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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赶超的郑州实践及启示
喻新安

郑州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尽管历史悠久，但基础薄弱，起步较低。

近年来，郑州发展的态势引起广泛关注。GDP 在全国大中型城市排名，8 年

上升6个位次，且首次晋升世界二线城市，城市等级从四线跃升二线用了3年，

还荣获了“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称号。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与普华永道在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联合发布的《机遇之城 2020》

报告显示，郑州跻身“机遇之城”全国前 10。郑州的后发赶超是如何实现的？

有哪些经验和启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郑州市情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郑州市，是河南省省会，位居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

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 

郑州地理位置优越，史谓“天地之中”。其前身是一座不起眼的县城——

郑县，20 世纪初，卢汉、汴洛两条铁路在此交汇，使当年的郑县一举成为繁

华商埠，也为郑州赢得了“火车上拉来的城市”的称号。 

    1948 年郑州解放后，在郑县城区设立郑州市，直属河南省领导；1949 年，

郑州专区设立；1953 年 2 月，郑县撤销，其辖区划归郑州市及新郑、中牟 2 县；

1954 年 10 月，河南省政府由开封迁往郑州，郑州成为河南省省会。

郑州市辖 6 个市辖区、5 个县级市、1 个县：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

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

牟县，另设省级新区郑州新区（含郑东新区） 、1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1 个国家级航空

经济综合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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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州历史悠久 

郑州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之一。3600 年前，就成为商代早期和中期都城，

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8处 43项，包括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黄帝故里、商城遗址等历史名胜。

（二）郑州是综合交通枢纽 

郑州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

电信主要枢纽城市。

铁路：新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京港高铁、郑西高铁、郑

徐高铁、郑渝高铁（京昆高铁）、郑合高铁（京福高铁）多方交汇郑州，拥有

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郑州北站和中国最大的零担货物转运站郑州货运东

站，以及亚洲唯一运行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十字枢纽站郑州东站。

郑州已成为中国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网中唯一的“双十字”中心，形成

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半小时经济圈”、中原经济区“1 小时经济圈”

和全国“3 小时经济圈”。

地铁：郑州地铁，规划第一步由 8 条线路组成，第二步共 17 条线路，

总投资 1000 亿元。2013 年 12 月郑州地铁一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试运营，郑州

成为中部六省第二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

航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CGO），是国家民航总局定位的中国八大航空

枢纽港之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中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国务院将郑州定位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化陆港城市。

（三）郑州是重要工业城市 

郑州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有汽车、装备制造、煤电铝、

食品、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六大优势产业。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50%，拥有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大中型客车生产企业，冷冻食品占全国市场

份额的 40% 以上。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中铁工程装

备集团时，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四）郑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商埠 

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区域性大型

商贸活动。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三大全国性商品交易所之一，“郑州价格”一

直是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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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郑州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1.郑州历年经济增长情况

历年GDP及增速 

年份
GDP

（亿元）
增速 年份

GDP
（亿元）

增速

2004 1375 15.5% 2012 5547 12.0% 

2005 1650 15.8% 2013 6201.9 10% 

2006 2001.5 15.7％ 2014 6783 9.5% 

2007 2421.2 15.6％ 2015 7315.2 10.1% 

2008 3004 12.2% 2016 8114 8.5% 

2009 3300.4 12% 2017 9130.2 8.2% 

2010 4000 13.0% 2018 10143.3 8.1% 

2011 4912.7 13.2% 2019 11589.7 6.5% 

2.郑州发展在河南省内的比较

排名 城市 2017GDP（亿元） 2017GDP增速（%） 增速排名 

1 郑州市 9130.17 8.2 8 

2 洛阳市 4343.09 8.7 1 

3 南阳市 3377.70 6.8 17 

4 许昌市 2642.11 8.7 1 

5 周口市 2517.03 7.9 14 

6 新乡市 2384.81 7.1 13 

7 焦作市 2342.80 7.4 15 

8 安阳市 2268.08 7.2 16 

9 信阳市 2226.55 6.7 18 

10 商丘市 2217.89 8.7 1 

11 驻马店市 2195.50 8.3 5 

12 平顶山市 2015.29 8.1 11 

13 开封市 1934.95 8.2 8 

14 濮阳市 1620.56 8.1 11 

15 三门峡市 1460.81 8.5 4 

16 漯河市 1165.06 8.2 8 

17 鹤壁市 832.59 8.3 5 

18 济源市 612.47 8.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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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 
2018GDP
（亿元） 

