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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文促进中部崛起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国家发改委昨日正式发

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规划》，明确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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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正在大手笔打造中国制造强市。
创新驱动，已成为全市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目前我市已建成市级以上研发中
心 2062 家。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40%。

汽车产业，是郑州市确定的战略支撑产业
之一。按照规划，郑州市力争到 2020 年前后，
将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培育成万亿级产业，年整
车生产能力达到 200万辆。

随着富士康 2011 年入驻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郑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苹果智能手机生产基
地。据悉，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确定了智能终端、
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八大产业集群，
全力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如今，郑州的三全、思念等速冻食品企业，
市场份额已占全国半壁江山。据了解，2017
年，全市将着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食品制造
基地、世界级冷链食品生产制造名城。到 2017
年底，现代食品制造业产值达到 1240亿元。

大手笔打造大手笔打造制造强市制造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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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十三五”开局之年，五大国家战略叠

加优势，激励着郑州再攀高峰、再创佳绩。
郑州初步构建了与沿海相当、与国际接轨

的开放体系。郑州目前拥有 8 个进口指定口
岸，已成为全国进口指定口岸数量最多、种类
最全的内陆城市。

航空港实验区品牌效应逐步显现，中欧
（郑州）班列、跨境 E 贸易正构建郑州的开放新
高地，这些新生动能为全市经济注入新活力，
让郑州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依靠跨境电商平台，郑州叩开“买卖全球”
之门。目前我市的跨境电商业务已直通全球
70 多个国家，日均处理能力达到 500 万单。中
欧（郑州）班列正构建郑州贸易新通道。

10 月 20 日，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三期）
正式封关运行，对外开放平台再扩展。

2016 年终岁尾之际，郑州再迎有望跨入国
家中心城市行列的新机遇，种种利好，带来鼓
舞，更增添勇气。

我们相信，郑州明天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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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总 量 攀 升 的 同 时 ，结 构 调 整 也 获 得 新

突 破 。
“十二五”末，我市实现了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工

业比重、现代新兴产业比重超过高耗能比重的两大
历史性突破，三次产业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现
代产业体系的框架初步确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
发展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2015年，三次产业比由“十一五”末的3.1∶54.5∶42.4
调整为 2.0∶50.1∶47.9，第一、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
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五年提高 5.5 个百分点。“十二
五”期间，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速趋缓的情况下，
服务业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2015 年，服务业对全
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0%以上，比重首次超过工
业 3.9个百分点。

结构调整获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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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市 GDP 年均增长 11.2%，比全

国、全省分别高 3.4 个和 1.6 个百分点。2012 年，我市
GDP 突破 5000 亿元，2013 年突破 6000 亿元，2015 年突
破 7000 亿元。郑州已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
城市之一。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2015 年《中国城市竞争

力报告》蓝皮书中，我市在全国 294 个城市中排名第 19
位。2016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郑州上升为第 15位。

居 民 从 城 市 发 展 中 分 享 着 喜 悦 和 幸 福 。 2016
年 ，郑 州 成 功 入 围 全 国“幸 福 感 城 市 十 强 ”，位 居 第
四名。

经济总量连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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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线网从无到有，最新编制的规
划已经达到 21条。东西向轨道交通 1号线一
期于 2013 年底通车，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于
今年 8 月通车。1 号线二期、城郊铁路一期
2017 年春节前将开通试运营。在建轨道交
通线网有 5号线、3号线一期、4号线等。其中
5号线作为环线，将于 2019年通车。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与河南省、郑州市
签署了共建综合交通枢纽示范工程的合作
框架协议，三方将合作推进郑州南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推进综合货运枢纽提升工程、
完善提升既有公路货运场站功能，形成国家
级公路转运中心，大力推动航空、铁路、公路

“三网融合”。
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脚步越来越近，郑

州未来的交通枢纽地位将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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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青睐无准备之人。
全力以赴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的背后，是郑州这几年拼搏进取的铿锵步履。

