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9日上午，在“2022世界
传感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电
子司副司长杨旭东介绍了我国传感器
产业生态发展态势和世界传感器大会
的特色和亮点，中国科协科技创新部副
部长林润华介绍了举办世界传感器大
会对中国相关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进步意义。

智能传感器作为万物互联、万物智能
的基础，是助力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
关键核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能
传感器产业发展，强化顶层设计，聚焦重点
领域，培育产业生态，建设创新平台，推动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杨旭东介绍，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5G、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突破，
作为与外界环境交互的重要手段和感知信
息的主要来源，智能传感器市场需求日益
旺盛，产业发展迎来巨大的历史机遇。预
计到2023年，中国传感器市场规模将突破
3800亿元。

“目前，美国、德国、日本传感器发展规
模和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市场份额合
计占到近七成。与全世界生产的超过2万
种产品品种相比，中国国内仅能生产其中
的约 1/3，整体技术含量也较低，是目前急
需改变的一个状态。发展中国自己的高科

技组件和传感器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
意义。”林润华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
世界传感器大会意义重大、恰逢其时。

据悉，自 2018年以来，世界传感器大
会已连续在郑州成功举办 3届，成为推动
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际交流
平台。

大会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龙头企
业、国际组织，促成重要项目签约金额超
200亿元，有力促进了政、产、学、研、用、金
深度合作，推动了创新要素向国内、向基
层、向企业汇聚，对传感器领域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更好地推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积

极作用。
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以“感知世界

智创未来”为主题，将集聚全球传感器领域
优秀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以及相关政府部
门，围绕传感器领域的技术前沿、产业趋势
和热点问题进行高端对话，交流全球传感
器科技、产业和应用的最新成果，着力引进
科技人才、科研成果、产业项目和一流新型
研发机构，将进一步助推中国（郑州）智能
传感谷建设，助力我国传感器产业突破发
展瓶颈，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更好地推
动传感领域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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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是发展的牵引。强化智慧城
市解决方案、产品、技术的输出，打造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以高新区全
域人口作为真实场景，实现数字模拟
和情景预判，引入阿里、新华三、华为
等领军企业，为企业提供智慧交通、智
慧燃气、智能制造、智慧环保、智能家
居等领域应用场景，促进区内智能传
感器企业进入头部企业生态链，实现

“搭船出海”。
截至目前，汉威科技在智慧燃

气方面应用，已在厦门、郑州等多
地形成智慧燃气示范区，累计服务
用户已超过 2000 万户；日立信智能
电网终端产品在电力行业仪表配套
市场份额 50%左右，光力科技瓦斯
抽采管网监控系统市场占有率 90%
左右。

赋能应用场景

郑州高新区传感器行业聚集企业3011家
产业规模超150亿元，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

8月9日上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新闻发
布会，介绍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的筹备情况及有关安排。郑州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出席发布会，并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据了解，作为大会主要执行单位之一，近年来，郑州高新区以连续3届
成功举办世界传感器大会为依托，发挥“以会助产、以产兴会、产会融合、相
得益彰”的黏合、催化、共生作用，着力在政、产、学、研、金、用、媒等要素进行
发力，使郑州高新区传感器产业获得较快发展。

目前，郑州高新区聚集传感器相关企业3011家，拥有4家智能传感器
上市企业，产业规模已由50亿元壮大至150亿元，年均增长45%。在
2020传感器十大园区排名中，郑州高新区位列第五、中部第一。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政策是发展的先导。为加快传感器产
业的发展，高新区聚焦智能传感器材料、设
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系统集成和重
点应用“一条龙”产业链发展需求，从企业
落户初创到发展壮大，进而成为龙头企业，
按照各类要素作用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提出六大类的支持内容，即引建一流企业

（项目）、凝聚一流双创要素、创设一流创新
制度、融通一流产业协作、培育一流领跑企
业、优创一流发展环境，形成了“引、凝、创、
融、领、优”支持政策体系。按要素分类延
伸为落户奖励，房租补贴、人才培育、固投
及研发补贴，高企与品牌奖励、基金与上市
支持等19个小类、84条具体支持措施。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拟投资15亿元建
设MEMS研发中试平台，深度整合智能传
感产业链上游资源，实现“创新链、创新资
源”与“产业链、产业资源”在郑州的聚集与
深度融合，将郑州打造成中部地区最先具
有MEMS芯片量产能力的城市，计划2年内
完成8英寸MEMS“制造+封测”平台建设。

依托区内龙头企业、高校院所成立河
南省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和智能传感器
创新联盟，有效促进智能传感器领域的研

发创新、人才聚集、资源整合。2021年，首
批揭牌的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研究院、
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中试基地落地高新区，
为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研发创新、成果产
业化提供了支撑。围绕产业链，培育科创
链，高新区先后引进浙江大学中原研究
院、中科院微电子所、中科集成电路与信
息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中国计量院郑州
分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为传感谷发展提供
创新源泉。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联合郑州大
学、龙头企业及研究院所成立了郑州大
学集成电路学院，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需要为牵引，构建集创新平台、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产业服务、人才培养、智库
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实体学院，
推动引领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目

前，正在按照计划逐步落实集成电路学
院建设。联合吉林大学共同组建了智能
传感研究院，致力于传感器与MEMS方
面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通过学科平台
与科研项目合作，实现人才交流、研究生
联合培养，为传感器发展提供有力人才
支撑。

金融是发展的血液。打造“中原中
小企业成长指数服务平台”，精准服务
“金融需求端”，累计服务企业 7000余
家，助力企业融资 67亿元。基于“创投
集群 +中小企业指数平台 +金融超
市”的智能融资模式，打造一站式全
金融产业链服务平台，成为中部地
区最具活力的创投集群之一，目前
引入创投机构 142 家，管理资金规模
超 855亿元。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储备一
批、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挂牌
一批、上市一批、融资一批”7个一批，“支
持成熟企业上主板、支持硬科技上科创
板、支持‘三创四新’企业上创业板、支持
高成长企业上北交所”4个支持的上市推
进格局，形成累计19家主板上市公司、78
家新三板企业、764家四板企业、37家省
重点、90家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的上市
梯度培育体系。

强化政策支撑

补强产业链条

构建人才体系

夯实金融基础

传感谷（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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