2018GDP
增速（%） 

增速排名 

1 郑州市 10143.30 8.1 7 

2 洛阳市 4640.80 7.9 9 

3 南阳市 3566.77 7.2 12 

4 许昌市 2830.60 8.6 2 

5 周口市 2687.22 8.2 6 

6 新乡市 2526.55 7.1 13 

7 安阳市 2393.20 6.7 15 

8 商丘市 2389.04 8.7 1 

9 信阳市 2387.80 8.3 4 

10 焦作市 2371.50 6.3 16 

11 驻马店市 2370.32 8.5 3 

12 平顶山市 2135.23 7.5 11 

13 开封市 2002.23 7.0 14 

14 濮阳市 1654.47 5.8 18 

15 三门峡市 1528.12 8.0 8 

16 漯河市 1236.66 7.7 10 

17 鹤壁市 861.90 5.9 17 

18 济源市 641.84 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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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 
2019GDP
（亿元） 

2019GDP增速
（%） 

增速排名 

1 郑州市 11589.70 6.5 16 

2 洛阳市 5034.90 7.8 2 

3 南阳市 3814.98 7.0 13 

4 许昌市 3395.70 7.1 11 

5 周口市 3198.49 7.5 3 

6 新乡市 2918.18 7.0 13 

7 商丘市 2911.20 7.4 8 

8 焦作市 2761.10 8.0 1 

9 信阳市 2758.47 6.3 17 

10 驻马店市 2742.06 7.4 8 

11 平顶山市 2372.60 7.5 3 

12 开封市 2364.14 7.2 10 

13 安阳市 2229.30 2.7 18 

14 濮阳市 1581.49 6.8 15 

15 漯河市 1578.40 7.5 3 

16 三门峡市 1443.82 7.5 3 

17 鹤壁市 988.69 7.1 11 

18 济源市 686.96 7.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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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州发展在全国大中城市的位次变化

2019年

排序 城市 GDP（亿元） GDP增速

1 上海 38155.32 6.0% 

2 北京 35371.3 6.1% 

3 深圳 26927.09 6.7% 

4 广州 23628.60 6.8% 

5 重庆 23605.77 6.3% 

6 苏州 19235.8 5.6% 

7 成都 17012.65 7.8% 

8 武汉 16223.21 7.4% 

9 杭州 15373 6.8% 

10 天津 14104.28 4.8% 

11 南京 14030.15 7.8% 

12 宁波 11985 6.8% 

13 无锡 11852.32 6.7%

14 青岛 11741.31 6.5% 

15 郑州 11589.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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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州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的比较

2019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万元）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亿元） 

北京 35371.3 16.4 5817.1 7868.75 12270.1 

上海 38155.32 15.73 7165.1 8012.22 13497.21 

天津 14104.28 9.03 2410.25 12122.73 5516.44 

重庆 23605.77 7.58 2252.4 19725.11 9532.51 

广州 23628.60 15.64 1697.21 7462.12 9978.17 

成都 17012.65 10.26 1483.00 11379.08 7478.4 

武汉 16223.21 14.55 2912.11 9559.25 7449.64 

郑州 11589.7 11.31 1222.5 8634.07 4671.5 

西安 9321.19 9.23 702.56 8281.32 4938.24 

2019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金融业和运输能力比较

  
金融业增加值 

（亿元） 
上市公司数量 

（个） 
客运量 

（亿人次） 
货运量 

（亿吨） 

北京 6544.8 310 7.21 2.45 

上海 6600.6 720 2.22 10.96 

天津 2025.89 56 1.96 5.69 

重庆 2087.95 54 6.36 11.28 

广州 2041.87 107 4.98 13.62 

成都 1893.69 — — — 

武汉 — 80 2.54 6.76 

郑州 — 46 1.48 3.04 

西安 998.94 37 2.6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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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开放水平比较

