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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大趋势》一书里提
到，过去的区域竞争都是城市之间的
单打独斗。但随着城市群、都市圈战
略的推出，抱团竞争有望变为主流，而
都市圈规模和实力也将成为衡量城市
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鲁豫联手，其实早有迹象可循：
2022年，河南、山东两省向科技部

报送了《鲁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规划（2022—2035 年）》。
2023年 1月，山东省科技工作会议透
露，将加快推进鲁豫国家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创建工作，力争早日获批。
今年初，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鲁
豫毗邻地区合作发展实施方案》。这一
方案强调“争创鲁豫国家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
创新中心。加强山东半岛、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联动，打造黄河中
下游协同创新共同体”。

鲁豫联手，旨在共建科创新未来。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副会
长宋向清指出，
鲁豫两省抱团发
展的策略创意和

政策创新，对于重构和壮大豫鲁科创
中心、产业体系、市场格局和发展生态
具有积极意义。“鲁、豫都是经济大省，
两省具有广阔的合作基础，且河南和
山东不乏省际合作的成功案例。多年
前，豫鲁两省在黄河中下游生态保护
方面的协议化和制度化合作已经造福
两省人民。但此前相对于生态保护、
水利工程，两省在科创和产业方面合
作方面较弱，这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先产业后生态的合作模式形成鲜明
对比。而共同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成
为河南、山东这两个北方经济大省迈
向全面合作的重要契机。”宋向清分
析。记者 李娜 陶然

鲁豫再联手 争创国家区域科创中心
郑州与济南青岛洛阳联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九曲黄河，一衣带水。
在近日公布的《郑州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再次把“聚焦科技创新引领，着力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放于2024年重点工作的第一条，并在其中明确提到：强化郑州与济南、青岛、洛阳联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争创以郑济青洛
为核心的鲁豫国家区域科创中心。

那么，为啥是郑州联手济南、青岛、洛阳？这四座城市在科创方面各有哪些亮点？在创新驱动方面又有怎样的异同——

各有所长 各自“放异彩”
根据四座城市 2024 年初公布的

政府工作报告，四座城市发展各放
异彩——

郑州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4%、总量超过1.36万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12.8%，增速居9个国
家中心城市首位。2024 年的发展目
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左右，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9%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增
长 1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8%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
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左
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进出口总值平稳增长，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3%左右。

洛阳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5%，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1%、高于
全省1.1个百分点。2024年发展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进出口总
值增长7%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01%。

济南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 左 右 ，完 成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060.8亿元、增长6%。2024 年发展目
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以上；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左右；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5%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5.5%左右和6.5%以上。

青岛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5760.3 亿元，同比增长 5.9%；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5.1%；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6%。2024 年发展目
标：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左右，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5%以上，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5.5%左右。

郑州，作为中央明确支持建设的
国家中心城市，将围绕“当好国家队、
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
作为总目标，持续深化“三标”意识、
深入实施“十大战略”行动和“十大建
设”工程，聚焦“四高地、一枢纽、一重
地、一中心”和郑州都市圈建设，持续
做大经济总量，增强辐射力、带动力
和影响力。

把“科技创新”作为“十大战略”之
首，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其首位度一目
了然。在提到 2024年工作的时候，郑
州明确，要突出创新核心地位，扎实推
进创新高地建设。聚焦创新平台、创
新主体、创新生态、创新人才，全面发
力、扩大成效，争创国家区域科创中
心，加快锻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

就在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郑州市市长何雄提到郑州
发展的时候指出，郑州将不断完善实
验室体系，争取建设国家实验室，争创
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大嵩山实验
室、神农种业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设
支持力度，争取新建重点实验室、企业
技术中心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00
家。积极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设
新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推进“中原
之光”超短超强激光实验室装置、智能
传感器MEMS中试平台等大科学装置
项目建设。同时，强力推动中原科技
城建设，加快建设中原科技城重点功
能片区，以郑洛新自创区为引领、中原
科技城为核心载体，建设“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未来科技研究+中试+成果
转化”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的区域

综合研发功能区，争创国家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新质生产力”，作为今年的“高频
词”，在郑州也根据实际情况“具象”了
起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势，
加快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
改造，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一号产业”，
培育壮大新能源及网联汽车、智能装
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
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实施未来
产业前瞻布局行动，抢滩布局量子信
息、人工智能、元宇宙、卫星、区块链、
氢能、算力等前沿产业，争创国家未来
产业先导示范区。聚焦打造“量子之
城”，加快建设中原量子谷，建成百亿
级量子产业集群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洛阳市如
何做好创新文章？洛阳市市长徐衣显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洛阳市将
前瞻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聚集“六新”突破，深
化“五链”耦合，落实制造业重点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建设五大先
进制造业集群、17条优势产业链，全年
营收超过 4600亿元。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洛轴新能源轴承
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争创全国先进
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加速新兴产业集
群集聚，推动中州时代一期第一条
30GWh产线 6月底前投产运营，百万
吨乙烯项目 6月底前完成智能化管控
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链配
套项目落地，打造千亿级新能源生产
基地、国内一流的绿色石化先进材料
产业基地。

同样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济南市市长于海田也明确，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既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开辟发展新赛道、
培育发展新动能、增强竞争新优势的
战略选择。

根据介绍，济南将以科技创新为
引擎、以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
方向、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走出
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
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
的新增长路径，加快激活省会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具体工作推进可以概括
为“123”：“1”是聚焦科技创新这个“主
导”，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

“2”是聚焦绿色化和数字化两个“方
向”，着力抢占高质量发展新风口；“3”
是聚焦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
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和开辟未来产业
新赛道，着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对于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特大
城市，青岛都市圈核心城市青岛，青岛
市市长赵豪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
确，青岛产业基础比较扎实，将切实抓
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努力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展现
更大作为。具体来说，青岛将以创建

“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目标，在
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工
装备等优势产业领域，推进高水平技
术改造、深化国际化战略，加快培育世
界级产业集群和世界一流企业；壮大
虚拟现实、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新兴
产业规模，积极抢占深海空天、生物制
造、量子信息等领域发展新赛道，加快
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科技创新 纷纷“起高峰”

鲁豫联手 打造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