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赵青 美编：高磊 校对：邹晓梅

G03

据了解，高新区将积极探索“双自联
动”开放发展机制与探索“西美”共商共
治共享机制。

第一要加强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郑州片区的合作，实现政策联动
支持、机构联动协作、平台联动共享、资
本联动增效、人才联动培养、科技联动创
新。借鉴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和最高水平，建立健全与国
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投资、贸易、金融和
人才流动机制。通过试点联办、互派服
务窗口等方式提高通关等服务效率，为
区内企业开展跨境贸易与合作提供“一
站式”便利服务。

第二要强化与“西美”各县市区的联
系联动，形成常态化的共商共治机制，便

于信息共享、平台搭建、服务辐射和问题
解决。推进高新区各类创新资源协同服
务平台向“西美”各县市区开放服务、协
同发展。推进“西美”各县市区的自创区
政策辐射点纳入高新区管理，实施统计
数据、政策措施协调共享。

《计划》透露，未来三年，郑州高新
区将发挥郑州市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国际物流中心、国家内陆对外开放门
户优势，基本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实
现全球创新要素资源汇聚，开放招商
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
完善，对外交流合作广泛、对外开放领
域拓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和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主要开放型指
标再上新台阶。

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到，在开放
型经济方面，2022年末实现货物贸
易年进出口总额达到70亿元，年实
际吸收外资 3.5亿美元，年利用境
内域外资金 176.8亿元，年新签约
项目金额超过350亿元，年高新技
术企业出口额29.8亿元。

在开放型环境方面，基本形
成国际化营商环境，在郑州市营

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提升国
际化城市服务水平，初步树立国
际化城市形象，建成国际化科技
（产业）园区 1个，建设国际化的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
学，构建完善的涉外教育服务体
系。到 2022年，建成 1个国际化
社区，建成国际化的幼儿园、小
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各1所。

树立国际化城市形象 完善涉外教育服务体系

未来三年，将提升以传感器
为重点的物联网产业的全球竞争
位势，谋划打造“传感器材料—传
感芯片—传感器—传感器终端”
的物联网产业链，加快形成传感
器等拥有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和
国际话语权的特色产业集群。

优化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的电
子信息产业的开放水平，在硬件终
端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大数据安
全、物联网安全等领域形成一批自
主品牌，在若干细分领域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提升产业影响力。

推动以精密测绘为重点的北
斗及卫星导航应用产业跨区域融
合合作，加快打造核心算法、关键
器件、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的北
斗应用全产业链，设立创新平台、
输出创新项目。

壮大开放支撑型服务业集群，
依托高新区城市商贸布局，有序推
定现代商贸、健康医疗等高品质生
活性服务业发展，打造高新区新零
售、新文创、新基建等新业态项目。

推进产业升级招商示范区建
设。到 2022年，先进制造业亿元
以上项目签约额达到108亿元，战
略性新兴产业亿元以上项目签约
额达到 113亿元，每年至少引进 1
家世界500强企业。

推进开放招商示范区建设。
围绕主导产业延链补链、招大引
强，吸引跨国公司在高新区设立地
区总部、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等功
能性结构。到2022年，每年引进2
个投资30亿元以上高质量项目，全
区新签约资金额超过350亿元，实
际吸收外资突破3.5亿美元。

据统计，2017年至 2020年 5
月，高新区签约主导产业项目 37
个，产业总投资达到279.56亿。同
时外商投资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形
成高新区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截至 2019年 12月底，
郑州高新区共有外商投资企业 80

家，实现纳税总额4.53亿元。
在外经外贸上，2019年度实

现对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
10578万美元，同比增长 11.4%。
截至 2019年底，累计完成进出口
额 589396 万元，其中出口额占
92%。

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80家
纳税总额达4.53亿元

建设开放型产业体系 实施战略型招商引资

据悉，未来三年高新区要强化创新
链各环节引进培育，不断完善金融链人
才链支撑作用，完善国际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更多海外一、二、三级节点，拓展对
外交流合作的渠道，扩大高新区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体要引进培育一批创新引领型企
业。完善企业培育、研发投入、“走出去”
等支持政策措施，充分激发企业的开放
主体和创新主体作用。到2022年，全社
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8.5%，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累计1400家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额占园区营业收
入的比例达到7.89%。

引进建设一批创新引领型平台与机
构。重点围绕北斗应用、智能传感器、大
数据等主导产业，着力建设以提供产业
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服务为主的新
型创新平台。进一步推动区内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以及国家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
术研究院、部属研究院、院士工作站等科
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开放链接，重点面向
智能传感器等主导产业及5G通信、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建设新型研发

机构。到2022年，每年组织实施15个重
大科技创新专项、协同创新项目，打造规
模化科研成果输出地。到2022年，引进
或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累计达到20家，其
中高端新型研发机构3家以上。

引进培育一批创新引领型人才，到
2022年，力争每年新引进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20个以上，海外留学归国
人员和外籍常驻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
达到 1.05%，让优质人力资源成为高新
区开放竞争的有力保障。

加快融入“空中丝绸之路”“陆上丝
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
路”，实现“四路协同”。到2022年，新培
育 1个以上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
全区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1.2亿美元。

搭建多元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固
化世界传感器大会等一批重大国际展
会、高规格国际经贸活动，扩大强网杯全
国网络安全挑战赛等重大活动的国际影
响。打通全球合作通道。到2022年，海
外多级创新节点网络基本建成。

推进企业“走出去”强区建设。到
2022年，每年新增境外投资备案企业数
不少于4家，对外投资突破1.1亿美元。

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 提升开放型城市环境

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实现资源服务共享

8月2日，郑州高新区召
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总结了
2019 年高新区对外开放现
状，并发布《郑州高新区对外
开放三年行动计划》，针对高
新区对外开放三年行动提出
了几点“小目标”，力求到
2022年将高新区打造为国
际化、开放化、高质量发展区
域，全省“创新+开放”优势叠
加区域。
记者 孙庆辉 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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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资吸收外资33..55亿美元亿美元、、完善涉外教育服务体系完善涉外教育服务体系、、引进人才……引进人才……

当好对外开放排头兵当好对外开放排头兵
高新区这样布局高新区这样布局““小目标小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