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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谷多园”
高新区集聚传感器相关企业超4000家

“高新区依托汉威科技传感器产业
园、国家大学科技园、亿达科技园、天健
湖智联网产业园等专业园区载体，吸引
集聚智能传感器材料、器件制造、软件算
法、应用终端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初步
构建形成以智能传感谷为核心的‘一谷
多园’产业空间布局。”周大鹏介绍。

“一谷多园”下，创新型企业加速集
聚，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目前，高新区集聚传感器相关企业
超4000家，传感器上市公司7家，国家
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28 家。汉威
科技、光力科技、天迈科技等行业龙头
企业，营业收入超50亿元，占整个产业
集群规模超30%。其中，汉威科技作为
信息传感器龙头，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70%；新天科技的智能水表及系统常年
占据国内市场第一。

此外，集群构建了涵盖气体、气象、

农业、电力（网）、环境检测等多门类传
感器的产业布局。“目前郑州高新区智
能传感器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约占
全区工业总产值的26.6%，带动就业约
22000人。”周大鹏说道。

完善产业生态，高新区先后打造或
引进8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以传感器或
仪器仪表产业研发方向的市级以上研发
中心达150余家；河南省智能传感器行业
协会、智能传感器创新联盟（河南分盟）、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等先后成
立；发布了院士联名倡议的“郑州共识”
和审议通过“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规
划”；面向全国发布了郑州高新区（智能
传感器）产业大脑；建立数字展会服务平
台，打造“永不落幕的数字展会”。

聚力打造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在
创新平台体系建设、专业人才集聚培
育、提升品牌影响力、科技服务体系构
建等方面，高新区多措并举，形成集群
发展特色。

目前，集群汉威科技、天迈科技、日
立信等重点企业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比重达到 7%～10％；胡永、王坤、卫
荣汉、周崟灏、任红军、姚浩伟、叶继明
等一批行业高层次人才集聚。“2018年
至 2023 年，高新区承办五届世界传感
器大会，签约引进项目总投资金额达到
882亿元。”周大鹏介绍。

2022 年 10 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颁布中国传感器十大园区
排名，郑州高新区位列第四，中部第一；
今年，高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成功
入选“民营经济驱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
展研究暨2023中国百强产业集群”。

行“多措并举”
力争2025年智能传感器核心产业规模
达500亿元

培育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高新区
高质量制订了《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
产业集群建设方案》，配套完善《郑州高
新区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
并印发《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链
现代化提升方案》。“我们始终以产业规
划为引领，全面提升智能传感器产业链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具有
国内影响力的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圈、
构建全国智能传感器创新高地。”周大
鹏表示。

具体举措上，一是深化服务，“优”
无止境，开创营商环境新局面。高新区

倡导“店小二”式企业服务精神，结合
“万人助万企”等活动，深入企业开展帮
扶，破解制约企业的发展难题，营造企
业创新、产业集聚发展良好生态。

二是提振信心，纾困解难，多措并
举打好惠企政策“组合拳”。“从《政策汇
编》到精准推送《政策提示函》，再到为
企业量身定制《政策画像》，从‘全覆盖、
普遍化’到‘系统化、个性化’，不断提升
企业获得感。”周大鹏提道。

三是多方对接，协同创新，推动产
学研用联动融合。集群依托省市重点
项目，聚势蓄能，广泛对接企业需求，促
进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在技术、人才、
资金等方面深度合作。

四是引入“活水”，梯次培育，构建
多维高效金融服务体系。在产业投资、
债券融资、“七个一批”上市培育体系方
面，展开高效工作，促进信息、资源高效
对接等。

五是优化存量，提质增量，双向发
力推进强链补链工程。围绕智能传感
器产业链开展以链招商，全方位服务重
点项目落地，以会招商、以商招商。

“持续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制造能
力，完善生态体系。力争到2025年，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培育产值超 50 亿元
龙头企业 3 家，超 20 亿元企业 6 家，智
能传感器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00 亿
元。”周大鹏表示。
记者 孙庆辉

