
设成效尤为突出的一年，全市新开工项目
146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46%，富士
康手机面板、领胜电子材料生产、IBM航
美国际智慧城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开建；
竣工项目120个，完成年度竣工目标任务
的 120%，东风日产 15 万台产能提升、郑
州日产年产 18万台技术改造、北京国能
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顺利竣
工 或 达 产 。 全 市 累 计 完 成 工 业 投 资
1472.7亿元，创年度历史新高，工业七大
主导产业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的比重达
到 76.8% ，战 略 性 产 业 投 资 的 比 重 为
37.73%，工业投资的结构显著优化，质量
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十二五”期间，
特别是近三年来，是郑州工业招商引资力
度大、招商成效好的几年，全市工业累计
签约额突破 6000 亿元，成功引进了台湾
友嘉、中车、格力、海尔、卡特彼勒等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2015 年，进一步加快实
施了开放带动战略，强化重点产业集群招
商，先后成功签约了海格通信、中铁通号、
东方嘉盛、光一科技等一批投资规模大、
符合主导产业定位的重点工业项目。
2015年，全市共签约工业项目 100余个，
签约总额突破 2000 亿元，为工业发展蓄
足了后劲。

两化融合深入推进。巩固国家级两
化融合试验区建设成果，成功入选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国家信息消费
试点城市建设成效显著，从全国104个试
点城市中脱颖而出，成功创建为国家首批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2015年全市两化融
合指数达到 76，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全
市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450亿元，增长 25%
以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成绩背后，是一年来，全市工业战线
在抓重点、抓实效上的不竭努力。

加强运行监测，着力稳增长。一是加
强运行监测。坚持“日监测、周调度、旬报
告、月分析、季总结”制度，完善工业经济
运行监测分析体系，充分利用市工信系统

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对216家工业企业进
行重点监测，适时采取应对措施。二是强
化目标督导。坚持市工信委班子联系县
（市、区）督导考核工作制度，带头深入县
（市、区）和重点企业进行督导。三是大力
开展“稳调防促”活动。制定实施《郑州市
工业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促发展活动工
作方案》，取得显著成效。四是强化服务
保障。认真组织落实《阶梯供电方案》《电
网抢修应急预案》等工作方案，强化电力
运行预警监控，圆满完成迎峰度夏工作，
有序开展度冬保电工作，确保了全市工业
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坚持多措并举，积极调结构。一是加
快主导产业发展。2015 年，全市七大主
导产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2375.6亿元，
同比增长 12.6%，高于全市增速 2.4 个百
分点。千亿级主导产业达到 5个，其中，
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收入突破 3000 亿元，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突破2600亿元。二是
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三环内工业企业外
迁，三环内3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1
家企业完成外迁。加快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建设，全市共创建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10个。三是大力培育战略性
企业。落实“一企一策”专案，完善领导分
包机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难题。
2015 年，23 户工业战略性企业预计完成
工业产值 4250 亿元，同比增长 16%。四
是优化产能结构。研究制定具体措施，不
断优化产能结构。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和
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狠抓工业节能降耗，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2015年全市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16%，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300%。

狠抓集群招商，努力蓄后劲。一是强
化集群招商研判。深入研判国内外500强、
行业20强企业新一轮布局动向，着眼补链、
强链、建链、延链需要，筛选产业链龙头企
业，绘制全产业链图谱。二是制定集群招
商方案。研究制定《郑州市制造业承接产
业转移2015年行动计划》和汽车、智能终
端、现代家居等重点产业集群招商专案，市
级领导牵头，成立工作团队。三是开展系
列招商活动。赴北京、广州、青岛、长春、大
连等地开展汽车产业专题招商，深化了与
东风汽车、卡特彼勒等国内外龙头企业的
战略合作；先后赴天津、深圳、沈阳、杭州、
中山等地开展电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招
商活动；积极参加豫沪产业转移合作系列
对接、京津豫产业合作、豫粤产业合作对接
等招商活动，成功签约了上海复星、卓梅尼
电梯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强投资。按照
“签约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续建、续建
项目抓竣工”的思路，完善项目推进机制，
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按照《郑州市处置未
供即用工业类用地历史遗留问题认定办
法》，妥善解决我市19个企业共1300多亩
项目用地的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全市联
审联批、重大项目例会、市工业领导小组
会议，先后协调解决了中国中车、宇通、金
马凯旋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建设难题，有
力促进了全市工业项目建设。

培育质量品牌，创新增活力。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各类创新平台和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建设。目前，我市共创建
省级以上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19家；市级
以上研发中心 1909 个，其中，国家级 34
个，省级 564个，成为全市企业技术创新
的重要载体。郑煤机创建为2015年国家
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郑州光力科技等 7
家企业获评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被认定为

