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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该区将以开放
创新为驱动，以“四大片区”为载体，
以“八大产业集群”为重点，实施“产
业带动战略”，全力推进“万千百工
程”，确保实现“五年成规模”发展目
标 ，为“ 十 年 立 新 城 ”打 下 坚 实 基
础。总目标是“四个翻番、四个一”：
即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突破 1000
亿 元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翻 一 番 ，突 破
1000 亿元，五年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4000 亿元；建成区面积翻一番，突破
100 平方公里；区内人口翻一番，突
破 100 万人。“四大片区”组团建设基
本完成，全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
破 8000 亿元，产值超千亿的产业集
群超过 3 个，其他产业集群产值全部
超 过 200 亿 元 ，百 亿 级 企 业 超 过 10
家。同时，在枢纽建设、产业培育等
十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重点在枢纽建设取得新突破。
郑州地铁 2 号线、“三纵两横”高速公
路网、“四纵六横”快速路网全部建
成；郑万、郑合、郑济高铁与机场高
铁南站建成投用，“三网融合”“四港
一体”“多式联运”国际综合交通枢
纽和物流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

产业培育取得新突破。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 8000 亿元，产值超
千亿的产业集群达到 3 个，其他产业
集群产值全部超过 200 亿元，百亿级
企业超过 10 家，力争 2020 年手机产
量达到 4亿部。

四大片区建设取得新突破。空
港片区建成投用，建设投产项目超
过 200 个，产值超过 4000 亿元；古城
片区初呈规模，建设投产项目超过
100 个，产值超过 500 亿元；会展物流
片区建设初具形象，建设投产项目
超过 50 个，产值超过 500 亿元；双鹤
湖片区建设基本完成，建设投产项
目超过 150 个，产值超过 3000 亿元。

对 外 开 放 取 得 新 突 破 。 与 北
京、上海、广州及孟菲斯、迪拜、芝加
哥、法兰克福等国际国内航空经济
区之间“产业互补、信息共享、协同
发展”的合作机制基本形成。

大口岸体系取得新突破。综保
区扩区工作完成，“贸易多元化”“内
外贸一体化”改革创新得到全面落
实，保税展示、保税交易、保税研发、
金融服务等全面展开，服务贸易成
为新增业务主导。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立
法工作完成。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建设初见成效。“投资便利化、贸
易 自 由 化 、金 融 市 场 化 、政 府 法 制
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城市功能建设取得新突破。区
内道路通车里程超过 600 公里，南北
两翼道路全线贯通；市政基础设施
体系不断完备，万三公路以西全域
实现城镇化，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 平
方公里，人口突破 100 万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取得新
突 破 。 航 空 经 济 人 才 高 地 建 设 快
速 推 进 ，引 智 试 验 区 建 设 初 见 成
效 ，新 建 5 家 以 上 博 士 后 工 作 站 和
省级研发平台，引进产业领军人才
20 位以上。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取 得 新 突 破 。
2017 年园博园建成开园；2020 年完
成六个区域性综合公园及南水北调
干渠和新 107 国道沿线生态廊道建
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民生保障取得新突破。郑州第
一人民医院、郑州中医院两所三甲
医院建成投用，全区人均医院床位
数、学位数超过全省城市平均水平；
建成区“15 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全
部形成。

号角吹响，扬帆起航。踏着提
速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强劲
节拍，和着郑州加快迈向国家中心
城市的有力鼓点，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正阔步迈向繁花似锦的未来！

以“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
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为总的
发展思路，按照“项目集中布局、产
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
集合构建”的原则，该实验区确立
了“三年打基础、五年成规模、十年
立新城”发展目标，规划了空港、古
城、双鹤湖、会展物流“四大片区组
团”，实施了“万千百工程”。即瞄
准 2025 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 万亿的目标，全力推进“智能终
端、电 子 信 息、航 空 物 流、生 物 医
药、电子商务、精密机械、航空制造
维修、现代服务”八大千亿级产业
集群培育，着力打造一批产值超百
亿的企业和项目。历经三年攻坚，
航空港实验区圆满完成“三年打基
础”的目标任务。

