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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瞭望》周刊12月3日刊发长篇通讯，介绍郑东新区“十年成城”的经验

中原城镇化“新龙头”
——河南郑东新区十年发展回眸

摊开最新版的河南省地图，位于黄河
南岸的郑州市和开封市之间，有一座规划
面积15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万人的现
代化新城——郑东新区。这座充满活力、
产城交汇的金融之城，已经成为河南乃至
我国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最集中、业态最丰
富的区域，5000余家各类企业先后入驻。

尤为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生态文明的
理念处处体现。10 月 18 日，郑州引黄灌
溉龙湖调蓄工程正式蓄水，经过沉淀的黄
河水不仅可以灌溉下游40万亩耕地，而且
形成了面积超过杭州西湖的水域。加上
其他河渠、湖泊，郑东新区共有超过1000
万平方米的城市生态水系，人工湿地达到
4 万 平 方 米 ，新 区 整 体 规 划 绿 化 率
50%……而10年前，这里只是一片鱼塘村
落荒草野地。

“郑东新区经历过不少误读、曲解和
非议。”调研采访中，河南一位参与郑东新
区建设的省级领导感慨地告诉《瞭望》新
闻周刊，“看到今天的发展成果，回想十余
年来的历程，真是筚路蓝缕，屡经坎坷。
许多个晚上，我一个人在这里散步，看着
零星的鱼塘灯火，心里反复想，这个规划
到底行不行，能不能干成？”

郑东新区规划经受住了考验。2011
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规划出
以河南省为主体、共 30 个地市、1.6 亿人
口、城镇化率仅有30%、经济基础弱、开放
程度低的中原经济区，并指出，“积极探索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

瞭望周刊记者 罗辉 秦亚洲

10多年前，郑州受陇海、京广铁路交叉分
割，拓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在当时河南主
政者“要用国际化的实业推进国家区域性中
心城市，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郑东新区”
的构想决心下，郑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全球招
标运作，最终选定了由著名设计师黑川纪章
设计的，引入了生态城市、共生城市、新陈代
谢城市、地域文化城市等先进理念的方案。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经曾担任黑川纪
章助手的郑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定友介绍
说，“黑川纪章梳理出了郑州城市文化脉络的

中轴线，即从西南到东北方向，金水河、熊儿河
沿岸和中间地带，经过商城遗址，绵延至黄河
南岸的湿地。黑川先生的方案传承和延续郑
州市3600年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轴线。”

按照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规
划一经确定，要以立法形式保持其权威性”的
要求，2002年3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以地方法
规的形式对规划方案予以确认，后又报经河南
省政府研究批准和国务院备案批准。郑东新区
管委会主任吴福民告诉本刊记者：“法律确保了
方案得到了坚定的执行，整体的规划和建设原

则上获得普遍认同。设计方案从蓝图一步步变
成现实，和郑州市几届领导集体尊重科学、尊重
法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念密不可分。”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
保护和郑州市几届领导集体对规划的尊重，
规划很难得到完整的执行，“中央商务区内
环、外环楼高是确定的，但是有的单位要突破
规定高度，托熟人、找关系、批条子等方法各
异。一家著名银行的大楼高出规划 10多米，
理由是要保持其外观形象的全国统一。最
后，高出规划的部分还是被拆掉了”。

规划先行护航十年新城路

采访中，许多规划专业人士的一个基本
评价是，郑东新区一改过去“摊大饼”和单纯
以产业为主的城市建设开发模式，突破行政
区划的束缚，以“组团式”开发建设模式，跳
出旧城建新城，以新区开发建设带动旧城区
的有机更新，实现新城、旧城互动发展和功
能复合、要素集合，“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中国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具有开创性、示范性和启
发性”。

具体地讲就是，首创“组团式”发展模式，
走专业化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的道路，布局

了六个“功能组团”，分别承担商务、办公、居
住、产业和教育等不同功能，每个组团内部突
出主要功能，共享公共资源，各个组团之间形
成快速的交通系统和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
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发展城市。“组团式”发展
使郑东新区避免了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上学
就医扎堆等“城市病”。

主要的思路是，政府仅投入少量资金，用
于对土地的整理，然后招商引资，带动周边土
地升值。郑东新区的土地收益全部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郑东新区从开工建设至今，共投

