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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道领跑再出发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盛夏时节，万物荣华。
6月20日至24日，2023中国（郑州）国际智能网联汽

车大赛在郑州如火如荼地举办。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比
亚迪、一汽等300余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为郑州带来了
一场技术碰撞的盛宴。

远在郑州千里之外的绍兴，距离杭州亚运会开幕只
有短短不到100天的时间了，绍兴赛区突然因为一条公
交专线冲上了热搜。原来，这还真不是一条普通的公交
线路，而是由宇通客车与绍兴公交共同推出的浙江首条
自动驾驶公交专路。

比亚迪、宇通这些龙头车企频上热搜，都从侧面印证
着，郑州制造业发展稳中向好，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现
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成为当下郑州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郑州市积极加大开放力度，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
平，在工业强市的道路上全力跑出“加速度”。

2022年，郑州聚焦加快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推
动产业发展聚链成圈，高质量发展支撑更加厚实。制造
业发展稳中向好，“1566”现代产业体系、“153N”战略性
新兴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3%，六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4.6%。

我市提出，到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9.5%左右，工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0%左右，换道领跑战略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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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煤机车间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市重点围
绕新兴产业领域，坚持“项目为王”，推进招
商和项目建设。

我市编制《郑州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及 9个产业子规划，印
发新型显示和智能传感器等 10个新兴产业
链提升方案，出台了“6+1”战略性新兴产业
支持政策，切实推行“双长制”，加快新兴产
业发展。

郑州借助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中国（郑州）承接产业转移系列活动、
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等平台，深化与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合作，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十二五”期间，成功引

进了东风日产、富士康、格力、海尔、
比克电池等重点工业项目480

多个，签约总金额 6000

亿元。2016 至 2021 年间，引进上汽乘用
车、比亚迪、超聚变、海康威视、紫光集团、中
国电子、新华三、合晶科技、浪潮集团、创新
科等亿元以上项目 700余个，签约总金额近
万亿元，其中上汽乘用车项目创造了当年签
约、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郑州速度”。

2022年，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18
个，总签约额2504.9亿元。

去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4%，高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 9.6个百
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 52.5%，已成为
全市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前瞻布局区块
链、人工智能、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领域，
获批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成功创建
国家区块链发展先导区，下一代信息网络产
业集群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据悉，到去年底，全市工业企业 1.6 万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757家。

专家指出，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龙头
和引擎，郑州市要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引领发展的重
要动力，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撑，努力把
郑州打造成河南参与全球竞争、集聚高端
资源的战略平台。郑州要打造全国经济增
长中心，产业必须有竞争力。近年来，郑
州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作
为中原城市群的龙头，还有很大潜力可
挖。因此，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要加
大高水平开放力度，凝聚高端资源，发挥

“四条丝路”并进的优势，提升郑州在全球
城市网络的节点地位，要坚持引资引智引
技，让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壮
大郑州主导产业。

引资引智 大力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之中”，古称“商
都”，今为“绿城”。郑州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郑州，是中国古代制陶、制瓷、冶铜、冶铁、纺织的主要发祥地。
如今，郑州的产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

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食品、铝及铝精深
加工6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苹果手机的“郑州造”，宇通研发的 5G自动驾驶公交，郑煤机
集团制造的世界最高液压支架，三全思念占据全国速冻食品市场
的半壁江山……

如今的郑州，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拥有41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的38个。郑州市基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汽车与装备制造、
现代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游、现代生态农业五大战略产业为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

202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9 万亿元，占全省的
21.1%，居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16位。

中部崛起，中原出彩，制造业必须挺起脊梁。《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十三五”规划》提出，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定位即“全国重要先
进制造业中心”。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规划也再次提到“重
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之定位。

2021 年 9月 7日，河南省委工作会议召开。“十大战略”的其
中之一，就是要实施换道领跑战略，拿出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略，
善于优中培新、有中育新、“无中生有”，在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
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先，在传统产业上高位嫁接，在生态圈层上
培土奠基。

去年 2月中旬，郑州市提出，要深入推进实施换道领跑战略行
动，坚持制造业主攻方向，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电子信息一号产业，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全覆盖，实施未来
产业培育行动，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

龙头高昂
6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扛鼎中原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制造强
市”“换道领跑”发展战略，推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我市编制出台《郑州市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郑州市“十四五”先
进制造业高地建设规划》《郑州市实施换道
领跑战略行动计划方案》等综合性规划、计
划 20余个，明确了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重
点任务。

而且，制定实施《郑州市建设中国制造
强市若干政策》《郑州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等综合政策，出台“1+6”新
兴产业政策、企业培育、新能源汽车发展等
专项政策，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企业做大
做强、中小企业培育、项目建设、试点示范、
质量品牌建设等方面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
近两年落实制造强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奖
补资金近 15亿元，其中 2022年落实奖补资
金8.8亿元。

厚积薄发，一飞冲天。郑州市的主导产
业，在国内外影响力日益增强。

电子信息产业，是全市的“一号产业”，
产业规模超过 6000亿元，手机产量 1.54亿
部，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电子
计 算 机 整 机 产 量 达 到 139.5 万 台 ，增 长
115%。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加快建设，
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
过70%。

汽车及装备制造业，整车产能 161 万
辆，2022年产量 51.3万辆，客车产量占全球
的八分之一。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6.98万
辆，增长 36.7%。宇通客车成为全球最大客
车生产企业；中铁装备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
国内第一、产销量世界第一，郑煤机液压支
架总产量世界排名第一。

新材料产业，形成了高端耐材和超硬材
料两大优势，全市耐材年产量占全国 30%，

占全省 65%，是全国最大的新型耐材基地；
2022 年全市人造金刚石产量达 23.9 亿克
拉，立方氮化硼聚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超过
80%，立方氮化硼单晶产量超过 70%，精密
加工用超硬材料工具产量超过30%。

生物及医药产业，小容量注射剂领域领
跑全国，年产能达 80亿支，占据全国市场份
额的四分之一；体外诊断系列产品总体规模
居全国前列。

铝工业，形成了“煤—电—铝—铝加工
—铝终端制品”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氧化
铝产能 270 万吨/年，电解铝产能 25 万吨/
年，铝加工材产能 600万吨/年，成为长江以
北最大的铝板带箔加工生产基地。

现代食品制造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速
冻食品生产、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速冻食
品行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0%，方便面
行业约占全国20%的市场份额。

制造强市 主导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杭州亚运会绍兴赛区，宇通客车与绍兴公交共同推出的浙江首条自动驾驶公交专路。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