回首往昔，郑州航空港奋进的
步履铿锵有力。“十二五”时期是该
区“大开放、大变革、大发展、大突
破”的五年，该区初步建成全球重
要的智能终端（手机）生产基地，我
国 内 陆 种 类 全 、效 率 高 的 口 岸 体
系，“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区”建设取
得实效，一座小镇演变成国家级新
区，一个区域性机场正发展成为一
个国际航空物流枢纽，各项经济指
标都取得了十倍左右的增长，对全
省转型升级、开放创新的引领作用
开始显现。

2015 年，航空港实验区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520 亿元，是 2010 年的
6 倍，年均增长 43.3%；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430 亿元，是 2010 年
的 11 倍，年均增长 61.4%；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520 亿元，是 2010 年的
14.2 倍，年均增长 69.9%；完成公共
预算财政收入 29.5 亿元，是 2010 年
的 18.4 倍，年均增长 79.1%；完成进
出口总额 483 亿美元，是 2010 年的
3450 倍，年均增长 411%，约占全省
进出口总额的 65.2%；完成电子信
息业产值 2652 亿元，约占全省电子
信息业产值的 71%。

今年以来，该区强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保持
快速增长。1—9 月份，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完成 385 亿元，增长 11.5%，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423 亿 元 ，增 长
15%，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完成 207.8 亿
元，增长 11.7%，增速
比上半年提高 1.2 个
百分点。 9 月份，
全 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预
计 完 成 42.7
亿 元 ，分 别
比 一 季 度 、
二 季 度 高 出
8.8 个 百 分
点 、7.9 个 百
分点。

“三年打基础”
圆满完成

2015 年 12 月 22 日 ，郑 州 机 场
二期工程建成投用，可起降目前全
球所有型号飞机。进出航空港实验
区的“两纵三横”高速路与“四纵六
横”的快速路网建设正快速推进，该
区 开 通 卡 车 航 班 城 市 达 到 45 个 ；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规划已经确
定，郑州高铁南站以及郑万、郑合高
铁已开工建设，郑济、郑太高铁也将
于近期开工建设；郑机、郑开、郑焦
城铁已全部引入机场综合换乘中
心，真正实现“机公铁”一体。

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运
航空公司已有 40 家，开通客运航线

162 条，其中客运国际航线 25 条；在
郑州机场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达 20
余家，开通全货机航线 34条，其中全
货运国际航线 30 条。2015 年，郑州
机场旅客吞吐量 1730 万人次，五年
实现翻番，居全国第 17位；货邮吞吐
量达 40.3 万吨，五年增长 3.7 倍，居
全国第 8位，其中外省货物占比 50%
以上，国际货物占比 60%以上。今年
前 9个月，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15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3%，增速排名
全国大型机场第二；航空货邮吞吐
量 30.5 万吨，同比增长 12.7%，增速
排名全国大型机场第一。

多式联运“连天接地”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于
2010 年获批，规划面积 5.073
平方公里，2011 年 11 月一期
封 关 运 行 ，2012 年 即 以 285
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排名全
国综保区第二，被海关总署
称 为“ 小 区 推 动 大 省 的 典
范”。截至目前，新郑综保区
建设已全部完成，扩区工作
也已全面启动。

11 月 7 日 下 午 ，一 架 载
有 92 吨智利蓝莓和樱桃的包
机从智利圣地亚哥机场飞抵
郑州机场。这是今年抵达该
机场的首架水果包机，年底
前，还将有 90 架水果包机、总

量 1 万多吨的水果陆续抵达
郑州机场。届时，郑州水果
进口量将跃居全国前列。这
只是该区口岸经济风起云涌
的一个缩影。

截 至 目 前 ，该 区 已 建 成
投用特种商品进口指定口岸
有鲜切花、鲜果、水产品、肉
类、活牛、邮政等，在建口岸
有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
正在申报口岸有植物种苗、
罗 汉 松 、汽 车 航 空 口 岸 等 。
此外，已建成投用的支撑平
台包括河南电子口岸、口岸
作业区、跨境电商信息平台
等，真正实现了“一次申报、
一次检验、一次放行”，以及

