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城市群建设目标

33
2017年1月6日 星期五

责编高宏宇 校对 楚天堑

本报记者 覃岩峰

国
家
发
改
委
下
发
《
中
原
城
市
群
发
展
规
划
》

郑
州
郑
州

中
部
扛
鼎

中
部
扛
鼎

将郑州打造成为国际性枢纽城市

《规划》从强化区域创新体系支撑、深化产业分
工协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生态环境共保
共治、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
放水平等方面，对中原城市群建设作出部署，其中有
多项内容涉及郑州。

强化区域创新体系支撑。加快推进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强科技资源整合集聚，
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先行先试；统筹郑州东
部、开封西部高校园区创新资源，建设郑汴“双创”
走廊；推进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和国家专利审查
协作河南中心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
建设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职业化人才队伍，构
建城市群技术转移网络，支持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加快推进郑州航空港引智试验区和郑州
高新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技术
转移郑州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建立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

深化产业分工协作。加快郑州国际物流中心
建设，推动国家物流园区节点城市和省级区域节点
城市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布局建设一批
现代综合性和专业性物流园区、综合批发交易市
场，支持物流企业建立合作联盟，推动中原城市群
物流服务一体化；加快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
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金融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构建具有较强融资能力的区域金融服务体
系，加快推进郑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
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支持郑州商品交易所产品创
新和对外开放。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提升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区域
枢纽功能，持续改进航空网络通达性，拓展加密国际
航线，构建连接全球重要枢纽机场的空中通道；依托
陆桥通道，向东拓展连接沿海港口群的铁路货运班
列运输，向西加密开行至汉堡、卢森堡、法兰克福等
欧洲主要城市的中欧班列（郑州），形成联通欧亚的
国际物流通道；加快发展郑州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连
接周边组团的市域（郊）铁路，实施干线公路城区段
外迁，布局货运专用通道，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
城市快速路网为基础的都市区交通廊道；按照“零距
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持续完善郑州站、郑州东
站和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大枢纽场站功能，建成郑
州南站等一批枢纽场站，加快航空港、铁路港、公路
港三大物流园区建设，将郑州打造成为国际性枢纽
城市；支持郑州、洛阳、邯郸等市开展 5G网络建设
试点，实现无线局域网主要公共场所全覆盖，打造

“无线城市群”，加快郑州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
市建设。

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完善以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为核心的国际航线网络，打造空中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加快推动郑州机场形成覆盖全球、通达
各洲的国际客货运航线网络，迈进世界级主要货运
枢纽行列；加快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物流分拨中心，打造
完整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和生态圈；加快推进郑
州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引进国内外知名企
业，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支持郑州航空口岸开
展 72 小时过境免签、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适时
申请设立口岸进境免税店。

“中原城市群”晋升“国字号”

九万里风鹏正举

《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目标：到2020
年，中原城市群整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现代城镇体系基本形成，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6%；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
农业加快发展，优势产业集群不断发展
壮大；交通、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多层

次、一体化的生态网络基本建成，地级及
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比例、地表水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均完成国家指
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水平稳步
提升；多层次、立体化的开放平台支撑体
系基本形成，实际利用外资、对外贸易保
持中西部地区领先地位，基本建成经济
发展充满活力、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础
设施高效互联、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国

家级城市群，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明显提高。

远期目标。到 2025 年，现代基础设
施网络全面形成，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
面实现，综合经济实力和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的地位快速上升，人口与经济集聚
度进一步提高，带动全国发展的新增长
极地位更加巩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
竞争的能力大幅跃升。

为贯彻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动中原城市群实现科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昨日，

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下发《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从规划背景、总体要求、空间布局以及组织实施等方面，对中

原城市群作了详细阐述。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加快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加快推进郑

东新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建设……《规划》涉及方方面面，而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在《规划》中频频

出现，一个个目标任务的背后，郑州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大跨越。

五大定位打造国家级城市群

每个城市群都有着明确定位。《规划》对中原城市群
战略定位为：着眼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发挥区域比较优
势，强化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和人才支撑，提升综合交通
枢纽、产业创新中心地位，打造资源配置效率高、经济活
力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

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大都市区引领和中心城市带动，建设高端发展平台，
提升城市群综合实力，打造体制机制较为完善、辐射带动
力强的发展区域，成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南北呼应、共同
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增长区域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
的新空间。

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坚持高端
化、集聚化、融合化、智能化战略取向，发展壮大先进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一批位居国内行业前列的先进制造
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物流中
心、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

