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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治·郑州在制造
（上接T01版）

什么是大城市符合规律的发展道路，什么

是中小城市可以有所突破的发展道路？纵观

中外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城市

的壮大都是在一产、二产、三产均衡发展比例

恰当的格局中，而中小城市的发展除了可以模

仿大城市外，则可以在单一产业的发展上超常

规突破形成自己的特色。

郑州作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其发展壮大

也要合乎这种规律。

郑州近十年来的发展壮大，就是对这一规

律的探索和实践。从拉长工业短腿到优化工

业结构，思路的调整，既是发展规律的回归，也

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

现代郑州本身就是一座工业为原动力的

城市。一五、二五时期，郑州跻身全国四大棉

纺工业基地。在当时我国141个工业门类中，

郑州就占了110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为郑州

积淀了工业文明的基因。

工业文明积淀到一定程度，郑州曾经一度

试图在商贸业的发展上寻求新的突破。

在历史长河中，郑州“商贸立市”的插曲，

也曾风光，不过，郑州人是清醒的，插曲之后，

我们还是要按规律走路按规律办事。

我们懂得产业经济理论：三次产业的划分

和发展是有梯度和有层次的。一个地方现代

化的发展过程，除非它拥有极其特殊的自然历

史地理环境，工业化都是不能逾越的阶段。否

则，不但产业层次会出现虚高度化的问题，城

市发展也将缺乏动力和耐力。

“九五”期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

仅为 7.6％，分别低于全国和全省 2.7％和

2.4％。工业的落后，直接导致整个国民经济

发展的缓慢。

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商贸业、物流业是没

有根基的。

进入新千年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

涌，区域经济的竞争越来越强烈地演变为优势

产业之间的竞争。

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郑州与全国乃至

全球的比照中，郑州人发现，工业已成为郑州经

济发展的短腿，严重制约着郑州的进一步发展。

要强郑州，先强工业！

2001年年底，调整后的市委、市政府班子

提出了“发挥商贸优势,拉长工业短腿,带动现

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尽管工业发展还被排在

第二位,但毕竟作为一个重点提了出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

业化的道路”。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克

说，我们国家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实现工业

化，工业化时期必须做的事、必须经过的阶段，

郑州还得做、还得经过。时任市长王文超说：

郑州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战场应在工业，要用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城镇

化，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

2003年，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借鉴江浙

等发达城市经验，我市的经济发展思路进一步

调整为“拉长工业短腿，发挥商贸优势,带动现

代农业”。

虽然还是这些字句，虽然只是前后次序的

变化，意义却非同凡响。从此，郑州把发展工

业放在了第一位。

工业更具进攻性、扩张性。它的产品辐射

四方，财富流回本地，魔幻般地累积着财富。

这就是郑州新千年的思路，必然是郑州新

千年伊始的出路。

2003年年初，《郑州市政府关于加快企业

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首先亮相，《意见》对

工业企业的资产重组、做大做强提出了诸多措

施。

2004年11月27日，市委、市政府组织召

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市工业大会，一口气出台了

《关于加快全市工业化进程的决定》等四个政

策性文件，并首次设立“郑州工业发展资金”，

每年投入5000万元，专项支持工业发展。

2005年、2006年，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

开展“工业项目建设年”活动。2006年更是高

调亮出了“工业立市”的旗帜。

政府动起来了，企业动起来了，大家都不

愿错失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关注工业、支持

工业、投身工业”的浓厚氛围在全市迅速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2002年后的五年时

间，全市就出台推动工业发展的各种文件40

余个。

郑州发展的步子迈开了，而且是巨人般的

步子：

2004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完成588.4亿元；

2005年完成759.4亿元；

2006年达到944亿元；

2007年，这一指标突破千亿关口，达到

1167亿元。

从2003年到2007年，郑州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均超过20%。此间，全部工业增加值从

500亿跳到1000亿，仅仅用了四年。而此前，

从10亿元到400亿元，我们却整整用了25年。

2007年，被确立为郑州的工业结构调整年；

2008年，结构调整提速年。正是在这一

年，郑州迈入全国GDP“3000亿俱乐部”，郑

州，强壮了！

2008年，郑州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突破

千亿元，成功跻身中西部装备制造业大市；

2009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由2001年的17%提升到39.45%，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54%。

汽车、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

展，凸现的是郑州工业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凸

现的是郑州工业正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

转型，凸现的是郑州对先进制造业的追求。

郑州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城市的巨变，这种

巨变，得益于工业经济的崛起。

十年发展壮大，十年优化升级，郑州，这个

以商贸闻名的城市，终于孕育并历练出了工业

经济的强健体魄。这一强健体魄，带动了全市

的发展进步，也带动了郑州在河南首位度的提

高和在全国位次的前移，使郑州有了“领航”的

底气与资本。

我们还用统计数字说话：

2000年，二产在全市GDP中所占比重为

47.1 %，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提升到54.6%，

比2000年提高7.5个百分点，郑州的三次产业

结构比也优化调整为3.1∶54.6∶42.3。工业

经济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如果说纵向比较稍显自我陶醉的话，让我

们跳出郑州，“搜索”一下郑州工业在全国经济

大盘上的身份和位次。

2009 年，郑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1332.5亿元，总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7位。

历史已经成烟，历史又展开未来。

回望过去，不仅仅是为了曾经的辉煌和荣

耀，而是为了照亮未来。

郑州大手笔规划出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发

展蓝图：强力推进扶优扶强、科技创新、产业集

聚区建设、品牌建设、信息化和生态产业六大

重点工程，大力发展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战略支撑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到2015年，

全市工业计划实现销售收入、投入累计和产业

集聚区销售收入“三个超万亿”，实现由工业大

市到中西部工业强市的转型和飞跃。

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

信心百倍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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