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计划，我市的研发中心将重点在企
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

研发中心重点涉及的行业是，汽车及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及医
药、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

传统优势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 10
个重点领域。

按照市科技局的计划，要在五年内，形成
以1000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引领，以1000
个科技创新团队为支撑，以5000名科技创新
创业骨干人才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汽车及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是我市的两
大战略支撑产业。

根据市工信委提供的资料显示，要加快
建设 5000 亿级的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重点发展大中型客车、轿车、皮卡车、运
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多功能乘用车
（MPV）、微型客车、中重型卡车、专用汽车和

新能源汽车九大核心产品。
电子信息产业要围绕建设5000亿级的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重点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通
讯产品、光伏、新型显示、应用电子、信息家电
和物联网设备等电子信息制造产业，构建以综
合保税区和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
的高端电子产品制造和研发“两基地”。

实现工业经济
“三年倍增、五年超越”目标

重点发展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
产业，努力打造两个5000亿级的产业基地

与成都、长沙、合肥相比，郑州在工业发展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但我们已经理清思路、充满信心。按照市工信委的计划，郑州要围绕推
进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提升，实现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
超越”的目标。其中，要重点发展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努
力打造两个5000亿级的产业基地。 记者 袁帅 程国平

此次参加市党政代表团赴成都、长沙、合肥三市考察，感触颇深，感慨良多。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市工业经济的必然选择。牢固坚持确立工业为主导的

思想不动摇，以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坚定信心，发挥郑州
工业的比较优势，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谋划工业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工业经济在
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支撑作用，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产城融合、产城互
动，确保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发展目标圆满实现，为中原经济区郑州都
市区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市工信委主任李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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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业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城市的快
速发展、就没有新型城镇化，所以，我市正在
制订的工业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超越’计划，
非常合理必要。”市工信委主任李书峰说。

“三年倍增”就是以 2011 年为基数，到
2014年，规模工业总量、工业项目投入总量、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总量和百亿元企业数量
等实现“三年倍增”。

“五年超越”是指，到2016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6500亿元，销售收入达到
2.3万亿元，2012~2016年年均增长20%左右；
全市工业投入完成 3500 亿元，2012~2016 年
累计完成1万亿元；高新技术增加值达到3500
亿元，2012~2016 年年均增长 30%以上;超百
亿元企业数量达到30家左右。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中再前移
1~2位，进入大中城市10强，力争进入全国省
会城市3强、在中部省会城市排名第一。

只要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确保经济健康
快速地发展。市工信委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
的同时，也着手进一步优化我市的产业结构。

按照计划，到今年底，汽车及装备制造
业、电子信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分
别达到 2100亿元、1200亿元和 1600亿元；战
略支撑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工业的
比重由2011年的42.1%提高到49%，提高6.9
个百分点。

到 2014 年，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3500亿元、3000亿元和 2450亿元，占全市工

业的比重达到 55.9%，比 2011 年提高 13.8 个
百分点。

到2016年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5800
亿元、5000 亿元和 3850 亿元，占全市工业的
比重达到 63.7%，比 2011 年提高 21.6 个百分
点。电解铝、煤电、建材、化工、钢铁、造纸等
6个高耗能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由2011年
的36.6%降低到21.3%。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全市战略支
撑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占全市工业投
入的比重分别达到50%、60%和70%。

“三年倍增、五年超越”的计划

重点扶持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建立两个5000亿级的产业基地

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一定程度上说，
各个开发区、园区能否秉承现代产业发
展理念，依据产业比较优势和项目承载
能力，在项目引进建设、基础设施配套、
融资平台打造、聚集带动发展等层面，
敢作敢当、率先突破、大有作为、超越发
展，决定着郑州都市区建设“保增长、调
结构、促转型”的程度。

