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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州高新区创新发展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的快速
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撑。资本
与产业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才
形成了郑州高新区资本聚集、
产业兴旺的新发展格局。

在产业培育方面，郑州高
新区拥有全省 17.9%的高新技
术企业、16.4%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14%的创新型龙头企业；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3家，河南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176家。

现如今，以传感器为重点
的物联网、以精密测量为重点
的北斗应用、以网络安全为重
点的电子信息、以超硬材料为
重点的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在郑

州高新区迅速集聚。截至目
前，郑州高新区拥有传感器行
业相关企业 3011家，网络安全
产业相关企业 1232家，北斗应
用技术产业 760余家，超硬材
料行业关联企业 1838家，为郑
州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同时，郑州高新区加快推
进智能传感器 MEMS中试平
台、郑州城市算力网建设、世界
级培育钻石加工交易中心、中
原之光等大科学装置和大型科
研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基础创
新能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
融合，集聚培育一批创新人才
团队和创新主体，全力打造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和人

才高地。
对 2023年的产业发展计

划，郑州高新区将对外突出
招大引强、招高引新、招优引
精，围绕物联网、电子信息、
北斗应用、新材料四大主导
产业，数算产业、氢能与储
能、生命健康、新一代信息技
术四大战略新兴产业，量子
信息、类脑智能、未来网络、
前沿新材料未来产业，持续
完善“4+4+N”产业体系，坚持
“扩链强链”“延链补链”构建
产业生态。

据悉，目前郑州高新区已
成功获批河南省首批未来产业
先导区（量子信息、前沿新材
料）、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厚培金融沃土 赋能创新发展

郑州高新区资本市场“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新年伊始，河南省迎来了2023年第一家A股上
市公司——郑州高新区企业驰诚股份成功在北交所上市，也正
式拉开了郑州高新区新一年度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序幕。

2019年天迈科技上市，2020年捷安高科上市，2021年百
川畅银、千味央厨上市，2022年众智科技、秋乐种业上市……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加快企业上市培育力度，通过搭建科
技金融广场、深交所河南基地、资本力量“1+6”系列活动等平
台，积极推动更多企业迈向资本市场。

截至目前，河南省A股上市公司已达108家。其中，郑州
市A股上市公司38家，而郑州高新区则以14家的数量位居全
省县（区）第一位，占郑州市A股上市公司的36.8%、河南省A
股上市公司的13%，是名副其实的河南资本市场高地。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岳鹏磊 郑东海 文/图

2023年农历新年刚过去，郑州
高新区资本市场就迎来开门红。2
月 16日，驰诚股份就敲响了北交所
上市的钟声。

至此，河南省共有A股上市公
司108家，其中郑州市38家，而郑州
高新区则占14家。郑州高新区A股
上市企业占郑州市的36.8%，占河南
省的13%。

这 14家上市企业分别是：辉煌
科技、思维列控、光力科技、汉威科
技、新开普、新天科技、太龙药业、千
味央厨、天迈科技、众智科技、捷安
高科、秋乐种业、百川畅银、驰诚股
份，涵盖智能制造、物联网、生物医

药、农业等领域。
在郑州高新区存续的14家上市

公司中，深交所上市企业10家，上交所
上市企业2家，北交所上市企业2家。

截至 2月 16日上午收盘，14家
上市公司总市值571.2亿元，其中市
值较大的4家企业分别为光力科技、
千味央厨、汉威科技、思维列控。

事实上，郑州高新区自筹建以
来，累计培育了 21家上市公司、79
家新三板企业、764家四板企业、37
家河南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90家
郑州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200家
“百企上市行动计划”后备企业，形
成了多层次上市推进格局。

据介绍，郑州高新区是 1988年
启动筹建的河南省第一个开发区、
1991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
高新区、2016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经过长期发展积累，郑州高新
区在科教资源集聚、产业体系构建、
人才资源汇聚、全流程孵化体系、全
周期金融体系、全领域深化改革等
方面都积累了较强优势，是省内创
新创业创造最为活跃的区域，在新
发布的“中国高新区创新能力百强
榜单”中名列第八位。