入建设资金约 1500 亿元，政府投入仅 200 多
亿（不包括土地征迁费用），主要用于建设变
电站、热电厂、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50余
座桥梁和280多公里道路，将郑东新区与老城
区，新区各个功能组团之间畅通连接。

新城、旧城的互动发展，开创了郑州市现
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郑州市步入了快速发
展的 10 年。2002~2011 年，郑州的生产总值
从 914 亿元增长到近 5000 亿元，经济总量占
全省的比重由14.8%提高到18%，在全省的辐
射力、承载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首创“组团式”城市模式

郑东新区引人注目的经验是，坚持以市
场化运作代替政府性移民，既保障了群众利
益，又解决了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河南省
副省长、原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说：“郑东新区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没有依靠财政大规模投
入，没有依靠搬迁政府机构拉动经济，没有依
靠‘土地财政’，没有以牺牲老城区的发展为
代价制造繁荣。妥善解决了失地群众出路，
同时加快老城区升级改造。”

“我们社区人均纯收入 10 年增长了 12
倍。大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收入会不断增
加。”郑州市郑东新区五洲汇富社区党支部书
记周云祥自信地为本刊记者介绍说，3000余

名五洲汇富社区居民，在郑东新区的开发建
设中，除了拿到国家规定的征地拆迁补偿款
外，还有人均 60平方米的安置房。政府给社
区留下了 8000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和 80 亩商
业用地。安置房以低于成本价格卖给居民，
现在市场价已接近每平方米1万元。

据其介绍，经过社区居民集体商议，他们
把安置补偿后集体还留有的车辆、拆迁工程管
理费等财产，成立股份制公司，股权量化到每个
村民，并成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负责公司
运营，量化到每个失地农民的股权为4800元。

同时担任河南五洲汇富实业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周云祥说：“我们利用预留土地在社区

附近建成了陶瓷、玻璃市场，仅租赁收入每名
居民每年可分红3万多元，还带动了运输业、餐
饮业的发展，生意十分红火。政府对失地农民
免费培训、安排工作。很多居民跑起了运输，
做起了生意，收入更高。”6年来，这家股份制企
业不断帮助社区发展，累计投入助残、扶贫、公
益和社区基础建设资金1460多万元。

五洲汇富社区是郑东新区拆迁安置中的
一个缩影，8万余名群众、100多个自然村因此
受益。今年 7 月 1 日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
议上，国土资源部主要领导，要求认真总结郑
东新区“和谐拆迁”的经验，为修改土地管理
法和完善配套法规提供借鉴。

“亲民式”城市开发思路

2011年9月2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支
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规划出以河南省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郑州
市委常委、经济地理学博士舒庆说：“从经济
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需
要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目前，只有郑州
最有可能成为中原经济区内的中心城市，成
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

经过 10年发展，郑东新区已经成为河南
乃至我国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最集中、业态最
丰富的区域。聚集了 137 家金融机构，银
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基金管理等门
类齐全。截至今年 8 月底，区内 14 家银行
存款余额占河南省 71.4%，贷款余额占全省
64.9%。

高端商贸业发展迅速，总部经济渐成规
模。42家世界500强企业，52家国内500强企

业实现进驻。教育资源不断聚集，高校园区
入住师生约18万人。承担郑东新区产业支撑
功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形成了电子信
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业和食品加工等五大
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框架。

《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
的指导意见》指出，“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
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
建设的核心任务。”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
书记吴天君说：“这条路子的形成是河南十余
年持续探索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河南
的转型发展是以郑东新区为引领、为标志的，
是郑东新区拉开了全省向‘三化’协调发展持
续探索的大幕。”

2001年、2002年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都提到要“坚持大型中心城市、中小城市、

小城镇三头并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这一“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对
当时以“农”字为主的河南思想意识形成了
较大冲击，极大地促进了河南干部思想的
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由此，河南步入
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新的发展阶段，步入由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
的转型发展期。

在吴天君看来：“郑东新区已经成为郑州
市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中原经济区核心增
长极的战略支点。”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
全、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等
专家进一步向本刊记者解读说，郑东新区建
设开发之路的探索，有助于解决我国发展的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有助于破解“两
个二元结构”，为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提供
了样本和经验。

创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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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看河南艺术中心。从空中俯看河南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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