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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战略思路及对策

◇刘艺娃 王命禹 杨迅周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参与全球

竞争的重要载体，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

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础支撑。

一、建设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思路

（一）总体思路

1.明确建设目标。深入贯彻中央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牢牢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

大机遇，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转

型发展的探路者，打造世界一流的特色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和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2.优化建设路径。以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

目标，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为切入点，强力实施开放和创新双驱动核心战略，立

足郑州，辐射全国，影响世界。

3.突出特色领域。以农业为特色，聚焦农业、大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

六大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和变革性技术研究。

4.构建框架体系。以国家实验室为基石，依托

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布局一大批交叉

前沿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创新转化平台，建设一批

“双一流”大学和学科，整合国际和国内创新资源、创

新链和产业链，打造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创新体系，构

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5.推进科技、产业、城建联动互动。以建设郑州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突破口，打造郑开科创走廊，

建设黄河科学新城。

（二）框架体系

1.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总体布局就是构

建“1+4+1+2”科创框架体系。第一个“1”是指沿黄

河北岸建设“国家生物育种科学中心（基地集群）”；

“4”是指依托沿黄河南岸布局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

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双一流”大学和学

科和科技产业化等四大国家级科创平台集群；最后

一个“1”是指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打造“国家

科技创新中心”一体化推进，构建科创与产业无缝对

接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一流载体，建设郑开科

创走廊，建设“黄河科学新城”和“嵩山科技新城”。

2.突出农业特色，聚焦六大领域。突出农业特

色优势，聚焦农业、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领域。河南在这六大领域

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

二、空间布局及建设重点

（一）构建“2+4+1”空间布局结构

1.西部组团。主要包括荥阳北、高新区、惠济北

3大核心功能区，位于荥阳、高新区、惠济的北部黄

河沿岸，主要布局“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集

群，主要功能是科学原创、技术孵化。力争引进中国

科学院设立分院，规划建设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

2.中部组团。主要包括金水北部杨金科教园

区、龙湖CBD、龙子湖大学园区等3大核心功能区，

位于金水、郑东新区的北部黄河沿岸，主要布局“国

家重点实验室集群”，主要功能是应用技术研发、创

业孵化。力争引进一批国内外国家级科研院所，规

划建设一批国家级研发平台。依托郑州大学和中科

院，建设“郑州国家超算中心”，布局在龙子湖湖心岛

大数据试验园区。

3.东部组团和汴西新区组团。包括白沙、雁鸣

湖、运粮河CBD、汴西湖河大等4大核心区，位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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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郑开大道以北和汴西新区黄河沿岸区域，打造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区“双创基地”。主要布局“国家工

程（技术）中心集群”、职教集群和创意产业集群。主

要功能是“双创孵化”、产业孵化。力争引进一批国

内外领先的新型研发机构及孵化器。

4.高教科研“双一流”大学和学科集群。在西大

学城、北大学城、东大学城、汴西大学城等区域主要

布局“双一流”大学和学科集群。依托郑州大学、河

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华北水院、河南农大、

河南大学等重点大学建设“教育科研区”。力争引进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10所国内国际一流大学进驻

“黄河科学城、教育科研区”。

（二）规划建设“黄河科学新城”或“郑北新区”

包括“黄河北岸农业科学新区”和“黄河南岸综

合科学新区”两大片区。沿黄河两岸布局，主攻基础

科学研究，兼顾技术开发和产业孵化。“黄河科学新

城”，集中承载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南北两岸

形成黄河大湾区科学新城格局。

“黄河科学新城”布局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充分开

发利用黄河大湾区宝贵的稀缺的生态资源，在基础

设施和生态环境最优良的区域布局科学中心。目前

三大科学中心分别布局在北京怀柔雁西湖畔、上海

黄浦江畔、合肥巢湖湖畔，均布局在生态环境最优美

的滨水区域。

1.规划建设“黄河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黄河北岸农业科学新区”或“黄河农业科学新城”。

重点构建“1+4+5”农业科创框架体系，即打造1大

“国家生物育种科学中心”，规划建设4大研发集群、

5大特色功能区。规划建设生物育种国家实验室、

转基因国家实验室（国家转基因中心）、国家农业技

术工程中心、农业高等院校研发集群等四大国家研

发集群。规划建设以下：科教园区、生物科技产业园

区、农业育种基地试验示范园区、农业商务中心区、

农科特色文旅功能区等五大功能区。

2.沿黄河南岸规划建设“黄河综合科学新区”或

“黄河综合科学新城”。沿黄河南岸规划建设“黄河

综合科学新区”或“沿黄郑开科创走廊”，为“郑州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体区，规划面积600平方

公里，横跨荥阳、高新区、惠济区、金水区、郑东新区、

中牟县、汴西新区，容纳人口300万人。“黄河南岸综

合科学新区”空间布局为“一廊、四组团、十核、二十

镇”：“一廊”是指沿黄郑开科创走廊；“四组团”是指

西部、中部、东部及汴西等四大组团；“十核”是指荥

阳北、高新区、惠济北、金水北部杨金科教园区、龙湖

CBD、龙子湖大学园区、白沙、雁鸣湖、运粮河CBD、

汴西湖河大等10大核心区；“二十镇”是指规划建设

2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

（三）规划建设“嵩山科技新城”或“郑南新区”