  
进出口总值 
（亿元） 

出口总值（亿
元） 

进口总值
（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领事馆数量
（个） 

接待境外游客
（万人次） 

北京 28663.5 5167.8 23495.7 142.1 218 376.9 

上海 34046.82 13720.91 20325.91 190.48 76 897.23 

天津 7346.03 3017.81 4328.22 47.32 0 — 

重庆 5792.78 3712.92 2079.86 103.10 12 411.34 

广州 9995.81 5257.98 4737.83 71.43 65 899.43 

成都 5822.7 3309.8 2512.9 76.76 20 380.2 

武汉 2440.20 1362.30 1077.90 123.09 5 250 

郑州 4025.7 2678.3 1451.6 44.1 0 55.4 

西安 3243.06 1730.21 1512.85 70.57 4 — 

2018年广州、成都、武汉、郑州、西安 市域面积、城区面积占比情况

市 
市域面积

（平方公里） 
所在省

份 
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占省域
面积比

例 

城区面积
（平方公

里） 

占市域
面积比

例 

广州市 7434 广东省 18万 4.13% 2099.2 28.2% 

成都市 14335 四川省 48.5万 2.96% 3639.8 25.4% 

武汉市 8494.41 湖北省 18.59万 4.57% 1452 16.9% 

郑州市 7446 河南省 16.7万 4.45% 1010 13.6% 

西安市 10108 陕西省 20.56万 4.92% 3585.6 3.3% 

目前国家中心城市中，有五个是省会城市，其国土面积占本省国土面积

的比例都在 5% 以下，郑州不是最低的。西安占 4.92%、武汉占 4.57%、郑州

占 4.45%，广州占 4.13%，成都面积最大，14605 平方公里，但占比最低，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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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州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

大连的比较

城市 2019年GDP总量（亿元） 2019年GDP增速（%） 

北京 35371.30 6.1 

天津  14104.28 4.8 

青岛  11741.31 6.5 

郑州   11589.70 6.5 

济南   9443.37 7.0 

西安   9321.19 7.0 

大连   7001.70 6.5 

沈阳   6470.30 4.2 

长春   5904.10 3.0 

哈尔滨   5249.40 4.4 

太原   4028.51 6.6 

6.郑州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

1992 年，郑州跻身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50 强。

2003 年，郑州 GDP 超千亿，达到 1060 亿元。

2006 年，郑州 GDP 破 2000 亿元。

2008 年，郑州 GDP 跃上 3000 亿元台阶。

2011 年，郑州市经济总量接近 5000 亿（达到 4912.7 亿元），进入中国

城市 20 强。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 十三五 "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郑州被确定为全国 12 个最高等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2018 年，郑州市经济总量破万亿（10143.3 亿元），居全国 298 个地级

以上城市第 16 位，比上年前移 1 位；增长 8.1%，居全国 16 个万亿元以上城

市第 2 位；首次进入“世界城市 100 强”“亚洲城市 50 强”。 2018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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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晋身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12 个城市。

2019 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589.7 亿元，总量居全国城市第 15 位，

较上年前移 1 个位次。2019 年 12 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推动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郑州是被提及和肯定的 10 个重要城

市之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

（六）郑州是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 

2016 年 12 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武汉、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7 年 1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支

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发改规划〔2017〕154 号》，并发布《关于支

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

1.国家为什么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从经济总量看。2016 年，郑州经济总量 0.79 万亿，列全国大中城市第

18 位。排序靠前的，除北上广深津渝外，还有苏州 1.54 万亿，成都 1.21 万亿，

武汉 1.19 亿元，杭州 1.10 万亿，南京 1.05 万亿，青岛 1.00 万亿，长沙 0.93

万亿，无锡 0.92 万亿，佛山 0.86 万亿，宁波 0.85 万亿，大连 0. 68 万亿。

从行政级别看。国家已正式宣布的 8 个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是唯一的省

辖市。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是直辖市，广州、成都、

武汉是副省级城市。

国家把经济总量并不领先、行政级别偏低郑州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行

列，有着全局的、战略的、长远的考量。

第一，从全球海权向陆权转变的时代大背景考量。 

第二，从综合交通条件、信息技术、新业态等对区位的影响来考量。 

第三，要从新的三大战略国家的影响和需求来考量。 

第四，要从国家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来认识和考量。 

第五，要从国家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来考量。 

第六，从优化区域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考量。 

总之，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郑州所具有的

综合优势、潜在优势和发展前景，着眼全局和未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做出

的重大决策。尽管郑州当前经济体量还不大，建设水平还不高，但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国家赋予了郑州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

郑州必须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

由此也可以认识到，国家设立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并不是仅仅看某个城

市现在的经济规模、产业基础、国际影响、行政层级等，而是立足全国大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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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需要，着眼国家级城市群的构建和核心城市的培育，综合现有基础、