“十二五”收官之年，郑州实现华丽转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圈可点：主要经
济指标在全国城市排名中纷纷晋位升级，对全省经济的龙头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在
全省的首位度进一步提升；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历史性突破；辐
射力、吸引力等软实力步步高涨，国际范儿逐步彰显。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交通便利是最基础的优势。近年来，郑州不断挖掘“居中”优势，
全力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综合交通枢纽。辐射周边的半小时城际铁路交通
圈、覆盖全省的1小时快速铁路交通圈、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连接国内主要城市的2小
时航空交通圈，通达国际的15小时航空交通圈……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这些快捷交通宏
伟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郑州人的美好生活。

全省经济稳步发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各
项事业突飞猛进、郑州机场二期工程顺利转场投运，都
为郑州机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截 至 12 月 18 日 ，郑 州 机 场 今 年 旅 客 吞 吐 量 已 达
2000 万人次。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客运业务的航空公
司达 40家，开通客运航线 162 条，客运通航城市 86个，其
中包括 19个国际地区城市。

郑州机场目前有两条跑道，其中第二跑道为新建跑
道，建设等级为4F，是目前国内等级最高的跑道。

货运方面，郑州机场同样迎来迅猛发展时期。目前在
郑州机场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已有21家，开通全货机航线
34条，每周约100架全货机在郑州机场起降。

今年上半年，郑州机场累计完成货邮运吞吐量19.3万
吨，同比增长16.7%，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一位。

京 广 、陇 海 两 条 铁 路 大 动 脉 的 交 会 ，确 立 了 郑 州
的铁路枢纽地位。近几年来，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
形高铁加快建设，郑州又晋级为全国高铁枢纽。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未来
我国将构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郑州是其中一
纵一横的重要节点城市。

在我省的城际铁路规划版图上，除了已经开通的郑
开、郑焦、郑机城铁，未来郑州机场至登封、洛阳、许昌都

将建设城际铁路。
成为高铁枢纽，对于中原百姓来说，好处是实实在

在的。今年 9 月 10 日，郑徐高铁开通，我省通往长三角、
环渤海地区的高铁通道顺利打通，从郑州出发，乘坐高
铁可以直达上海、南京、徐州、杭州、宁波、温州、义乌、金
华、青岛、烟台等诸多城市。下月 5 日，全国铁路将实施
新一轮调图，届时郑州到昆明将首次开行高铁，两地的
铁路旅程将从现在的 30多个小时缩短至 1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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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高铁之外，郑州还以其独特的区
位优势成为我国公路交通的大枢纽。

京 港 澳 高 速 、连 霍 高 速 ，国 道 107、国
道 310 作 为 我 国 南 北 、东 西 向 的 公 路 交 通
主 动 脉 在 郑 州 交 会 。 每 天 ，来 自 全 国 各
地、四面八方的车辆依托这些交通主干道
在郑州境穿行。从郑州出发，依托这些主
干 道 ，能 够 一 路 顺 畅 到 达 北 京 、上 海 、广
州、西安等城市。

在连霍、京港澳、西南绕城高速合围的
郑州周边高速环道上，目前已经建成通车 21
个高速出入市口。郑州中心城区向外发散
的 31条放射性道路中，多数与高速公路有连
接。

除高速路外，郑州周边的国省道干线近
年来大部分进行了拓宽改造。尤其是十条
市域快速通道，在原来国省干线的基础上，
提高修建标准，多数由双向四车道改成双向
六车道。

视线转向郑州市区内部。经过近几年
的建设，郑州主城区“井字+环形”快速路系
统呼之欲出，人们从市区任一方向出发，半
小时之内可以驶上快速路，沿快速路向外，
很快可以驶上高速。

宇通客车生产线宇通客车生产线

郑州航空港郑州航空港

D 郑州交通枢纽地位越来越强郑州交通枢纽地位越来越强

公路公路联通东西南北联通东西南北

支持武汉、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强化长

沙、合肥、南昌、太原等省

会城市地位，增强要素集

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

能，提升现代化和国际化

水平。继续做大做强洛

阳、宜昌、芜湖、赣州、岳

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

业和服务链，形成带动区

域发展的增长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