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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枢纽转化为枢纽经济
◇高新才

把握机遇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应当着

力实现经济枢纽向枢纽经济的转化。

枢纽经济应以经济枢纽为基础。要继续推进航

空枢纽和米字形高铁建设，加快郑州由以铁路为主

导的国家枢纽向以航空、高铁为主导的国际性综合

枢纽升级，形成和强化国际商贸流通节点的地位。

借助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的建设，优化提

升平台影响力。站在枢纽位置，发挥枢纽优势，以交

通枢纽建设为切入点，以完善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为依托，以高效优质的枢纽经济服务平台建设

为推手，助力经济枢纽向枢纽经济的转化。

枢纽经济应主动布局现代产业。要遵循产业发

展规律，集群化发展产业，系统化构建产业生态，不断

提升产业发展能力。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新材料等

新兴产业；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拓展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做大做强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

等战略性支撑产业，改造升级食品制造、服装加工等

传统优势产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

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中高端延伸。重视交

通枢纽偏好型产业的布局，加快推进以现代物流、文

化创意旅游、跨境电子商务等为重点的产业发展。

枢纽经济应提高对技术和人才要素的吸引力。要

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加快建设重大创新平

台，开展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着

力打造国内一流科技创新高地；精准研判产业需求，加

强与国内外重点科研院所、知名企业合作，集聚一批高

端研发机构，推进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建

设。要健全技术市场体系，发挥科技金融“造血”功能，

强化知识创造运用和保护，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要统筹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推动双创组

织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双创示范

基地，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培

育发展新动能提供支撑。要以实施“智汇郑州”人才工

程为抓手，着力破除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

障碍，充分释放和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为现代产业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枢纽经济应增强对区域和全国的辐射能力。要根

据部署实施“撤县(市)改区”，破解郑州城区面积小的突

出矛盾，加快郑州大都市区规划建设。要建设要素流

动通道，降低要素流通成本，提高周边区域优质经济要

素向郑州流动的效率，进一步提升郑州的首位度，形成

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等多

层级功能的城市集群。要推动郑州与洛阳、许昌、焦作

和新乡等周边城市的交通一体、产业链接、生态共建、

服务共享、功能互补，有效激发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

要努力提升郑州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增长极作用，通过

发展枢纽经济不断扩展其辐射范围，实现引领中原发展、

支撑中部崛起、服务全国大局的目标。

枢纽经济应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以城市战

略规划引领城市空间布局，构建与城市资源禀赋和生态

环境特征相匹配的城镇功能布局。要加强老城区基础

设施改造，完善新区和产业园区设施建设，提升城市供

水、供电、供气、垃圾处理等城市配套基础设施档次，增

强公用设施保障能力和承载能力。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推进城市生态空间保护、

生态网络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湿地资源保

护、废弃地生态修复等，不断增加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

要加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城市

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完善管理运

行机制，提高城市公用设施和资源环境的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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