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潜力等因素，所做出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就是说，

不仅要看这个城市现在是“什么样”，更要看这个城市将来会是“什么样”，不

仅要看这个城市的现有基础和条件，更要看这个城市的未来前景和担当。 

2.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展望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启动阶段（2018—202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快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早日进入全国经济

总量万亿城市行列。以米字形高铁和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为重点，持

续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全球交通枢纽。

国家中心城市初步建成阶段（2021—2035 年）。要经过努力，到 2035 年

初步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中部崛起的核心支撑、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中

心，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充分彰显，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预计到 2035 年，郑州会成为北方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前六位的

国际大都市。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阶段（2036—2050 年）。到 2050 年，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覆盖周边 1 小时经济圈的郑州

大都市区形成，成为全国强有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并成为世界经济、贸易、

金融中心之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二、郑州市后发赶超的历程、举措与成效

（一）郑州市后发赶超的主要历程

1.省会功能的确立

郑州 1954 年成为河南省省会。1954 年制定的郑州市总体规划，重点布

局了城市的建设框架，但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没有描画。 

2.商贸中心城市的提出

1984 年，国务院批准了第二版郑州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郑州城市性

质和功能“河南省省会、重要铁路交通枢纽和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

专门制定了《郑州商贸城建设总体规划》，首次提出要把郑州建设成为全国

以商贸为特色的中心城市。

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亚细亚为代表的郑州商战曾震动全国，那之后郑

州被确定为商贸城市，郑州市有关方面提出要建设“东方芝加哥”。1996 年 6

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词，“把郑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商

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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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大型中心城市的酝酿

1993 年底，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作出批示：“把郑州尽快建设

成为有较强辐射力、吸引力、凝聚力的大型或特大型中心城市。加快商贸城

建设速度，在全国排位每年都要晋级晋档。”“一定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郑

州的区位优势，作出适应郑州发展的城市规划。要放开视野，规划建设‘大

郑州’。”

1998 年，国务院批准郑州第三版城市规划，确定“郑州为河南省省会、

陇海—兰新地带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著名商埠”。

郑州城市发展目标开始由商贸城特色建设向经济中心城市综合目标转换

升级，开始由经济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蝶变。

4.国家中心城市的定音

2014 年郑州市两会提出：未来 5 年，郑州初步确立以国际化、现代化交

通枢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

2016 年 3 月， 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恳请在《全

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将郑州列入十个国家中心城市，支持郑州加快国家现代

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物流中心和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2016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5.让“龙头高高扬起来”

2019 年 1 月，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提出：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加大对郑

州大都市区建设的支持力度，让郑州这个龙头高高扬起来，带动区域协调发

展。 

2019 年 6 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若干意见》（豫发〔2019〕18 号）。 

近年来，郑州发展优势不断积累，多重国家战略叠加赋能，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枢纽体系、开放体系、制造业体系、商贸业体系。 

郑州发展的新目标是：坚持“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

功能布局；构建大交通、大开放、大产业、大文化、大生态的城市之“势”。

把郑州建设成为“发展高质量、城市高品位、市民高素质”“富而强、大而美”

的国家中心城市。 

（二）郑州市后发赶超的战略举措

1.谋划和推进郑州基础设施建设

——1993 年启动郑汴洛高速公路建设。2003 年 6 月，喻新安、王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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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高速公路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研究》，分析了 1996—

2001 年河南省高速公路途径的 7 个地级市和 16 个县及县级市，基本单位数

的变化、从业人员的变化、基本单位全年营业收入变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等。按照 1997 年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高速公路运

输投资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得出结论：2003 年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并加上各

部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 1.1 个百分点。 

——1997 年建成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2.谋划和推进建设郑东新区

2000 年 6 月，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在郑州市调研时指出：一定要增

强郑州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全省城市化进程。此后不久，他提出要加快开发

郑东新区，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框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短短十多年，一个面积达 340 平方公里以生态城市、共生城市、新陈代

谢城市、环型城市、地域文化城市为特色的郑州新城区惊艳矗立在中原大地，

并以金融、创新、商务等高端产业快速发展为主导，成为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新引擎，2017 年被评为全国最具活力的中央商务区之一。

3.谋划和推进郑州航空港建设

2012 年，为寻求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突破口，河南提出建设集航空、高铁、

地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于一体的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形成以

综合保税为核心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临空经济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

