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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作为 2016中
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之一的院士专家座谈会在黄
河迎宾馆拉开帷幕，来自华中科
技大学、中国航空工业及公司、
浙江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等单位近 20 位院士和著名专
家，以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深入实
施中国制造 2025为议题，就如
何壮大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新
型材料制造、电子制造、汽车制
造等五大主导产业，建设先进制
造业强省和网络经济强省进行
研讨交流。

据了解，从 10月 5日开始，
各位院士和专家就来到河南开
展考察调研指导工作，奔赴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地考察
了装备制造、实体制造、电子制
造等产业发展情况，并与相关地
市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就
创新发展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
意见。

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在推动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何发展新
兴产业，如何将制造业与新兴产
业进行很好的融合等方面都提
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他们
提出，一方面要抓住机会，部署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怎么样转型
升级同样是主要的着力点。另
一方面，对于河南制造业的发
展，各位专家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河南的食品工业、农产品加
工工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是
真正的食品生产和农业加工大
省。”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座
谈会上讲道，“但是要怎么才能
成为强省，这就需要继续往产业
后端转移，比如说生物产业、战
略信息产业。另外，在食品工业
装备和农业机械，包括农产品加
工装备上，我希望河南在这个问
题上有所布局，让河南成为真正
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
郑报融媒记者
肖雅文/文 马健/图

陈润儿、苗圩代表主办方分
别致辞。陈润儿在讲话中说，河
南是中国东部产业转移、西部资
源输出、南北经贸交流的桥梁和
纽带，区位交通优越，基础设施
完备，产业体系完善，人力资源
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
巨大。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坚强领导下，河南经济蓬勃
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成为
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和农业大省。继粮食生产核心
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之后，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郑州）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获得
国家批复，河南在全国大局中的
地位日益提升，战略叠加效应持
续增强，中原大地已经成为投资
兴业的沃土、成就梦想的舞台。

陈润儿指出，刚刚闭幕的中
共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鲜明提
出了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
出彩的重大历史任务，确立了建
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
实现“三大提升”的奋斗目标，为
河南未来发展描绘了崭新的蓝
图，为河南对外合作拓展了宽广
的空间。本届活动必将对促进

中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拓展
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动经济向
中高端跃升产生广泛而深远影
响，作为东道主的河南也将以更
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务实的举
措，为广大客商在豫投资兴业营
造竞争有序、透明高效、公平正
义、预期稳定的商务环境，推动
与兄弟省（市、区）全面交流合
作，与企业家互利共赢发展。

苗圩在致辞中指出，近年
来，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孕育兴起，全球产业转移
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我国工
业发展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回流发

达国家与中低端制造业向新兴经
济体转移的双重挤压。工业和信
息化部按照“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区域
发展战略的部署，着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中国制
造2025，进一步完善产业转移的
指导目录，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
移，不断优化区域间的产业布
局。工信部支持各地开展产业转
移合作的示范园区建设，支持搭
建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合作平台，
通过完善合作机制、持续创新模
式，为中西部地区精准对接国际
国内的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苗圩表示，此次对接活动
既是一次推动产业转移的盛
会 ，也 是 一 次 区 域 合 作 的 峰
会。共同办会的九省区具有资
源丰富、人口众多、要素成本
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做
好产业转移对接工作，既有助
于九省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加快培育区域品牌和产业集
群，又有助于补齐发展薄弱环
节，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他
希望大家利用此次活动开展深
度交流洽谈，广寻合作商机，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
写东中西部产业合作、协调发
展的新篇章。

开幕式后举行了签约仪式。
据悉，本届活动共签约项目 553
个，其中现场签约项目74个，签约
项目呈现出“龙头型项目多、基地
型项目多、转型升级项目多、板块
承接态势明显”的特点。

省 委 常 委 、省 政 府 党 组
副书记翁杰明主持开幕式，莫
桑比克马普托省省长雷蒙多·迪
翁巴，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田红旗，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
副省长徐济超、赵建才、张维宁，
副市长黄卿、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常继红等出席开
幕式暨签约仪式。开幕式前，与
会领导与嘉宾一起参观了第九
届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暨首届
新能源智能汽车展览会。

融入新战略 深化新合作 共谋新发展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对接活动开幕
陈润儿苗圩周济出席

本报讯 11月7日上午，
2016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
对接活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开幕。河南省省长陈润儿、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中
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共同启动开
幕装置，并见证项目签约。

本届活动的主题是“融入新
战略、深化新合作、共谋新发展”，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
与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等中西
部9省（区）政府共同主办，海内
外约5000名客商共赴盛会。
河南日报记者 屈芳
郑报融媒记者 胡审兵 徐刚领/文
马健 周甬/图

院士专家座谈会昨日举行

专家学者为“河南制造”建言献策

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
个新常态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中国制造 2025 的关系，周
济指出，第一，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新常态新经济发
展的主线。当前，中国的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速度变化，经济增
长的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二是结构变化，中国的产业将
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三是
转向创新驱动，“所以我们国
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
一个大背景，适应新常态，把
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
发展的大逻辑”。

当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很多的理解，周济指
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的重大创新，一是发展实体

经济，二是建设制造强国，三
是激发企业活力，四是坚持创
新驱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
的主体，也是今后我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不过，
周济分析，当前中国虽然已经
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
业强国，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和巨大问题，一是自主创新能
力不强，二是产品质量问题突
出，三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四
是产业结构调整刻不容缓等。

制造业强国进程分为三
个阶段

对于制造业强国的发展
目标，周济指出，经过综合计
算和考虑，我国制造业强国的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就是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第二阶段到 2035年，中
国要超过德国和日本，位列第
二方阵的前列，到第三阶段
2045 年可以和美国并驾齐

驱，成为第一方阵，成为全球
有影响力的制造强国。为此，
中国确定了“三步走”成为制
造强国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到
2025年中国迈入世界制造强
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整体
达到世界制造强国中等水平，
第三步到 2045年中国制造由
又大又强综合实力进入制造
强国的行列。目前，中国制造
2025是三步走的第一步战略。

最后，周济分析了中国制
造 2025在“十三五”期间的重
点，一是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
化，二是要全面实现传统优势
的转型升级。我们一方面要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
要高度提升战略新兴产业。
比如说食品工业，在河南已经
是支柱产业，高成长性产业，
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农
业深加工，大力发展生物产
业，就可以把农产品加工转化
为战略新兴产业。

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主战场”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解读“中国制造2025”
本报讯“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出台的重大战略，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它和当前正在进

行的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昨日上午举行的2016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以“中国制造2025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会”为题，深刻地分析讲
解，为参会嘉宾献上了一场饕餮盛宴。郑报融媒记者 胡审兵 徐刚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