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沉淀磨砺耕耘，见证一朝初露芳容。11月24日，在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规划发布一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园
区——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终于从纸面规划走到了
现实中。启动区总投资约100亿元，推动智能传感器产业向
郑州高新区集聚，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万多名研发工程师率
先成为这个智能传感器产业小镇的首批居民。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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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00亿元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建设加速

在郑州高新区红松路与化工路交叉
口东南角，一座现代感十足的前卫建筑
在此坐落，在它身后总占地面积 337亩
的智能传感物联高地正加速建设……它
就是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展示中心，
作为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一期
项目工程，该中心已于今年10月10日正
式建成投入使用。郑州高新区创新发展
局局长牛道乐向郑报融媒记者透露，
2021年世界传感器大会将在郑州高新
区举行，届时新的展会中心将在智能传
感谷完美绽放。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项目概念规
划设计由国际著名的美国史密斯
（Smith Group）设计公司担纲，引入美
国、中国香港、中国深圳等先进的园区
规划设计理念，着力打造绿色、生态、创
新、共享的产城融合创新之谷。项目一
期建设投资 25亿元。其中展示中心于
今年10月10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展示
中心将作为 2021年世界传感器大会分
会场使用，共上下四层，平时作为园区企
业展示区、项目展示区、智慧园区展示
区、沙盘区等。

时代背景、河南发展机遇、传感产业
小镇战略规划、智慧场景应用、智慧园区
运营……除了承担园区招商接待、会务
等功能，展示中心也是企业、机构展示创
新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开放与融合是
参观完展示中心最大的感受，这也与中
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的定位和功
能如出一辙。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园区，中国（郑
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在为企业提供物
理空间、专业化服务的基础上，还融合了
创新平台、金融服务及应用环境。”据牛
道乐介绍，作为高新区第三个新型产业
用地（M0）试点项目，园区可以一站式解
决入驻企业、项目团队包括研发、住宿、
交流等各种问题。

据介绍，郑州高新区已经成功举办两
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去年 11月 9日，在
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上，中国（郑州）智能
传感谷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提出以郑州
高新区为核心，谋划 3至 4平方公里的智
能传感器产业小镇，打造智能传感器材
料、智能传感器系统、智能传感器终端“三
个产业集群”，发展环境传感器、智能终端
传感器、汽车传感器“三个特色产业链”，
推动郑州市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化、特色
化、差异化、高端化发展。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的切入点从
启动区开始。

以政府产业规划为引领，郑州高新区
借助长三角、珠三角等先发优势地的成熟
资源建设“中国智能传感产业生态平台”，
聚集智能传感产业链的核心要素，打造
“平台+标准+技术+应用”线上线下相融合
的生态系统，加速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传

统产业升级。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项目

便是平台的重要载体。
据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项

目负责人刘鹏介绍，中国（郑州）智能传感
谷启动区项目占地 337亩，总建筑面积约
85.3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0亿元。“我们
通过建设以‘一院一基地’为整体架构，以
‘三平台+三中心’为产业驱动体系，整合
传感器科技和产业资源，打造智能传感谷
发展先行区、智能传感产业引领区、创新
科技转化发布示范区、智能传感应用共享
体验区。”刘鹏说。

一院，是指中原智能传感技术研究
院。以智能传感器产业化、规模化、特色
化发展为目标，研发到中试到量产的三线
贯通，真正实现储备一代、研发一代、应用
一代。打造 4个高地，5年后，申请省级、
国家级传感器半导体研发基地。

一基地，为智能传感器产业基地，由
总部办公基地、产品研发基地、智能生产
基地、科技孵化基地等组成。

三平台，分别为科创平台、产业金融
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三中心为场景实验
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产品体验中心。项
目建成后拟入住传感器相关企业约 300
到 500家，力争年产值 100亿元、年利税 6
亿元；就业人数20000到30000人，其中有
研发工程师10000到15000名。

启动区将会发展传感器系统、传
感器材料以及传感器终端 3 个领域，
应用场景主要聚焦在汽车、工业、医疗
等 7 大产业。目前，中国（郑州）智能
传感谷建设方已经与国家智能传感器
创新中心、传感技术联合国家重点实
验室、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中科院苏
州仿生纳米所等行业优质资源达成产
业合作。

“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之所以‘花
落’郑州，与郑州高新区的产业优势分不
开。经过多年发展，高新区在智能传感器
及终端的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处于全国
上游水平，形成了气体、气象、农业、电力
(网)、环境检测等多门类传感器产业链及
批量生产能力，涵盖了环境、工业、农业、
电力等诸多领域。已集聚传感器行业企
业 50余家，上市公司企业 4家；仪器仪表
关联企业 700余家。涌现了一批以汉威
电子、新天科技、光力科技、新开普、天迈
科技为代表的国内龙头企业，技术和产品
等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综合实力排名位
居全球气体传感器领域前列。其中气体
传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气体检测
仪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15%，居全国首
位。”高新区创新发展局局长牛道乐介绍
起高新区传感器产业的现状时如数家珍。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河南传感器

产业发展。此前印发的《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设中国（郑
州）智能传感谷”，并支持创建国家级智能
传感器创新中心，推进MEMS微机电系统
研发中试平台建设。

为此，郑州市政府专门制订了智能传
感器产业培育专案，并明确提出：“经过3~
5年发展,郑州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基本呈现
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产业链完善的产业生
态系统，打造中国 (郑州)智能传感谷，成为
全国重要的特色智能传感器产业基地，建
成国际知名的智能传感器应用示范城市。”

基于河南省以及郑州现有的产业环
境和产业基础，规划明确提出两个目标：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2025年传感器产
业规模达到 1000亿元，利税 150亿元，实
现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100家以上。其中
年销售收入 50亿~100亿元的企业达到 2

家以上，年销售收入20亿~50亿元的企业
达到 10家以上。建设国家级研究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100家。

2019年 11月，郑州高新区正式发布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
进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暂
行)》，共 10条支持政策，向中外智能传感
器产业相关企业和机构抛出“橄榄枝”。

“智能传感器产业十条”围绕智能传
感器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诉求，分别从产业
集聚、企业落户及项目落地、服务体系建
设、市场开拓、企业并购、关键技术研发、
人才奖励、金融、产业生态等方面政策支
持，最高补助1000万元。

“就像人们今天想买小商品想到义乌
一样，未来希望人们提到传感器，就想到
郑州高新区，同时希望中国（郑州）智能传
感谷能达到样品最全、价格最优的状态。”
牛道乐表示。

【剧透】
2021年世界传感器大会
将在郑州高新区举行

【创新】一万多名研发工程师将成为传感器小镇的首批居民

【优势】中国智能传感谷缘何“花落”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