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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区：以特色孵化造“中原科谷”

 一台看似普通的拖拉机，在耕地的同时，还能辨识出土壤性质及其所含微量元素？秘密就在机身前方的“黑匣子”
——传感装置里。

 前不久在郑州举行的首届世界传感器大会上，自动识别车牌、“刷脸付款”的智能加油机，可以和人“对答如流”
的擦窗机器人等纷纷亮相⋯⋯郑州高新区“智造”的各类传感器产品，正以井喷式的速度，迅速覆盖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

 荒地上的孵化：小微企业“逆袭”成行业龙头

 1988年，郑州高新区启动筹建。一阵开工礼炮响过，竟从荒芜的草丛中震出成群的野兔。

 就是在这一片荒芜之地上，郑州高新区开启了披荆斩棘的30年创业历程。作为被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
，如今，郑州高新区已被批准为首批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基地、首批科技服务业试点区，连续5届荣获全国先进高新区殊荣，最近又被确定为全国科技资源支撑型创新创
业特色载体。

 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坚实发展的特色产业。传感器产业正是郑州高新区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汉威电子公司，平均每24小时就有超过3万支传感器从这里产出。这些传感器，包含130余种规格，可检测数十种
可燃气体、毒性气体及其它气体。其实，18年前汉威电子公司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微企业。立足传感器领域，历
经三次产业升级，如今，汉威电子已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半导体、催化燃烧、电化学和红外光学四大类气体传感器
的企业，气体传感器业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围绕传感器、智慧城市、智慧安全、智慧环保、智能家居，构筑起
一个面向多行业的物联网生态系统。汉威公司董事长任红军感慨地说：“汉威从小微企业一步步走到上市，走到行业
龙头，离不开高新区管委会倾力营造的创新环境，尤其是支持企业建立研究院、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确保了企业项
目的行业领先地位。”

 也正是在汉威的带领下，郑州高新区传感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经涌现出拥有10家特装企业、24家标
准企业的新型传感器、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并且在北斗定位授时、5G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
领域集聚了重要资源。为进一步挖掘传感器产业的科技资源优势，把传感器产业做大做强，郑州高新区还决定打造3
—5平方公里的千亿级智能传感器组团，扛起“中国智能传感谷”的大旗。

 深挖科技潜能：中小企业研发中心全覆盖

 纵观郑州高新区30年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打造创新平台，深度挖掘科技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其潜能
。

 郑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王新亭介绍，目前郑州高新区集聚了17家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100多家省级
及以上技术创新平台，31家院士工作站、663家市级及以上研发机构，基本实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全覆
盖。在这些技术创新平台基础上，还培育了一批创新引领型平台，在电子材料与器件、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盾构装
备等领域，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创新支撑。

 去年10月11日，河南省首个诺贝尔奖工作站——“丹�谢赫特曼工作站”在郑州高新区正式挂牌。该诺贝尔奖工作
站由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教授与郑州大学合作设立。依托这一创新平台，不仅郑州大学相关学科带
头人将被推荐到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研修，丹�谢赫特曼还将对学科项目进行指导，并将其最新科技成果在郑州
高新区和河南转化。

 在此前后，郑州高新区还建设了电子材料与系统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推动郑州大学、武汉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共建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所，跨国联合创新持续展开。并成立了智能仪器仪表、新材料、轨道交通、钎焊技术等6个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有效推动跨区域创新协作。围绕着这些创新平台，郑州高新区目前集聚院士18人，市级以上创新杰出人
才129个，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6500余人。与此同时，创业平台也持续升级，“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孵化服务链条日益完善，已建成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14家、省级孵化器（众创空间）23家，市级以上众创空
间数占全市的55%、全省的30%，建成加速器和产业园区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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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扩权赋能：打造千亿级一流园区

 最近，郑州市市长王新伟签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作为河南省首个
开发区层级的法律规章，该《暂行规定》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依法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建设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其自主创新示范带动作用。

 在扩权赋能方面，《暂行规定》明确，郑州高新区今后由管委会行使较为完备的县(市）区级政府权限和部分市级
经济管理及相关行政管理权限，并可与省直相关部门对接，享受部分审批事项省级直通车便利。管委会在机构编制管
理部门核定的机构总数内，可以自主设置职能机构，确定其具体职责；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创新符合实际的选人
用人机制、薪酬激励机制和人才交流机制。

 在《暂行规定》中，郑州市政府还明确赋予郑州高新区八大发展定位，将郑州高新区建成开放创新先导区、技术转
移集聚区、转型升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创新创业人才密集区、科技金融创新实验区、依法治理先进区、智慧
社会先行区，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业中心。

 王新亭表示，《暂行规定》的出台，是对郑州高新区建区30年来第一次全面、彻底的系统赋权。郑州高新区将围绕
产业链、布局科创链、完善金融链、强化政策链，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和智慧产业集群，全面激发科技资源优势，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确保20
25年建成千亿级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中原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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