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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郑州的传感器产业来说，
“烩菜式研究院”解决了人才、技术
的问题，眼下，他们又在酝酿打造
一个“更好的厨房”，让传感器相关
企业可以有更好的环境进行创新，
驱动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当记者来到这里时，这片工地
上正在加紧进行挖土和打桩。在
刚刚过去的一季度里，这个产业园
的整体建设进度达到 30%。不久
以后，一个面积 51000平方米的高
等级车间将拔地而起，一条全新的
传感器产线将在这里运行。

郑州高新产业投资集团副总
经理罗永嘉说，以前普通的传感
器，大概是指甲盖大小，新的产线
上了之后，会做到米粒大小甚至更
小，而且功能会更多，平均利润也
会上升20%左右。

更为特别的是，这条全新的产
线将是河南传感器行业第一条共
享产线，100多套高端精密制造设
备将通过产业联盟的方式实现共
享、共用，为各个传感器企业提供
中试以及小批量制造服务。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董
事长马世光告诉记者：“每个企
业自己建不划算，而且维护成本
很高，所以我们就想，那做成一
个公共平台、一个共享产线，让
所有的企业都来用，来这里做研
发、做小批量生产，来降低他们
的创新成本。”

随着新产线的规划和建设，一
批致力于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新
型科研机构也随之而来。郑州中
科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在
今年一季度加速开启技术转化业

务。该应用研究院产业化处负责
人贾凯说：“我们主要聚焦关键性
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产线运营，
依托我们自身的优势，能够让这里
的传感器企业更好地跟上全球的
研发节奏。”

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
链链长王德敏告诉记者，新产线不
光承载着企业所需的公共服务，同
时也是当地产业发展的一块磁石，
吸引着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加速
向这里汇聚，从而释放出更大的协
同效应。他说：“这个产线的建成，
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来说是个后
盾。我们说，不进就会退，有进才
有机会。我们这个产业要往上走，
就必须保持住不断突破自己的进
取心。”
记者 刘地 整理

编者按 昨日，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和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栏
目，连续聚焦郑州，对郑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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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报道。本报今日予以编发。

上下游企业年产值达到300亿元

郑州：小小传感器撬动产业链发展大杠杆
传感器，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里的“神经元”，也是物联网最重
要的“元器件”之一。河南郑州此前
开始布局传感器产业，今年一季度
以来，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目
前，郑州拥有约 3000家传感器相关
上下游企业，年产值达到300亿元。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安伟指出：“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培
育壮大智能传感器、智能终端、汽
车制造、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 20
条重点产业链，前瞻性布局国家超
算郑州中心、中科曙光智能超算等
算力中心，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现代化建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小小传感器
带来300亿元年产值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郑州的
这个全球最大的客车舱门生产车
间，发现这里的机械臂干起活来一点
也不机械——柔性流水线上送来的
舱门铝板各式各样，但机械臂始终都
能做到精准作业。而这一切，离不开
这样一个智能视觉传感器，作业效
率和准确度“进了好几个台阶”。

新场景催生新需求。在郑州
这个智能传感器实验室里，记者看
到，科研团队正在加紧研发一款柔
性触觉传感器，它还有个名字叫

“电子皮肤”，可以用到人形机器人
上。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里，科研
小组做出了一件新的样品。

记者在现场进行了体验，发现
手指不同位置的压力以及温度都
能被检测出来，哪怕是羽毛轻轻拂
过，传感器也马上有反应。汉威智
能传感器实验室研发总监熊作平
解释，小区域上集成了 100 个传感
点，灵敏度很高，响应速度也很快，
大概在1毫秒。

在郑州智能传感谷，记者转了
一圈发现，一边是科研机构加快研
发新产品，一边是企业在智能化改
造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传感器。智
能传感谷只是郑州传感器产业的集
聚区之一，目前，郑州拥有约3000家
传感器相关上下游企业，年产值达
到300亿元。

在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办
公室里，记者看到一张图。郑州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电子信息产业办公
室主任王永军指着图说，西边聚集
的高校智库，为传感器产业提供新
材料、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撑；分布
在东边的新能源整车厂和智能终端
厂商等，则为传感器产业提供大量
的应用场景，“一西一东”的支撑作
用明显，“过去传感器产业的基础优
势不太明显，所以希望通过后天的
努力，进一步引进、整合资源，使传
感器产业更进一步。”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郑
州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6.9%，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达到21.2%。

3年前，在郑州所有传感器企
业中，能研发制造高端传感器的企
业不到 1500家，但在今天，这个数
字 翻 了 一 番 ，扩 展 到 了 3000 多
家。记者同时还关注到这样一个
指标：同样是 3年时间里，郑州新
增的各类传感器相关科研机构超
过 50 家。这一家家新的研发机
构，给这一片产业带来了什么样的
新变化？

记者来到河南省智能传感器
产业研究院时，在现场留意到一个
有意思的细节：尽管大家身着同一
种工服，但仔细看，名牌上的一排
小字却不尽相同，有的是传感器企
业的，有的是大学的，有的是物联
网公司的，还有行业协会的。他们
同在一个研究院里工作，这样的研
发新模式，也有人把它叫作“河南

烩菜式的研究院”。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研究

院工程师王栋说：“确实跟俺们河
南烩菜一样，很多料，很多人，有豆
腐，有粉条，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但是又发挥各自的优
势，最终和谐地在这个锅里组合到
一起。”

“咱河南讲究一个‘中’，就是
把各种菜慢慢炖，调和到一个非常
好的味道。我们这里也是各取所
长、跨界合作、不断磨合，最终将成
果最大化、市场价值最大化。”郑州
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
田雨这样说。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传感器的迭代速度
慢，研发周期长，随着传感器越来
越智能，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越

来越交叉，光靠一家来做研发，研
发周期就会被进一步拉长，产品量
产可能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研究
院副院长陈海永说：“其实是市场
的需求决定了我们要去探索烩菜
式的研发机构。就像我们一季度
完成研发的这个激光气体传感器，
它涉及光路、结构、电路、工艺这些
方面，还有程序算法，等等，我们就
集合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部分，来
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
盟副理事长任红军向记者表示，借
助各方面力量，最终实现“一升一
降”，比如把设备的灵敏度从百万
分之一提升到十亿分之一，同时还
把产品价格从 200多万元降到 100
万元以内，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

“河南烩菜”式的新型研究模式

一条共享产线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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