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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新材料、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等共建研发平台和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一批面向应用、体制

机制灵活的高水平研发机构，集聚高端创新资源，

增强关键技术攻关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能力。加快中科院郑州工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北

斗导航军民融合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在

信息安全、功能材料、农作物遗传育种等领域，集中

力量进行重点突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制高点。全力争创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龙头企

业成长助力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着力

培育形成一批主业突出、行业引领能力强、具有国

际先进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通过一对一政策辅导、科

技“创新券”、首次认定奖励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

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小巨

人（培育）”企业，建立健全“创业孵化、创新支撑、融

资服务”的抚育体系。积极引进培育雏鹰企业、瞪

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三是构建高素质人才体系。

实施高端领军人才（团队）引进计划，依托中国郑州

航空港引智试验区、郑州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国家级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等载体，引

进立足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拥有自主创新成果的

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团队）。实施产业技术领军人

才（团队）支持计划，重点培养一批具有重大技术突

破、重要科技成果转化、引领作用显著的产业技术

领军人才（团队）。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四是建设高水

平创新平台。抓住国家级创新平台优化整合契机，

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争取在郑州大都市区布局

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加快高水平开放构筑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一是打造国际交通枢纽。加快推进郑州由“中转

型”枢纽向“门户型”枢纽转变，积极争取形成以郑州

为中心轮辐式航空和高铁交通组织体系。结合郑州

现代物流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和示范物流园区建设，建

设以航空、铁路为骨干的国际物流通道，完善以航空

为引领、公铁货运集疏、高铁客运集疏为特征的综合

枢纽体系。二是深入融入“一带一路”。紧盯抓牢“四

路协同”，做好拓展延伸。深化郑州和卢森堡“双枢纽”

战略合作，优化通航点布局，推动新开洲际货运、客运

航线，积极落实中卢两国航权协议，推进航权开放协

作；实施“中欧班列（郑州）+”建设工程，加密往返班次，

拓展至北欧、南欧、东盟等新线路，大力发展冷链业务、

数字班列、定制班列；完善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拓展

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建设全球网购商品集疏分拨中心；

加快建设东向、南向等海铁联运国际通道，实现与海

上丝绸之路无缝对接，加快打造“郑州港”内陆港。三

是提升开放平台载体。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对外开放龙头和引擎作用，加快发展智能终端及

新型显示、航空制造和服务、航空物流等产业，建设国

际航空物流中心和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

地。高水平建设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围绕“两

体系一枢纽”定位，持续深化五大服务体系建设，加快

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积极申

建内陆自由贸易港。加快发展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加强与国内外创新高地的创新合作与交流，

持续提升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依托国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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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郑州中心等载体平台，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机制。加快推进郑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持

续推动试验区在政府监管、商业经营、产业培育、标准

制定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产业链

和生态圈，加快建设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大力推

动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建设，全面提升龙子

湖智慧岛建设水平，建设郑开科创走廊和环岛大数据

“双创”基地，不断提升大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技术支

撑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高地

一是先进制造业。发挥先进制造业“压舱石”

的作用，挺起郑州大都市区经济发展的“脊梁”。做

强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铝及铝精深

加工、现代食品制造等产业，培育智能传感器、5G

及北斗应用、网络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兴产

业，打造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新能源及网联汽

车研发生产基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显示和智

能终端生产基地。在巩固去产能成果和推进降成

本、补短板的基础上，加快实施传统产业绿色、智

能、技术“三大改造”；推进装备制造、新兴材料等重

点产业转型攻坚；推动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铝加工、服装、家居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

统产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二是现代服务业。加

快金融、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会展商务等现代服务

业的专业化、高端化发展。金融业要加快金融结构

集聚，健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金融创新、发展

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国家区域

金融中心；物流业要依托郑州航空港全球航线、米

字形高铁、高速公路国际国内物流通道和集疏网

络，构建国际化物流服务体系，打造现代化国际物

流中心。科技服务业要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技术转

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等科技

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依托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

聚发展示范区等科技服务业集聚区，打造一批科技

服务业集群。会展商务业要依托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等载体，打造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

展会品牌，建设国家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和国际会

展名城。三是现代都市农业。以推进农业体制机

制创新和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发展休闲农业、观

光农业等都市农业新业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打

造一批融文化创意、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美丽乡村

建设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加快建设环城都市生态

农业圈和沿黄生态涵养带。四是加快培育发展新

经济。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发展分享经济、

平台经济、体验经济、社区经济。五是建设高能级

平台载体。推动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突出以特

色论英雄、以亩产论英雄、以生态论英雄，把产业集

聚区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先进制造业引领

区和改革开放先导区。

强化区域合作加快协同发展

一是建立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协调体制。成立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专项工作组及办

公室，强化高效协同。二是加快推进交通一体化。

抓好“1+4”郑州大都市区交通构建工程，完善郑州

与周边地市“3+3+4”快速交通系统，推进地铁、城

际、铁路、公交“四网连通”，构建大都市区半小时高

铁交通圈、1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三是加快区域

产业联动。产业联动是推动郑州大都市区发展的

关键所在。以各地市国家高新区为核心，在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动力电池、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新建一批细分领域的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鼓励龙头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产品创

新与设计等业务，通过产品配套、服务外包等方式

与其他地区企业建立协作配套关系，构建以龙头企

业为核心的跨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网络。通过飞地

建设、跨区域园区共建、园区品牌输出等方式，推动

跨地区产业合作。加快建设郑开“双创”走廊和开

港、许港、郑新、郑焦产业带。四是加强生态环境协

作。加强区域联动，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制定郑州大都市区环境污染防治条例，建立一

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构建区域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统筹区域环境质量管理。郑州、开封、新乡

等城市要合力推动沿黄生态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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