在成立之初便明确了发展定位，设
定了发展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的发展，
也严格遵循着既定的思路，并已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所以，和别的县（市、区）
相比，在未来发展中，在持续做好“三大
主体”工作方面，6 个开发区、园区都有
着自己特有的比较优势。但超越发展，
不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发展：超越
发展，必须强调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艰苦奋斗，强调的是拼搏进取、务实重
做；开拓创新，强调的是思维观念的革
新、发展方式的更新、体制机制的创
新。所以，对 6 个开发区、园区而言，不
管是硬件层面项目引进建设、产业发展

集聚，还是软件层面人才引入培育、创
新政策激励，都要强调高起点谋划，高
标准构建，高效率运作。

超越发展，时不我待。对 6 个开发
区、园区来说，产业发展需要只争朝夕，
用最少的时间，创造更好更多的综合效
益；与此同时，发展终究是科学发展、持
续发展，在致力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
同时，各个开发区、园区必须始终强调
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机制建设，必须
同步搞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个产城

融合新城的建设完成，必须同时是一个
生态宜居城区的拔地而起，必须同步融
入“最佳宜居环境城市”的整体中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各个开发区、园区以
产兴城，集聚带动的辐射效应，完成的
应该是产业发展落地开花的硕果累累，
更应该是现代都市完美拓展全方位的
开拓创新，在持续探索走好“两不三新、
三化协调”发展道路上，用经得起实践
和时间检验的示范，真正“挑大梁，走前
头”。

带动，开拓创新
三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之四

在科技创新上实现“三年翻番、
五年跨越”

五年内，全市新增1500家以上研发中心，科
技创新创业骨干人才达到5000名

科技创新不仅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更是一个城市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郑州要实现“全国找坐标、中部求超越、河南挑大梁”的要求，就离不开科技
创新。我市也明确了深入实施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力争在科技创新上实
现“三年翻番、五年跨越”的目标，加快推进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引进创新领
军人才和打造创新团队。如果实现这些目标，郑州市在全国的竞争力也将
会进一步增强。 记者 袁帅 李丽君

到成都、长沙、合肥三城市学习交流，让我们认清了差距，找准了自信。
郑州与上述三市相比，在支撑产业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层次

的科技创新投入相对较低，高端自主创新人才匮乏。
但是，我们郑州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坚定地把开放创

新双驱动战略上升为全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使我市城市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新型
城镇化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作为“三大主体”工作部
署，使我市城市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加之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的
激情和冲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郑州市超越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郑州市科技局局长苗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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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上午，郑州市科技局总经济师方
振乾早早赶到办公室，开始进一步细化《关于
科技创新三年翻番五年跨越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的初步计划，到今年底，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和增加值分别突破3300亿元
和1100亿元，到2014年，分别突破6800亿元和
2000亿元，实现三年翻一番；到2016年，分别突
破1.2万亿元和3500亿元，实现五年翻两番。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到今年底，分别突
破1.4万件和9000件，2014年分别突破2.2万
件和 1.2万件，到 2016年分别突破 4.5万件和
2.5万件。

科技成果到今年底，突破300项，2014年
突破 500项，到 2016年突破 1000项。技术合
同成交额、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等指标，都是在今年的基础上，实现三年翻
一番、五年翻两番。

一个企业要想推出好的新产品，必定
少不了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中实验。同样，
一个城市要想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就离不开研发中心的建设。市科技局在制
定“三年翻番、五年跨越”的目标同时，也把
郑州市研发中心的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

按照新的工作计划，五年内，全市要新增
1500家以上的研发中心。其中，到今年底，新
建市级以上研发中心 200 家，其中省级以上
50家左右；2014年达到800家，其中省级以上
150家左右；到 2016年，达到 1500家以上，省
级以上 300 家左右，力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中心覆盖率突破90%。

“三年翻番、五年跨越”的梦想

五年内全市要新增1500家以上的研发中心

大力引进创新领军人才和打造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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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差距、找准自信、明确责任、超越发展认清差距、找准自信、明确责任、超越发展
之十九·局委篇（局委篇（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