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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中国社科院与郑州市人
民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研
究院，本着“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合作共
赢”的原则，为郑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提供决策支持。

2018 年 4 月郑州研究院举办了第一
届理事大会，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不断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
迈进，使中国社科院国家级智库和郑州作
为国家内陆地区开放创新前沿阵地的优

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2018年11月3日首次发布了四项成

果，分别为：《国家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郑州
指数》《E 贸易时代跨境电子贸易规划研
究》《郑州文化传播与城市软实力》《郑州
与美洲合作前景》。

四项课题研究成果新鲜四项课题研究成果新鲜““出炉出炉””
助力高质量建设助力高质量建设““郑中心郑中心””

本报讯（郑报全
媒体记者 覃岩峰
成燕 通讯员 李冰
冰）郑州如何发展枢
纽经济，建设区域性
金融中心如何发力，
大健康产业怎么规
划，失能人员、丧失
日常生活能力人群
如何得到更有效保
障？中国社会科学
院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 州 研 究 院 举 行
2019 年课题发布
会，对历时一年多针
对郑州高质量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相
关课题研究成果进
行发布。

记者了解到，此
次发布的课题分别
为《郑州市大健康产
业发展研究》《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探索
的郑州模式》《郑州
发展枢纽经济研究》
以及《郑州区域性金
融中心建设思路研
究》，件件事关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群众
民生福祉。

郑州环境优美，是一座宜居宜
业的幸福之城。在《郑州市大健康
产业发展研究》中，课题组认为，郑
州要高质量发展大健康产业，可探索

“嵌入式”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
如何构建新时代下大健康产业的

发展标准，课题组认为，作为中原城市群
核心城市，郑州 2018年总人口已达 1012
万人，人口规模不断加大进一步激发对医
疗、康养等健康产品的需求。2017年郑
州市大健康产业增加值约为718亿元，占
郑州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8%。应从

“健康生活”“健康生命”和“健康文化”三
个出发点来着手，顺应我国发展健康产业
的发展趋势。

截至目前，郑州的养老事业和健康管
理体系正逐步完善，已全面建立了老年人
高龄津贴制度，实现了高龄津贴全覆盖。
为更加高质量地发展大健康产业，课题组
认为，郑州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与
医疗产品产业链，全面加强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力；推进健康养生与旅游产业深度融
合，深化医疗服务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
促进健康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引入新技

术，培育健康产业新业态。
同时，郑州可探索“嵌入式”新型社

区居家养老模式，重点开展面向失能
失智和高龄老年人的照护服务，引导
社区养老服务重点发挥日间照料和居
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以智能养老应
用为手段、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支撑、
小区服务站点为补充，有效保障社区
机构、居家老人、子女的实时互动；统
筹规划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规范化、专业
化、连锁化发展。

在《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探索的郑州模式》
中，课题组认为，郑州若
试点长护险制度，将有助

于社会民生更好改善。
长护险课题核心内容为，高

龄化老龄化“两化”提速下，当前我国家
庭养老面临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

国开始在试点地区试行长护险模式。 课
题组认为，郑州若试点长护险制度，可以
借鉴南通、上饶等地的做法，全覆盖，不分
城乡，统一制度，人人平等，保基本并以居
家照护为主。郑州是国家中心城市，郑州
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
工资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郑州长
护险模式将具有代表性。郑州可以走出

自己的优势：全覆盖，职工和居民制度统
一，实现制度公平；政府补助和个人筹资
相结合，加大政府投入，个人缴费低起步，
待遇保障保基本；做好中长期测算，根据
人口年龄结构和各年龄失能发生率预测
失能人口规模，在不增负、稳待遇的前提
下，尽可能扩大覆盖面，实现“全人群”覆
盖，应保尽保，一个不落。

郑州区位优越，是
一座四通八达的枢纽
之城。在《郑州发展枢
纽经济研究》中，课题组
认为，郑州具有国家中心

城市等多重国家战略，具备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

绸之路”，拥有GDP超万亿、常住人口超
千万等体量优势，还兼具开放包容、根源
性的人文基础，发展枢纽经济，郑州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郑州如何发展枢纽经济？课题组认
为，时代背景下，郑州应当着力做强与交
通枢纽伴生的资源集聚效应，做大做实
产业发展平台；基于大平台所释放的资
源配置动力，一方面大力吸引外部先进
要素导入、促进枢纽型产业发展、加快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程，另一
方面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强化产业和城
市的相互联动与支撑，助力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同时以对外开放为动力，加
强与周边城市产业联接，放大辐射效应，

推进区域分工，带动中原城市群在更大
规模、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
体系。

郑州打造枢纽经济的抓手可概括为
五大：建设大枢纽、构筑大平台、驱动大产
业、发展大城市、实施大开放。郑州应将
加快平台载体建设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突
破点，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否则，就难以充分发挥资源和信息
集聚的经济效应，枢纽经济也将缺失关键
的推动引擎。

郑州发展迅猛，是一座实力雄
厚的未来之城。在《郑州区域性
金融中心建设思路研究》中，课题
组认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郑
州国家战略、国家级平台等方面的

优势，应该加以利用，趁势崛起。
课题组认为，金融是现代市场经

济的灵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当有与
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促
进各类生产要素聚集。建设区域性金融
中心，郑州拥有国家级的平台——郑商
所，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当

充分利用。除此以外，郑州还应抓住多重
国家战略规划获批实施的历史机遇，巩固
提升金融产业既有优势，建立符合实体经
济需求和金融发展趋势的现代金融服务体
系，打造与国际商都相匹配的区域性现代
金融中心，具体做法上如打造全国重要的
商品期货交易与定价中心、全国重要的航
空金融服务中心、全国重要的农村金融改
革试验区、全国重要的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

郑州如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呢？
课题组认为，建设金融中心要做到速度和

质量兼顾，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找准自己
的定位，把握“区域性”和“现代性”，要进
行错位竞争。同时，应围绕郑商所做好优
势文章，加强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在高
校加大期货相关的课程建设。同时，可以
从金融信息化入手，在科技金融创新等领
域找到自己的独特发展路径。

课题组建议，在发展科技金融的过程
中，郑州应当尽快建立包含多种金融工具
的多元融资渠道，加强科技金融产品创新;
加大力度开发与科技企业相适应的金融创
新产品，构建丰富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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