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引领带动作用，完善区域创新平台，健全区域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各类创新资源
综合集成，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各类创新
主体、创业人才的动力活力，努力在创新创业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

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完善连接国内主要城市
群的综合运输通道，构建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开放
经济走廊，全面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合作
互动；强化郑州航空港和其他重要交通枢纽的对外开放
门户功能，打造对内对外开放平台，营造与国内外市场接
轨的制度环境，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向
开放格局，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

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牢固树立和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传承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现代城镇发展相融合，打造历史
文脉和时尚创意、地域风貌和人文魅力相得益彰的美丽
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优良的宜居城市群。

以郑州为突破口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规划》提出，要遵循城市群发展规律，推动空间结构
升级，强化关键要素驱动支撑，以重点突破带动城市群加
快发展，增强中原城市群整体竞争力辐射力影响力。

核心带动，推进大都市区国际化发展。把支持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群竞争力的首要突破
口，强化郑州对外开放门户功能，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和现
代物流中心功能，集聚高端产业，完善综合服务，推动与
周边毗邻城市融合发展，形成带动周边、辐射全国、联通
国际的核心区域。

轴带导向，推进交通网络现代化发展。以京广、陇海
等多种交通方式融合的主通道为支撑，构建“米”字形综
合经济发展轴带，形成以郑州为中心，半小时、1 小时和
1.5 小时交通圈，加快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完善普通铁路
和高速公路网络，优化枢纽布局，推动各种交通方式高效
衔接，形成跨区域多路径高品质的现代交通网络。

生态宜居，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化发展。把建设优良
生态环境作为城市群发展的基本保障，扩大生态空间，减
少环境污染，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优美和谐、林水相依的
城市景观系统，增强生态承载力和服务功能，打造山清水
秀、绿色宜居的美丽中原。

创新驱动，推进产业集群高端化发展。把提升产
业竞争力作为推动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基点，瞄准科技
和产业发展前沿，构建创新驱动型现代产业体系，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一批融入全球价值链
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形成服务经济与智能制造

“双轮驱动”、新动能培育与传统产业升级互促共进的
发展格局。

共建共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把深化城
际分工合作作为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大任务，全面推进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接共享，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协
调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
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和水平。

《规划》提出，要构建“一核四轴四
区”网络化空间格局。

郑州大都市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加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强化物流及商贸中心、综合交
通枢纽和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
对外开放门户功能，全面增强国内辐射
力、国内外资源整合力。推动郑州与开
封、新乡、焦作、许昌四市深度融合，建设
现代化大都市区，进一步深化与洛阳、平
顶山、漯河、济源等城市联动发展。
主要发展轴带，依托“米”字形综合交通
网络，增强沿线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促进
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联动发展，打造特
色鲜明、布局合理的现代产业和城镇密
集带。

其中，沿陇海发展主轴，要发挥陆桥
通道优势，提升郑州、洛阳、开封、三门峡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功能；沿
京广发展主轴，要依托京广通道，发挥郑
州的辐射带动作用；济南—郑州—重庆
发展轴，要依托郑（州）济（南）、郑（州）万
（州）高速铁路建设，加速形成综合运输
通道；太原—郑州—合肥发展轴，加快郑
（州）合（肥）、郑（州）太（原）高速铁路、跨
区域高速公路和城际快速通道建设。

城镇协同发展区。突破行政壁垒，

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省际相邻城市合作
联动，加快构建跨区域快速交通通道，优
化产业分工协作，推动教育、科技、文化、
生态等资源共享，培育北部跨区域协同
发展示范区、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南部高效生
态经济示范区，打造城市群新的增长区
域和开放空间。

《规划》还提出，要完善城市群城镇
发展体系。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依
托郑州中心城区、航空港区等，强化国际
开放门户和多式联运物流中心功能，建
设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和区域经济、
文化、商贸中心，打造集中体现区域竞争
力的大都市区核心区，进一步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发挥公共交通复合廊道对空
间发展的引导作用，推动核心区产业和
服务功能向周边县（市）拓展，培育形成
特色制造中心和新增人口集聚地，打造
发展新空间。提升开封、新乡、焦作、许
昌集聚产业和人口能力，打造具有较强
辐射力和综合服务功能的大都市区门
户，促进与大都市区核心区联动发展。
推进大都市区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打造以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网为
主体的通勤圈，完善一体化发展的体制
机制，促进功能互补和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形成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的大都
市区空间体系。

中原城市群生态网络示意图

郑州大都市区是空间格局核心

蓬勃发展的郑东新区早已成为令人骄傲的城市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