在郑州南部规划建设“郑南新区”或“嵩山科技

新城”，或“嵩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一

区两园”或“一区多园”布局模式。沿郑洛城际铁路

及南五环布局，横跨新密、新郑、航空港等三大区

域。在新密市北部在“新密科创园区”的基础上规划

建设“新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约100平

方公里，划分为科教园区、现代服务业园区、产业园

区等。引进全国全球一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

研发机构等进驻，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新

能源、节能环保、生物科技等产业领域。在新郑北部

规划建设“新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约50

平方公里聚焦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大健康等产业领

域。在航空港南部规划建设“航空港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规划面积，约50平方公里，聚焦新一代信息

技术、移动智能终端、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还可以

考虑规划建设“登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

约50平方公里。

“郑南新区”这一空间布局的战略意图，是为了

打造郑州南部新经济增长极，彻底改变郑州周边所

属市县产业结构低端化现状，加快迈向创新驱动的

高端化发展阶段。

总之，形成“北部黄河、南部嵩山、北部科学、南

部产业”布局，南北遥相呼应，一体化连接。推进科

学基地与产业基地一体化布局，形成“知识发现—技

术创新—孵化基地—新兴产业”完整链条和生态圈

体系。

三、若干政策建议

（一）强化组织领导，搞好顶层设计

建设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科技产业

创新中心事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大局和中原更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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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全局，必须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在策略上灵活应

变，在组织上坚强高效，在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上勇

于突破，打造发展新优势。

1.建设具有农业特色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

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以农业为特色带动申建全局，

将农业大省和农业科技大省优势升级为具有农业特

色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将“中

西部地区科创高地”升级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着力建设“黄河科学新城”、“嵩山科技新城”，打造

“郑开科创走廊”。

2.建立务实高效的申建体制机制。建立自创

区、自贸区、高新区与“郑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

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互动体制机制。

3.按照一流标准做好总体规划。尽快完成申建

方案，并向中央提出建设申请。突出特色，确保可操

作、可实施、可落地.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突出特色重点，狠抓平台载体项目建设

在科技产业领域上，以农业为特色，聚焦农业、

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等六大领域。在研发平台建设上，重点打造“1中心

和4集群”。在空间载体上，重点打造“2+4+1南北两

城、四大片区、郑开走廊”。在重点项目上，实施引领

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项目和基础工程。

（三）打造制度特区，激发市场活力

1.打造体制特区。坚持先行先试，以体制机制

改革为突破口，坚决突破制度障碍。力争将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全覆盖。推广自贸区改革试点建

设经验，复制在自贸区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

2.打造科创政策特区。着力打造自主创新的政

策特区，激发动力活力，制定1+N政策体系，激发主

体创新活力，重点在政府创新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收益分配和股权激励、市场化投入、人才引进、开

放合作等方面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1.强化投入支撑。加大投入力度是建设科学中

心的基础保障，建议省市政府每年投入10亿元专项

建设资金。力争研发投入增速达到10%以上，投入

强度尽快赶上全国先进水平。完善投入激励机制，

加大财税金融奖补支持力度。

2.强化金融支撑。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设

立科技分支行，大力发展天使基金、创投基金、战略

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力争每年双创基金增加100亿

元，鼓励科技型企业在国内外挂牌上市，力争每年国

内外上市10家以上。

3.强化人才支撑。打造人才政策特区，完善人

才激励政策积极推进“十百千万”创新型人才培养和

引进工程，培育引进10家国内国际一流高校、100家

国内国际一流研，发机构、1000个一流创新团队，培

育和引进1万名双创领军人才。

4.强化双创体系支撑。建设创新型河南，创建

一批国家级创新创业科技园，打造研发、转化、创投、

金融、服务等一体化双创基地，构建创新链、资金链、

政策链、产业链等无缝对接的“双创”生态体系，强化

种子、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一体化“双创”功能，力争

到2020年孵化1万家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五）打造开放特区，聚集全球创新要素资源

1.加大筑巢引凤力度。实施开放创新战略，筑

巢引凤，完善一揽子优惠政策，营造创新创业特区环

境，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资源要素。设立开放创新基

金，建立全球创新人才库和项目库。加大招引力度，

拓宽招引渠道，创新招引方式，吸引国内外创新型企

业、人才、平台、机构进驻。

2.以改革促重点引进。在引进大院大所名校名

人上，要勇于自我革命，不怕吃亏，坚持一院一策，引

进来才是硬道理。重点引进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

院等国家级研究院在河南省建立分院或研发基地。

重点引进诺奖团队、院士团队、杰出创新人才团队。

3.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创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

试验区或示范区，大力引进军事院校、军工科研院

所、军工企业，建立军品民企产业园区，构建军民融

合产学研基地。

作者简介：杨迅周，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

究员。

（摘自《河南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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