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

“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
代化河南建设”，郑州重任在肩。《河南
日报》昨日以《换道领跑 郑州提速发展
新质生产力》为题，整版报道郑州新增
项目建设呈现出“新、大、
高”特点，加快打造算
力之城、人工智能之
城、量子之城、氢能
源之城，催生更多新
的增长点、支撑点，
高 扬 龙 头 挑 大 梁 。
本报今日予以转发，
敬请关注。

编者按

众所周知，河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
缺，为了补短板，我省多向发力，其中一个
动作便是建设“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

作为省会城市，建设一流大学郑州
研究院，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加快推动国家创新
高地和全国重要人才中心建设步伐的
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郑州
市成功引进了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科学院过程所等 14家大院大所共
建新型研发机构。

2023年，大院大所的建设再次“提
质升级”，郑州市在引进大院大所的基
础上，启动一流大学郑州研究院建设
2.0 版本，围绕支撑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所急
需的创新资源，积极对接一流大学，每
个学校重点引进 4个 A+学科，以共建
郑州研究院为载体，赋能产业发展；同
时推动已引进的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郑州研究院全面提质升级，全
方位、全链条为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成功签约引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与北京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一流大学的合作已基本达成共识；正在
积极推动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的

合作。
郑州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对此充

满信心：郑州将以引进一流大学建设郑
州研究院为契机，通过一个个“顶天立
地”的一流大学研究院，集聚一批高水
平人才团队，共建一批高能级创新平
台，孵化培育一批科技型企业，带动更
多创新资源集聚河南、更多优秀人才汇
聚河南，助力郑州市传统产业提质发
展、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和未来产业前瞻
布局，为推进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向科技创新要未来。去年以来，郑
州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迈出新步伐。
新签约一流大学研究院 6所，新增国家
重点实验室 4家、总数达到 14家，新增
省实验室 5家、总数达到 12 家。截至
目前，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957家，其中
国家级创新平台 63家，成为集聚各类
创新要素的“强磁场”。

2023年 10月，国家超算互联网核
心节点项目正式启动建设。郑州算力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在国家超算郑州中
心的基础上，又落下重要一子，形成了
东西两翼“超算+智算”协同发展的算
力格局。

然而，科技创新若要走得通、走得
远、走得快，就必须从根儿上找答案，拆
除体制机制“篱笆墙”。科技体制改革，

成了破题之作。
2023年，在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

郑州市率先在全省出台了《关于改革完
善市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实施
意见》，为郑州的科技创新“护航”。根
据这一《意见》，科研团队对科研项目经
费有了更大的自主管理权，资金拨付比
例由项目负责人“说了算”。《郑州市创
新创业团队项目资助实施细则》《郑州
市重点科研院所及创新平台引进人才
实施细则》……一揽子举措，给科创发
展“松绑”，给科创人员持续“助力”。

打造国家创新高地，郑州跑出“加
速度”。2023年，郑州市科技创新主要
指标实现重大突破，创新动能更加澎
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再创新高，达
到 2.67%；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654.8亿元，同比增长 28.6%，占全省的
47.9%；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980家、
总量达 5800家（占全省 50%），新增科
技型企业 1547家、总量达 1.3 万家（占
全省 48%），中原科技城在 348个科技
城中排名由 2022 年第 31 名跃升至第
19名。

加快改革步伐，厚植创新沃土。创
新发展已成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化建设的主旋律、最强音；以科技创新
为动力的新质生产力也在成为郑州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高台起势，科技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异军突起，
战略性新兴产业步入快车道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
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
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
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为核心标志。

2024年 1月 10日，新能源卡车行业首个集体
雪域试炼——宇通新能源卡车“踏冰驭雪战极寒”
极限挑战赛在中国东北地区正式开始。

惟其磨砺，始得玉成！2023年以来，宇通新
能源商用车多番发起“挑战极限”项目，从宇通轻
卡在吐鲁番地表70℃的极热环境下，以行业领先
水平完成大“烤”，到宇通重卡在“全国首个新能
源重卡 7×24小时实况运营直播”挑战中，完成

“7天零故障低电耗运营 7000公里”挑战目标，宇
通新能源卡车一次又一次经受住了严苛考验，展
现出车辆在极限环境、复杂场景下的“真本事”。

宇通，这个郑州走出来的品牌，正在以“中国制
造”的新名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舞台。

据悉，宇通新能源商用车累计销量突破18万
辆，累计行驶里程近 400亿公里，节能减排效果
相当于植树造林12万公顷。

汽车产业是郑州市确定的战略支撑产业之
一，汽车产量占全省的 80%以上。2023年，郑州
市汽车整车产量突破 80万辆、增长 50%，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超32万辆、增长300%以上。