首批省级工业设计园区，郑州飞鱼工业设
计公司被认定为首批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加强工业质量品牌建设。河南黎明
重工、格力电器、新天科技 3家企业被认
定为河南省质量标杆企业。好想你枣业
被认定为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被认定为河南省产业
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河南驰诚电气等
8 家企业被认定为省工业企业品牌培育
试点企业。

推进两化融合，提升信息化。一是深
入推进两化融合。研究出台《关于推进郑
州市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建设实施
方案》，开展全市企业两化融合水平评测，
郑州日产、汉威电子等 11家企业居全省
前列。二是开展“互联网+”企业试点工
作。研究出台《郑州市千亿级物联网产业
集群发展实施方案》，组织九洲计算机、海
马轿车等 17家企业申报国家、省级互联
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点企业，组织宇通客
车等 9家企业申报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单位。三是大力推进信息消费试点城
市建设。研究制定《建设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实施方案》，河南企汇网信息技术
公司的“企汇网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河南君诺电子的“百花集创意花卉电子商
务服务平台”两个项目获批国家信息消费
创新应用示范项目。

抓好企业服务，减负优环境。完善工
业政策体系。研究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
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
程的意见》，绘出全市新型工业化路线图；
拟定实施了台湾友嘉、东风日产等6个龙
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打造产业基地工作专
案；研究拟定了《郑州市建设千亿级非晶
产业集群的意见》《郑州市千亿级信息软
件和制造产业集群实施方案（2015~2020
年）》。强化企业服务。制定下发企业服
务实施方案，协调解决企业反映问题 887
个。积极组织产销、银企、用工对接活动，
组织全市 195 家企业参加省产销对接大
会，签订产销协议 67 个，协议金额 35 亿
元；组织全市 556家企业参与银企对接，
授信金额151亿元；成功举办各类人才招
聘会 150场（次），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 3
万余人。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展销活动。
先后组织润弘制药、国际精工、信大捷安
等 120余家企业参加第 73届全国药品交
易会、第三届中国（郑州）国际磨料磨具磨
削展览会、第三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软博会等全国性展会，
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积极组织县（市、
区）企业入驻“豫货通天下”互联网渠道交
易所平台，扩大宣传、拓展市场。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研究制定全市企业减负工
作方案，结合全市“五单一网”改革，加强
涉企收费治理整顿，积极落实小微企业增
值税、营业税减免等政策，全年为企业减
轻负担超过17亿元。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做好 2016 年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至关重要，市工信委将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有效的举措、
更加务实的作风，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
力实现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建设的新跨越，
为实现“两个率先”目标、建设国际商都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郑州工业领跑郑州工业领跑“新常态”“新常态”
成功跨入全成功跨入全国第一方阵国第一方阵

本报记者 宋建巧

工业，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主战场，是经济发展的
强力引擎。2015年，全市工业战线
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部署，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努力
稳增长，积极调结构，将工业引擎打
造得马力十足，全市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实现新跨越，工业经济成功跨
入全国第一方阵。

规模总量实现大跃升。2015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 3312 亿元，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
市中跃升到第 3 位，在 35 个大中
城市跃升到第 9 位，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郑州工业的最好位次，也标
志着我市工业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
市中成功跨入第一方阵；工业总

量为“十一五”末的 2.1 倍。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约 1.5
万亿元，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 1
位，27 个省会城市第 2 位，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第 8位。

增速排名大幅前移。2015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高于全国（6.1%）4.1 个百分
点。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
3000 亿元的省会城市中排第 1 位；
在全国 27个省会城市中排第 3位，
较去年同期（第 9位）提高 6位。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 3000 亿元
的大中城市中排第 2位，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中排第 4 位，较去年同
期（第 10位）提高 6位，实现了郑州
工业增速引领全国“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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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州市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
比“十一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4 年全市工业战略性产业首
超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全市工业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具有里
程碑意义。2015年，全市汽车及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
物医药四大战略性产业占全市
工业比重进一步跃升至 50%，比
上年同期提高 3 个百分点，比
2010年提高 15个百分点；煤炭、

化工、建材、钢铁、铝、电力六大
高耗能产业比重下降到 40%，比
上年同期下降 2 个百分点，比
2010年下降 12个百分点，这“一
升一降”达到 27个百分点，在全
国 27个省会城市和 35个大中城
市中，绝无仅有。引领了全市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是
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标
志性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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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智能手机产业园。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内，两台盾构机已组装完成。

威科姆公司制造生产中心THT
装配线上，工人正忙碌工作。

宇通生产车间内，一辆新能源公交车正在组装。

三全冷库内，产品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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