放平台为特色的现代航空都市，成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和引领中原经济

区发展、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

2013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2013—2025 年 )》。富士康等一大批电子企业迅速入住，智能手机产量 2017

年已占据全球产量的七分之一。保税物流发展迅猛，生鲜、肉类等一批口岸

建成。

2010 年到 2016 年，郑州机场航空货运量年均增速 34.7%，全国排名由

2010 年的第 22 位跃升至第 7 位。

郑州机场客流、货流增速连续多年全国排名第一，吞吐量中部第一，已

成为中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和四大货运机场之一。

随着机场二期工程建成投用，郑州机场成为全国第二个“铁公机”零换

乘的大型机场。

按照规划，郑州机场“十三五”建成第三条跑道，2025 年航空货邮吞吐

量达到 300 万吨，跻身全国前列；2040 年将建成 5 条跑道，成为中国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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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货运中心。

2019年机场吞吐量排名 

　 2019-01-01到2019-12-31 

机场 

旅客吞吐量 货邮吞吐量 起降架次 

名
次 

本期完成 上年同期 
同比
增

速% 

名
次 

本期完成 上年同期 
同比
增

速% 

名
次 

本期完成 上年同期 
同比增
速% 

合计 　 1,351,628,545 1,264,688,737 6.9 　 17,100,142.0 16,740,229.1 2.1 　 11,660,475 11,088,251 5.2 

北京/首都 1 100,013,642 100,983,290 -1.0 2 1,955,286.0 2,074,005.4 -5.7 1 594,329 614,022 -3.2 

上海/浦东 2 76,153,455 74,006,331 2.9 1 3,634,230.4 3,768,572.6 -3.6 2 511,846 504,794 1.4 

广州/白云 3 73,378,475 69,720,403 5.2 3 1,919,926.9 1,890,560.0 1.6 3 491,249 477,364 2.9 

成都/双流 4 55,858,552 52,950,529 5.5 6 671,903.9 665,128.4 1.0 5 366,887 352,124 4.2 

深圳/宝安 5 52,931,925 49,348,950 7.3 4 1,283,385.6 1,218,502.2 5.3 4 370,180 355,907 4.0 

昆明/长水 6 48,075,978 47,088,140 2.1 9 415,776.3 428,292.1 -2.9 6 357,080 360,785 -1.0 

西安/咸阳 7 47,220,547 44,653,311 5.7 11 381,869.6 312,637.1 22.1 7 345,748 330,477 4.6 

上海/虹桥 8 45,637,882 43,628,004 4.6 8 423,614.7 407,154.6 4.0 10 272,928 266,790 2.3 

重庆/江北 9 44,786,722 41,595,887 7.7 10 410,928.6 382,160.8 7.5 8 318,398 300,745 5.9 

杭州/萧山 10 40,108,405 38,241,630 4.9 5 690,275.9 640,896.0 7.7 9 290,919 284,893 2.1 

南京/禄口 11 30,581,685 28,581,546 7.0 12 374,633.5 365,054.4 2.6 11 234,869 220,849 6.3 

郑州/新郑 12 29,129,328 27,334,730 6.6 7 522,021.0 514,922.4 1.4 12 216,399 209,64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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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谋划和推进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建设

规划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网络，重新确立郑州在全国高铁网

络中的枢纽地位。新建铁路集装箱一类口岸站，开通了郑欧班列，实现了常

态化高频次运营，班列货运总量和满载率、境内外集疏分拨范围均居国内中

欧班列前列。郑州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的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持续

强化。

5.谋划和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汽车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及医药等四大战略性产业产

值占比超过煤炭等六大高耗能行业。智能手机、大客车、盾构机等制造引领

行业。汽车产业集聚区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17 年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1.6 万亿元，位居中部城市首位，跨入全国第一方阵。

商贸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升级转换。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升至 10.8％。内贸流通体制改草取得突破，现代

物流产业、电子商务成为发展新引擎，跨境电商“郑州模式”在全国推广。

6.谋划和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

2011 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郑州市提出郑州都市区建设构想。

郑州都市区的战略格局为：建立“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26 个新

市镇、若干新型农村社区”的新型城镇体系。“一主”即主城区，为都市区现

代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定位为“国家级商贸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一城”就是航空经济新城。“三区”即东部、南部、西部

三个新城区，主要承担新的城市功能，并疏解主城区人口和功能。“四组团”