瞄准“打造全国最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的目标，郑州正奋力向前、加速超车。到 2025
年，力争全市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能超过
100万辆，动力及燃料电池产能达到 15万套，驱
动电机及控制系统产能达到10万套，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基本构建，新能源汽
车占汽车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宇通成功研发 5G自动驾驶公交；用时仅 55
天，超聚变在郑州产线的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
汉威科技气体传感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中铁装备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郑煤机液压支架产量、数量、品种连续多年居世
界第一；安图生物体外诊断系列产品总体规模居
全国前列……这些企业都是郑州市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领头羊。他们的身后，代表着郑州市
着力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
业和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等六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

电子信息作为郑州努力打造的“一号产业”，
集聚了超聚变、汉威科技等 600多家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企业，形成了智能终端、计算终端、智能传
感等新兴产业链条，正加速培育万亿元级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

2024 年 1月 26 日上午，郑州市大数据中心
揭牌仪式举行。近年来，郑州市大数据工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围绕数据要素改革，打造全国数据
交易改革创新策源地、数据要素配置重要枢纽节
点和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全国重要的“数仓、数
纽、数港”建设扬帆起航，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6500亿元，占全省数字产业比重近 60%，全市数
字经济呈现出向上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2023年 10月，《郑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
全国第 10个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的都市圈规
划，标志着推动郑州都市圈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成功争取国家对郑州市核心功能定位由三
项扩充为四项，增加了“科技创新高地”……一系
列利好消息，宛如阵阵春风，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拓展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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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道领跑郑州提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徐刚领 李娜李俊坡

在奋斗不息、前进不止的征程上，时间行进到新的一年。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1月2日，全省第十一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郑州新增“三个一批”项目（含航空港区）153个，总投资

2332.5亿元，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这153个新增项目，呈现出“新、大、高”的特点，总投资超10亿元以上项目70个、占45.8%，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新基建项目占投产项目的77.4%、占开工项目的69%、占签约项目的76.8%，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郑州重任在肩。去年以来，郑州市全力以赴拼经济，奋勇争先挑大梁，实现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

提升、量的合理增长、势的蓄积壮大。
2023年1~11月，郑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2%，居国家中心城市第1位；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5.3%，在国家中心城市、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均

居第1位。2023年进出口总额完成5522.3亿元，总量连续十余年居中部城市第1位；新增经营主体40余万户，总量突破200万户……
数据无声，却蕴藏着郑州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前行轨迹，映射着郑州“跑出加速度、确保高质量”的发展之势。
目前，郑州正处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冲刺决胜期，处于培育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主导、传统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攻坚突破期，处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窗口期。
郑州，向“新”进发。郑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三个一批”为抓手，进一步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加快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力争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规模达到50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7000亿元，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材料、铝制品等4个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依托“中原之光”等
大科学装置大力培育关联产业，加快打造算力之城、人工智能之城、量子之城、氢能源之城，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支撑点，高扬龙头挑大梁。

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马健马健 摄摄

宇通自动驾驶公交宇通自动驾驶公交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郑州日产中牟工厂先进自动化的车间郑州日产中牟工厂先进自动化的车间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高铁穿城而过高铁穿城而过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中原科技城中原科技城———启迪科技城—启迪科技城 马健马健 摄摄

郑东新区郑东新区CBDCBD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换道领跑，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九州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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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7日，河南省委工作会
议提出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在新征程
上奋勇争先更加出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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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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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郑州市编制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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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明确
了发展目标、方向和路径。实施“创新
驱动、强基提链、数字赋能、企业培育、
项目建设、品质提升、集聚提质、绿色发
展”八个专项行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抢滩占先新兴产业，高位嫁接传统产
业，建设“1566”现代工业体系。同时，
大力推进产业链建设，在全省重点培育
28条产业链基础上，郑州市级重点推
进智能终端、汽车制造等 20条重点产
业链建设。

聚链成群，蓄势而起。郑州市大
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
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全市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

比重由 2018 年的 34.0%提高到 2023
年前 11个月的 51.4%。2023 年，全市
电子信息产业同比增长超 15%；推进
航空港区、经开区、高新区、中牟县四
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郑州比亚
迪、上汽第二工厂等产能持续扩大，全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32万辆，较上年增
长 3.6 倍；加快超硬材料产业园建设，
筹建郑州“钻石城”，打造世界培育钻
石推广交易中心，国际钻石城一期
9.18 万平方米已经竣工；加快郑州临
空生物医药园等医药园区建设，小容
量注射剂年产能达 80亿支，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 1/4，体外诊断系列产品总体
规模居全国前列。

挺进新赛道，郑州前瞻布局氢能与
储能、量子信息、类脑智能、未来网络、
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未来产业，加快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提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人才、
创新，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郑州，已经在路上，向新向实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