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后，郑州
智能传感器产业呈现加速集聚态
势，培育了以汉威科技为代表的
国内龙头企业，集聚了光力科技、
新天科技、中电科信息、日立信、
安然测控、思维自动化、辉煌科技
等一大批具备较强竞争力的骨干
企业，形成了涵盖气体、气象、农

业、电力电网、环境监测、轨道交
通等多门类传感器产业链，广泛
应用于智慧城市、工业应用、智能
家居、农业气象、医疗卫生、汽车
电子、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2021年全市传感器核心及关联产
业规模约 300亿元，产业链相关
企业超过6000家。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田海涛在发布会上介绍，河南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智能传
感器产业发展，将智能传感器
列入十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集群重点产业链给予培育支
持，出台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
案，建立产业链“双长制”（群链
长、产业联盟盟长），积极建设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研究
院、中试基地，培育河南省智能
传感器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
微机电系统研发中试平台，成
立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联
盟、创新联盟、行业协会等行业
组织，全力推动智能传感器产
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省传感器及相关
产业规模近 330亿元，初步形
成了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开封、洛阳、鹤壁、新乡、三门
峡、南阳“一谷六园”的发展格
局。其中，中国（郑州）智能传
感谷核心区郑州高新区位列
“中国十大传感器产业园区”
第 5名。

各地骨干企业发展迅速，上
市企业 10家，营收亿元以上企
业有汉威科技、新天科技、日立
信等 20家左右，部分产品处于
行业领先水平。其中气体、红外

传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智
慧城市、智慧水务、安全监测、智
能家居等整体解决方案成为行
业标杆工程。

“我们将以强产业、促合作、
优品牌为目标，聚焦国际化、智
慧化、专业化，高质量、高标准、
高水平办好 2022 世界传感器
大会，引导集聚一批高质量项
目，搭建全球传感业界最有影
响力的交流对接平台，积极打
造技术先进、应用丰富、产业链
完善、发展环境优质的传感器
产业生态，加快推动我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田海涛说。

如何发挥专家优势和组织
优势助力我省传感器等重点
产业发展？河南省科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王继芬表示，省
科协从发挥专家优势和组织
优势入手，积极助力传感器产
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一是搭建更高水平的学术
交流平台。省科协每年将世界
传感器大会列为年度重点工
作，积极争取中国科协、中国仪
器仪表学会对大会的大力支
持，着力引进国内外知名院士
专家、国际学术组织等。

二是有效发挥科技智库功
能。组织河南省仪器仪表学会

等开展“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
发展协同发展研究”“新赛道上
加快我省智能仪器仪表产业创
新发展”等高端智库课题研究、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等，着力
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
支持。

三是助推基础研究、人才培
养和国际民间科技合作。先后
设立传感器相关技术难题协同
创新项目、青年人才托举项目和
国际民间科技交流项目等，着力
支持传感器相关人才创新创业。

四是组织开展科技助企服
务活动。组织省电子学会、省
仪器仪表学会等组建学会专
家服务团、产业科技创新服务
团等，与汉威集团、威科姆等
科技型企业深度对接，联合开
展“百会链千企”科技志愿服
务活动，着力破解关键“卡脖
子”技术等。

“下一步，省科协将总结推
广助力传感器产业发展的成功
经验，进一步发挥专家优势和
组织优势，服务我省相关重点
产业提档升级，为我省相关重
点产业加速迈向高端注入新动
力，积极助力国家创新高地建
设。”王继芬说。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河南传感器产业规模近330亿元
已初步形成“一谷六园”发展格局
助推郑州千亿级国家智能传感器产业建设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后劲更加有力、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全力推进传感器产业做大做强

8月9日上午，在“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新闻发布会
上，郑州市副市长陈红民介绍了2018年、2019年、2021年
3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对郑州市的推动作用，以及如何做好
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的保障工作。

作为大会“东道主”，近年来，郑州市加速推动大会与产业
融合发展，以连续3届成功举办世界传感器大会为依托，培育
了一批创新能力强、竞争优势明显、产品应用广泛的企业，智
能传感器产业呈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后劲更加有力、发
展环境更加优化的“一持续两更加”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郑州市以召开世界传感器大
会为契机，在产业政策、资金、人
才、机制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全力推进传感器产业做大做强。

构建系统化政策体系。印发
了《郑州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郑州高新区产业
高质量若干政策》，在智能传感
器企业做大做强、项目建设、智
能制造、开拓市场等方面给予资
金支持，近 3年奖补企业资金近
8亿元。

建立产业链协同机制。制订
了《郑州市智能传感器产业链现
代化提升方案》，出台了《郑州市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25年）》，以高新区为核心形成
“一核多点”的产业空间布局，创
新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精准打通
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畅通产
业循环、市场循环，推动大中小企
业、内外贸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

发展，全市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品牌影响力不断溢出。大会

为参会嘉宾搭建了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交流平台，结合当前全球传
感器领域发展的热点问题，精心
设计了嘉宾主旨演讲、平行论坛、
闭门会议、项目签约等重要活动，
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认可。大会
交流期间提出的很多观点、建议
都已经转化或者正在转化为传感
器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的举措，
“郑州看传感，传感看郑州”的品
牌效应已逐步显现。

为全力做好 2022世界传感
器大会保障工作，今年以来,郑州
市在工信部、中国科协、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下，在大会组委会统
筹指导下，紧紧围绕“优环境、优
服务、优措施”的办会宗旨，精心
筹划、精心部署、精心推进，大会
各项筹备保障工作正在扎实有序
开展。

引龙头。3届传感器大会累
计签约项目 35个，协议总金额合
计超过 275.78亿元，涉及中国电
子、卡斯柯信号、紫光股份、哈工
大机器人、深圳昊博、罗克韦尔、
上海松柏传感技术等业界龙头企
业，涵盖气体传感、压力传感、位
移传感、激光传感等领域，一些专
业化企业也不断向郑州集中。

育中小。近年来，郑州市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 1791家，现有专
精特新企业中有 600余家与传感
器产业相关，占全市35%，产业发

展后劲充足，为智能传感器产业
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拓空间。建设传感谷启动区，
总投资60亿元，占地约337亩，由
国际著名设计公司担纲总体规划，
引入美国以及香港、深圳等先进园
区规划理念，打造智能传感谷发展
先行区、郑州智能传感器产业引领
区、创新科技转化发布示范区、智
能传感物联应用共享体验区。计
划2023年建设完成，拟入驻传感器
相关企业约1000家，就业人数3万
人，年收入200亿元。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发展后劲更加有力

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8月9日，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
办举办的“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在河南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传感
器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发展总体呈现良
好态势，集聚态势已经显现。

传感谷（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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