授牌 签约 推介

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聚势赋能

超硬材料产业是郑州高新区
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目前，郑州高新区超硬材料及
其 制 品 现 已 占 到 全 国 总 量 的
60%。拥有超硬材料相关企业约
2000家，规上超硬材料企业23家，
形成了以超硬材料规模化制备技
术为引领、以超硬材料及制品为支
撑、以超硬材料生产装备研发制造
为基础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建成
了全国领先的“技术研发—原料及
辅料生产—生产设备制造—超硬
材料合成—超硬材料制品”的产业
链条。

2023年，郑州高新区制定出台
《郑州高新区促进超硬材料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主要涵盖引
进落户支持、延伸产业链条、激发

有效投资、建设创新平台、强化技
术创新、扩大生产规模、引育产业
人才等 10 条 22 项具体措施，致力
于将郑州高新区打造成为国际超
硬材料产业核心、人才高地、创新
中枢和文化中心。

活动现场，郑州高新区管委
会、金水区人民政府、巩义市人民
政府、登封市人民政府与建设银行
河南省分行、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郑州银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银行将充分
发挥服务资源及产品优势，在授信
融资、普惠金融、综合金融服务等
领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发展提供专业化、定制化、多元
化金融支持。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徐浩 文/图

2023年12月26日，郑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工作经验交流系列
活动在郑州举行。

活动上，郑州巩义市铝基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郑州高新区超硬材料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郑州金水区新一
代信息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郑州登封市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等5家
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正式授牌。现场，郑州高新区管委会、金水区人民政
府、巩义市人民政府、登封市人民政府，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浦发银行郑州分
行、华夏银行郑州分行、郑州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外，高新区还携辖区内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管理服务机构及重点企业同步亮相，集中展示郑州高新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态势。

近年来，郑州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形成了一批以信息技术、
新材料等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在2023年郑州市发改委组织开展的首批市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认定工作中，成功获批郑州高新区超硬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位居全市首位。

智能传感器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郑州高新区作为河南省智能传感
器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积极抢抓
智能传感器产业风口，全力推进智能
传感器产业发展壮大，提升产业竞争
力，塑造产业特色品牌，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支撑郑州打
造成为中国智能传感谷。

目前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
产值突破200亿元，约占全区工业总产
值的26.6%，实现利润约20亿元，带动
就业约22000人。

依托汉威科技传感器产业园、国
家大学科技园、亿达科技园、天健湖
智联网产业园等专业园区载体，郑州
高新区吸引集聚智能传感器材料、器
件制造、软件算法、应用终端等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初步构建形成以智能
传感谷为核心的“一谷多园”产业空

间布局。
目前区内集聚传感器相关企业超

4000家，传感器上市公司7家，国家级、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8家。涌现汉威
科技、光力科技、天迈科技、日立信、新
天科技、驰诚电气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营业收入超50亿元，占整个产业集
群规模超30%。

郑州高新区高质量制订《郑州高
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建设方案》，
配套完善《郑州高新区制造业产业链
链长制工作方案》，并印发《郑州高新
区智能传感器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
案》，始终坚持以产业规划为引领，全
面提升智能传感器产业链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建设具有国内影响
力的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圈、构建全
国智能传感器创新高地。

超硬材料及其制品现已占到全国总量的60%

集聚传感器相关企业超4000家

郑州高新区“一谷多园”产业空间布局形成

郑州市首批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正式授牌

2023年12月26日，郑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工作经验交流系
列活动在郑州举行，郑州各区（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代表及重点企业集中亮
相，交流产业集群培育思路与经验。

“高新区作为河南省智能传感器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积极抢抓智能传感器
产业风口，全力推进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壮大，提升产业竞争力，塑造产业特色品
牌。”活动现场，高新区管委会枫杨园区运营中心主任周大鹏对高新区智能传感器
产业集群园区作推介，“我们将持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支撑郑
州打造成为中国智能传感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