即巩义、登封、新密、新郑四个外围组团，主要承担次区域服务中心的作用。

26 个新市镇承担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服务职能，发展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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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谋划和推进郑汴一体化

开封市中心距郑州市中心 60 公里，两城市边界处相隔不足 30 公里，属

于 30 分钟通勤圈。郑开大道是河南第一条城际快速通道，而且也开了国内

的先河。河南决定在“十一五”期间，推动郑汴一体化，全面加强郑汴两市

在功能、城区、空间、产业、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的对接。

2005 年 12 月 6 日，郑汴城市连接线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2006 年 11 月 19 日，

郑开大道正式开通。路线全长约 39.2 公里。郑开大道的开通拉近了郑州、开封

两市的时空距离，两市的资源、产业得到互补，两市的实质性融合成为可能。

8.谋划和推进一系列国家战略落地生效

经过努力，目前已有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中国（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贸区、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综合交通枢纽示范工程城市、中

欧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等 10 多个国家战略平台和改革试点在郑州相继落

地，国家政策形成的叠加优势在全国城市中屈指可数。

（三）郑州市后发赶超的主要成效

1.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589.7 亿元、占全省的 21.4%、总量居全

国城市第 15 位，较上年前移 1 个位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2.5 亿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324.4 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30.2%、22.7% ；进出口总额

4129.9 亿元、占全省的 72.3%，居中部城市首位、省会城市第 5 位。

2.产业转型升级

2018 年，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 7.6%，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93.9%，初步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两个 5000 亿级产业集群。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2018 年高技术产业增长 10.9%，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长 12.4%。郑州航空港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已经汇聚了 49 家智能终端

企业、全球每 7 部手机里就有 1 部来自河南。

现代服务业发展提档增效。2018 年金融业增加值突破 1200 亿元、占服

务业比重达 18% ；网络零售额增长 18.5%、快递业收入增长 16.6%、物流业增

加值增长 9.5%。

3.城市规模和效益持续提升 

2013 年以来，郑州市城市空间规模、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效

益持续提升。全市市域建成区面积从 2014 年的 637.42 平方公里增长到 2019

年的 1055.27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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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也得到持续增长，从 2013 年的 919.1 万人增长到 2019 年

1035.2 万人，城镇化率也由 67.1% 提高到 2019 年的 74.6%。

4.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2019 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26 万户。郑州晋身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

100 强、全球营商环境友好城市 100 强、全国数字城市 10 强。

5.对外开放势头强劲 

开放平台持续完善。郑州口岸成为内陆省份中功能性口岸数量最多、种类

最全的口岸，全市进出口总额已经跃居全国前十、连续多年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 

郑州着力打造“空陆网海”丝路，从内陆城市走向开放前沿。河南自贸

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是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和现代物

流体系的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挂牌三年多来，郑州片区以空中、陆上、网上、

海上四条通道建设为切入点，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1）“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在郑州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 50 家，

开通客运航线 173 条，通航城市 111 个。在郑州机场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

46家，开通全货机航线46条（国际地区37条）；通航点61个（国际地区46个），

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实现“724 小时”通关服务。

（2）“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中欧班列（郑州）实现多线路、多目的

地往返均衡常态化开行，开行频次达到每周去程 14 班、回程 11 班。2019 年，

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 1000 班，主要指标保持全国前列。2020 年上半年，

班列累计开行 439 班（285 班去程，154 班回程），货值 17.8 亿美元，货重

27.7 万吨，分别增长 6% 和 17.8%。

（3）“网上丝绸之路”创新突破。郑州创新跨境电商监管服务，首创

1210 网购保税监管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家设置海外仓，产品出

口量快速增长。2019 年，郑州完成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 107.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4.6%，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20 年上半年，全市完成跨境电商交易额

完成 65.4 亿美元，增长 12.6%。随着入选全国 10 个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

试点城市，郑州已经成为“网上丝绸之路”和跨境电商的产业高地。

（4）“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顺畅。郑州设立了“铁水联运服务中心”，

与青岛港、连云港、郑州海关联合开发业务集成系统，打造沿海港口向西开

放的“桥头堡”、中西部地区向东开放的“无水港”。2019 年，海铁联运完成 1.1

万标箱；2020 年上半年，海铁联运班列完成 8612 标箱，同比增长 67.7%，进

出口货物通达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多个港口，覆盖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不沿边、不靠海，近年来通过着力打造“空中、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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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拓展开放空间，让郑州从内陆城市走向了开放

