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之后再话变化

2018年，郑州（国家）高新区按下“深改键”，启动并完成了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成立以四中心、四
园区为代表的市场化机构，突破了以往园区的物理空间，实现了全域覆盖，成为改革的突破、探索和创新，也表明
了党工委、管委会下决心解决资源配置、要素配合、问题解决、效率提升等企业发展实际问题。带着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新亭深入调研园区时提出的重要命题，郑报融媒曾开栏“改革之后话变化”，展示改革以来
高新区各内设机构、办事处、园区、中心在履新赶考提交的答卷。如今，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这一次，以“改革之
后再话变化”为名，专题聚焦四中心、四园区，走进市场化机构对话主要负责人，听思路、谈做法、看成效。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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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打造“走出去”系列活动
民营企业是高新区经济发展中最主要

的市场主体，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技术、
融资等诸多发展瓶颈。作为高新区管委会
下属围绕创新资源协同开展工作的市场化
机构，创新协同中心定位就是通过各类资
源的汇聚整合，实现跨界、创新、融合，实现
共享、共赢。开展企业“走出去”系列活动
便是一次大胆尝试和新的突破。

通过开展“走出去”系列活动，创新协
同中心围绕智慧产业，搭建区内优质科技
企业与区外高端创新资源的合作交流平
台，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为高新区企业
提质升级注入资本、人才、技术等创新要
素。其间，组织辖区百家传感器、物联网
企业走进阿里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对接机
制，路演优质项目，结下累累硕果；组织企
业走进清华、南开、西安交大等重点高校，
助力企业扩展科创资源，建立与高校合作
的长效机制；通过走进中科院系列活动，解
决企业技术需求，补齐高新区科创链短板，
搭建区域产学研合作平台；为促进区内企
业与资本市场沟通联系，开展走进资本市
场活动，增加企业家对资本市场的全面认
知，增强资本运作意识。通过走出去系列
活动，进一步帮助区内企业发现合作机会，
实现“搭航出海”融入领航企业发展生态，
提高产、学、研、用对接精准度,实现产业链
条融合发展。

布局科创链，开展科技协同服务
围绕高新区主导产业，创新协同中心

积极收集国内外科技成果，并向园区企业
推送，积极引导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同时，
协助指导区内企业建设科普教育基地、知
识产权基地，成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助力区内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目前，
河南省北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河南
省醇醚燃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河南
省智慧消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分别
揭牌成立。下一步，中心谋划成立“郑州高
新区智慧产业联盟”，把区内现有的北斗、
大数据、网络安全等产业联盟组建成为高
新区“智慧产业”联盟。将区内现有联盟资
源全方位整合成一个有体系、高效运转的
平台，助力高新区“一台多峰”建设发展。

完善金融链
为企业发展插上资本的翅膀

创新协同中心积极对接金融机构拓展
金融资源，通过搭建“线上+线下”项目路
演、金融沙龙等多种形式的金融交流平台，
积极协同企业融资发展，特别是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活动受到限制的情
况下，创新协同中心不断开拓服务新思路、
新方法，通过搭建企业钉钉服务群、构建线
上融资对接平台，突破疫情隔离限制，帮助
企业及时对接金融资源。2020年上半年，
共计举办线上融资对接活动 30期，累计参
与人次超 12500人、新闻阅读量 80多万，切
实为区内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精准的金融服
务，进一步完善了高新区金融服务链条体
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焦守刚表示，下一步，中心将坚持以深
化落实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和营造良
好产业生态为抓手，以助力高新区智慧产业
发展为重点，紧扣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部署，积极
协同产、学、研、用深入融合发展，不断集聚
创新资源和要素，助力区内企业融入领航企
业发展生态，系统性打造产业发展新业态，
全力推进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以来，高
新区的各项工作思路、理念都在发生着质变。”记者在专
访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张炜炜时，她开门见山地说。

“高新区明确了 2025年进入千亿级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建设行列的发展目标，明晰了‘四链一城’的
实施路径，我们在工作中所要准确把握的本质就是从
机遇型向战略型转变，谋定而后动，一切围绕既定目
标，沿着既定的战术设计，从不同的工作职能，从各自
的角度去展开和深化。”张炜炜说，对于投资促进中心
来说，通过两年的实践，完成了1.0版的战略转型：一
方面是体系建设，国内国际都设置了事业部或者联络
处，产业资源、创新资源的版图基本构建了起来；一方
面是平台建设，构建了以协会、学会为主的合作平合，
以中科院等创新机构为主的协同平台、以物理空间为
主的载体平台。依托平台渠道和区域体系特色主动
谋划了各种产业活动，在业界初显了高新符号。同
时，内部规范了工作流程，形成了一带四的工作体系，
整顿了招商队伍。这个 1.0的版本，可以理解为在改
革要求下，形成了一个可持续深化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不断对照战
略目标，做优战术升级。首先是观念。一个是产业理
解上，从研究产业链向研究产业体系去升级。不只是
产业链上下游，而是围绕整条产业链的产业体系——
包括服务业、金融、人力，甚至包括城市设计，体系化的
谋划、策划、计划。一个是招商理念上，要从甲乙方关
系，要向合伙人关系迭代。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政策红利吸引投资尤其是引领性、带动性、支撑性项
目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以投资环境的预期和市场
成长性的预期来吸引投资——共同谋划项目，协助整
合资源，未来双赢的招商理念应该是2.0的一个迭代。

随着理念的转变，工具和手段也在升级，要在现
有的平台系列和合作体系内，围绕着“和产业深度链
接、和市场深度链接、和金融深度链接”进行再深化、
再拓展。有了工具和手段，制度和流程也要提质增
效。一是要用项目评分制相结合，解决80%的中小型
项目快速落地问题。二是要用网络计划、系统会商、
过程督办，解决复杂项目的推进和落地问题。三是要
启动招商大脑二期，解决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问
题。四是要利用招商大脑来提升工作的规范性。以
上这些也要求机制和体制再创新，持续地进行 2.0、
3.0的升级和迭代。

“改革应该一直在路上！”张炜炜再次斩钉截铁地
说道。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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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未来
协同各方共赢

本报讯 创新协同中心是郑州高新区在2018年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
度改革中，将发改、科技、工信承担的促进产学研合作、各种创新要素组合的
经济职能进行整合后新设立的部门，旨在强化信息交流、促进资源共享和完
善要素链接，以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区内经济快速发展。坚持“创新引领未来，
协同各方共赢”的初心，中心发挥市场化机构专业高效灵活的优势，以促进
产、学、研、用合作为重点，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助力郑州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