借助资本市场，郑州高新区这
14家上市公司均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其中部分
企业是行业隐形冠军和细分市场
龙头。

创立于 1998年的汉威科技，是
国内首批、河南首家创业板上市企
业，是国内领先的气体传感器龙头
企业、智能仪器仪表提供商、物联网
解决方案引领者。

公开资料显示，汉威科技以最
初的一颗传感器为起点，历经 24年
发展，现已拥有 17大系列 300多个
品种传感器，其自主研发的气体、光
电、压力、流量、振动、柔性传感器已
达国内前沿水平，多款产品打破了

国际垄断，每年为全球近百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各类传感器及模组达
5000万支，累计服务客户超30000家。

不仅如此，传感器已经发展成为
郑州高新区的重要产业之一，2022
年，郑州高新区成功举办世界传感器
大会、强网杯和北斗大会等重大活动，
传感器产业位列“中国十大传感器产
业园区”第四名，中部第一。

2011年上市的新开普，推出智
慧校园云平台、码卡脸一校通、VR
实训等产品及解决方案，覆盖校园
信息化各个场景。如今，新开普用
户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区，并在郑
州、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合肥、福
建设立七大研发中心。企业发展越
来越好，资本市场在背后也发挥着
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上市的众智科技，拟募
资6.13亿元，实际募资7.69亿元，超
额募集 1.56亿元，公司对资本市场
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据悉，由众智科技研发、生产的
内燃发电机组控制器、双电源自动
切换控制器等产品中，部分产品已
替代进口产品，在控制器市场的份
额逐步扩大，已成为业内头部企业
之一。全球市场仅次于英国深海、
捷克科迈等少量国际知名企业。

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资
源，为郑州高新区在资本市场
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十年来，郑州高新区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上市
政策，2015年在全省率先出台
了对新三板挂牌的支持政策
《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上市和
挂牌交易的意见》，其中对上
市挂牌企业奖补金额，居全省
前列。

2017年，完善《关于加快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出台了《关于加快企业
上市和挂牌交易的意见》，进一
步加大了对企业上市挂牌的奖
励力度。2020年出台《应急转
贷周转资金管理办法》等系列
政策，支持企业融资发展。

尤其是最近几年，郑州高
新区深入实施科技与金融深度
融合行动，强化金融对科技产
业的支撑作用，加快实现金融、
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

据郑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郑州高新区紧跟注册制

进展，结合省市政策及市场发
展，及时调整优化各项支持
政策，高新区企业上市最高
可获得省、市、区三级奖补
1600万元。

由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联合
郑州天健湖经济研究所、郑州
高新区挂牌公司服务协会、北
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科技金融
广场等打造的资本力量“1+6”
系列活动，固定时间，固定节
拍，开放整合区内区外科创金
融供需资源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2020年以来区内外企业
包括信安通讯、格威特、赛诺
特、日立信、美港高科、超级智
慧家等累计新增股权融资8.71
亿元。

2022年以来，郑州高新区
推出“116科创战略”，即围绕
“建设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的一个目标；搭建一个资
本市场为纽带，政策为引导，金
融需求端、政策性金融供给端、
市场化金融供给端三方面为核
心的科创金融支持体系；打造

“指数、资本市场、创投、金融科
技、政策和监管”六个高地，不
断畅通金融血脉，强健经济肌
体，助力高新区产业发展。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郭程明表示，下
一步，郑州高新区将抓住注册
改革机遇，强化金融服务职能，
强化政策引领作用，完善上市
企业奖补政策，聚焦“专精特
新”，深挖后备资源，完善梯队
化拟上市企业资源动态管理，加
快形成上市“蓄能池”，通过“七
个一批”和“四个支持”等措施培
育引导更多企业上市，为河南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光添彩。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张红军表示，高新区将锚定建
设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的奋斗目标，以四大主导产业
为支撑，做强现代产业的集聚
和未来产业的谋篇布局，进一
步形成创投集聚区、河南资本
市场高地，全力打造全省全市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

产业集聚
郑州市A股上市公司郑州高新区约占四成

创新引领
14家上市企业多为行业隐形冠军

资本赋能
全力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

政策助力
加快实现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