“区港联动”与“机、公、铁”不
同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大口岸融入“一带一路”

该区紧紧围绕“八大产业集群”，
实施“龙头带动、配套跟进”，成功引进
富士康、苹果、UPS、绿地、正威等世界
500 强企业 30 多家以及友嘉、华中冷
链港、瀚港进口商品博览中心、瑞弘
源、美泰宝、菜鸟等近百家知名企业；
每年选择一批影响大、带动强的重点
项目，一个项目安排一名县处级干部
作为首席服务官，全程服务，有效解决
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确保签
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已有

富士康、朝红电子、瑞弘源等一批项目
建成投用。

从“一个苹果”到“一片果园”，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智能手机生产能力不断
加强。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 9 个月，
苹果手机产量 7900 万部，预计全年苹
果手机产量 1.2 亿部。目前，该区智能
终端产业集群已签约入驻企业近 160
家，今年已投产企业 26家，建成投用出
口退税资金池、智能终端检测公共服务
平台、国家通讯设备检测实验室、供应

链金融、手机产业园等支撑平台。2015
年，该区手机产量 2.02 亿部，约占全球
手机产量的七分之一。今年前 9个月，
全区手机产量 1.5 亿部，其中非苹手机
产量 7054 万部，同比增长 4.8 倍；实现
工 业 增 加 值 1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5
倍。预计该区今年手机产量可达 2.5亿
部，其中非苹手机产量比重将超过“半
壁江山”。同时，航空物流、生物医药等
七大产业集群也在加快发展，部分产业
集群已具备快速发展条件。

产业高地强势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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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区已建成通车道路 268 公
里；建成投用自来水厂 1 座、污水处理
厂 2 座、变电站 6 座、燃气门站 1 座、热
源厂 1 座。目前，在建道路 120 公里，
在建自来水厂 1 座、污水处理厂 1 座、
变电站 2 座，这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
可大幅提升全区基础设施配套能力。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累计达到 129
所，在建学校有郑州一中、外国语中学
等优质教育项目。全区现有各类医疗
机构 40 余所，首个三甲医院——河南

省省立医院已建成投用，在建医院有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及郑州
中医院港区医院两所三甲医院及多个
医疗机构。

以打造全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区
为目标，该区以园博园、双鹤湖、古城
等大型公园建设为依托，系统谋划了

“绿轴成网、绿心带动”的景观绿地体
系。到 2018 年计划建成城市绿地 28.7
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公园约 6.7 平方公
里，廊道约 22 平方公里；计划建成水系

12 条，水域面积 4.95 平方公里，总长度
约 57.8 公里。目前，已建成城市公园 3
个、廊道 4 条、水系 2 条，总绿化面积
647 万 平 方 米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39 亿
元。园博园、双鹤湖公园、古城遗址公
园等项目建设正在快速推进，2017 年 9
月将正式对外开放。放眼未来，郑州
航 空 港 实 验 区 绿 地 覆 盖 率 将 超 过
3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超过国家园
林城市要求的 11 平方米标准，达到人
均 14 平方米。

“十三五”力争实现
“四个翻番、四个一”

绿色“航空都市”渐露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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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融入提速融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国际化航空都市加快建设国际化航空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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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闭幕的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提
出，我省将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等“三个高地”，
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新成
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更加完善，建成连通
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
物流通道枢纽，开放型经济水平位居中西部

地区前列。
郑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

郑州将着力建设“一枢纽、一门户、一基地、四
中心”，率先在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向
国家中心城市迈进。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及
省、市党代会精神，围绕“三年打基础、五年成
规模、十年立新城”总体目标，今后五年，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将力争在枢纽建设、产业培育、
城市建设、对外开放、大口岸体系建设、体制机
制改革、“双创”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民生保
障等十个方面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以航空经
济为引领、以全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为
标志的现代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推进大口岸体
系建设，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构建绿
色智慧国际化航空都市的建设步伐。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