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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正在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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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绍刚：其实刚才通过这个短片能够
了解到，郑州在工业门类上，还算是一个比较齐
全的城市。应该说郑州在不断地往全国各地，
往外输送着各种各样的产品，现在如果来评价
一下郑州的这个工业门类，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
的结论？

连维良：郑州的工业门类，应该说日益齐全。
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比方说汽车、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还有
像传统优势产业、能源工业、有色金属、建筑建材
等。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你在北京是不是能够
经常地看到产自郑州的商品？

主持人张绍刚：像宇通客车到处都可以看到，
像三全食品，到处都能看到，像“好想你”的枣，现
在基本上在北京的，凡是商业集中区都可以见到
专卖店。

连维良：现在很多产品已经成为郑州的城市
名片，同时，我们有许多企业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
断地壮大。

主持人张绍刚：我们现在似乎讲的都是优势，
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影响力优势，那和周边的其
他区域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个地方？

连维良：郑州的确优势很多，发展的潜力很
大，这是主要的。但同时我们跳出郑州看郑州，
立足全局看郑州，从上级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
期待看郑州，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想这个差
距归纳起来，可以说就是我们还不够重，还不
够优，还不够高。所谓不重，就是我们的经济
总量还不够大，郑州作为省会城市，这个首位
度还不够。所谓不优，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还
不够优化，比方说在我们的三次产业当中，服
务业占的比重现在还不足 40%。所谓不高，就
是我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水平还有很大差

距，还需要大幅度提高。另外，作为我们党政机
关来讲，我们的决策效率、协调效率、执行效率、
为群众服务的效率也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大幅度
提高。

主持人张绍刚：有优势我们要认识到优势，有
不足，大家要清楚自己的不足到底在哪里，把优势
和不足结合在一起，才会知道下一步做大、做优、
做重，到底应该从哪儿做起。我们也听一下著名
的经济学者龙永图先生给出来的评论。

特约评论员龙永图：
怎么样发挥郑州这样一个中心的

作用，第一个是要把量做大，通过城镇
化把量做大；第二个是通过优化产业结
构，特别是多发展一些高端服务业，来
提升它的辐射能力和拉动能力。这样
的话才能使郑州成为整个中原经济区
真正的龙头地位这样一个城市。

主持人张绍刚：谢谢龙永图先生给出来的评
论。如果要说不够大，不够重，不够优，下面我
们就必须要讨论说，把它做大做重做优，突破口
在哪里？

连维良：我们按照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个总体
战略的要求，提出来了建设郑州都市区这样一个

思路。

主持人张绍刚：郑州都市区？

连维良：郑州都市区就是以中心城市为辐射
带动，或者说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
城区和相关联的周边区域统筹发展、联动发展这
样一个一体化的区域。就是把郑州周边的县市区

不是简单地按照卫星城的标准来建设，而是要按
照中心城区的标准来建设。另外，周边的这些县
城也不再是按照独立的一个中小城市来建设，而
是要按照承担中心城区功能分工这样一个城市组
团来建设。

主持人张绍刚：那郑州都市区和中原经济区
的关系是什么？

马懿：郑州都市区的提出，是在中原经济区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我们市委、市政府提
出来的，它就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在郑州的具体体
现和我们郑州的具体战略。

连维良：如果进一步展开说，就是郑州都市区
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引领这样一个要求，按照两核
六城十组团这个格局来布局发展。

连维良：我们把郑州市范围内的 7746平方公
里进行了统筹规划。这个布局，我们简单地概括
为“两核六城十组团”。所谓两核就是中心城区和
郑州新区。所谓六城就是围绕中心城区周边的 6
个现在的县级市和县，包括中牟新城、航空城、新
郑新城、新密新城、登封新城和巩义新城。十组
团，就是中心城区以组团的形式向外发展，我们根
据不同区域的不同功能定位，明确了 10 个组团。
北边两个组团，金水科教新城和惠济高端服务业
新城。西边4个组团，高新城、中原商贸城、宜居健
康城和宜居职教城。南边4个组团，就是二七生态
文化新城、新商城，还有先进制造业新城、宜居教
育城。

主持人张绍刚：我发现在说到郑州都市区的
时候，连书记一下子变得非常兴奋。一定要把
每一个区、每一个功能，包括它承载的任务，
讲得很细。就说明这个事情确确实实已经是
思考了很久，并且已经实实在在在推动一个
事情。

上个世纪初，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偶然相遇，改变了郑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百年之后，这座“火车拉来
的城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集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为一体的综合型交通枢纽。

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郑州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初步形成了汽车、食品加工、
电子信息等六大优势产业。目前，在中国，平均每4台客车，就有一台出自郑州宇通；每两份速冻食品，就有一
份产自郑州；每两条女裤，就有一条是郑州制造。此外，西门子、富士康、格力等龙头企业也纷纷落户郑州。
2011年，郑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1300亿元，郑州正在成为中原经
济区的核心增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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