前沿，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拓展了广阔空间。

6.“枢纽+区位”的优势得到彰显

2019 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912.9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2.2 万

吨，分别居全国大型机场第 7、第 12 位，进入全球 50 强机场行列，继续保

持中部双第一。2020 年上半年，新引进全货运航空公司 8 家、新开航线 17 条，

新增通航城市 20 个，完成货邮吞吐量 25.51 万吨，同比增长 21.5%，其中国

际货运量 17.3 万吨，同比增长 40.4%，增速位居全国大型机场首位。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郑州机场将实现四条跑道运营，年货邮吞吐量

达到 300 万吨；到 2035 年，郑州机场将实现五条跑道、三大货运区运营，

年货邮吞吐量达到 500 万吨。

2017 年 8 月，复旦大学发布《2017 中国空港经济区（空港城市）发展报

告》，以全国 27 个空港经济区为样本，排出全国空港经济区综合竞争力十强，

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郑州、天津、深圳、武汉和杭州空

港经济区。郑州进入空港经济区十强。

7.强基提质取得重大进展 

枢纽建设提档升级。累计开通客货运航线 242 条，郑州获批全国唯一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郑万、郑阜高铁河南段通车，“米”字形高铁网初步成形。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8.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017 年 7 月，中国权威媒体《第一财经报》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

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对中国城

市商业魅力进行评分，发布了中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排名。统计结果表明，

除北上广深外，15 座城市入选“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重庆、

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长沙、沈阳、青岛、郑州、大连、东莞和宁波。

郑州位居第 12 位。

2019 年 5 月，《第一财经报》发布了最新城市排名。2019 年，15 座新一

线城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南京、长沙、

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昆明。郑州位居第 10 位。

三、郑州市后发赶超的主要经验及启示

（一）始终坚持思想引领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和河南始终把解放思想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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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革开放的先导工程。

——破除“一‘左’一旧”思想障碍；

——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桎梏，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

——坚持“三放”（放开放心放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克服封闭保守的内陆意识，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

——突破行政思维束缚，用区域经济的视角看中原促发展；

——克服自满自足情绪，高标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市委提出 “四

问、四标”工作要求。“四问”：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一问思想站位高不高，

是不是世界眼光？二问研究谋划深不深，是不是国际标准？三问方法路径对

不对，是不是改革创新？四问措施作风实不实，是不是高效务实？ “四标”：

寻标、对标、达标、夺标，找差距、补短板、创优势。

（二）站位全局谋划未来

1990 年，在研究制定河南“八五”计划时，提出了构建以郑州为中心，

包括洛阳、焦作、新乡、开封等市在内的核心经济区的初步设想，逐步形成

了“中原城市群体”的概念。

1995 年 12 月，河南省六次党代会，提出加快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

群的发展步伐，在全省经济振兴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2003 年 7 月，河南省委于七届五次全会提出“奋力实现中原崛起”， “努

力建设大郑州”，“使其成为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龙头”。

2010 年，谋划建设中原经济区。 

2011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指出：

“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提升郑州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

河南省历届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郑州发展： 

——徐光春：提高郑州六个力（发展力、辐射力、带动力、创造力、影响力、

凝聚力）

——卢展工：发挥郑州三个作用：龙头作用、 重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

——郭庚茂：发挥“三大一中”作用：打造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

产业、建设以国际商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

——王国生：“三个在”中找定位 ：在全省发挥更大辐射带动作用、在全

国同类城市竞争中形成更多比较优势、在国际上赢得更大影响力。

（三）与时俱进优化发展定位

把握大势，主动应变求变： 

——l984 年，把郑州建设成为全国以商贸为特色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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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把郑州建设成为陇海—兰新地带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

要的交通枢纽、著名商埠。

——2010 年，把郑州定位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2019 年，加快郑州“三中心一枢纽一门户”：即国家重要的经济增

长中心、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中心、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国际综合

交通和物流枢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门户。

（四）善于抢抓和利用机遇

——建设郑东新区的机遇；

——发展航空港经济的机遇；

——中央促进中部崛起的机遇；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机遇；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导区的机遇。

（五）区域之间的竞争集中表现为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

——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城市兴则区域兴，城市强则区域强；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我国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促进区域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现中原崛起，建设大郑州和郑州都市区是重中之重。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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