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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蓝图业已绘就 郑许相向提速发展
——《郑许一体化发展规划（2019—2035年）》解读

本报记者 高伟山 通讯员 杨文豪

当今世界的竞争，已成为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作为中原城市群和郑州大都市区中的两个重量级城市，郑州与许

昌，地域相连、历史相承、文化同源、交通衔接、相向发展，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较高，一体化具有明显的基础优势和环境优势。郑州、许
昌的一体化进程，牵动人心、备受关注。

令人振奋的是，作为引领郑许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郑许一体
化发展规划 （2019—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日前获得省中

原城市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批复。翻看《规划》，其中亮点频出，
让人期待。

未来，“一轴双核三区”空间格局、郑汴许“黄金三角区域”将如
何打造？郑许之间的便捷交通网络如何织密？郑州、许昌分别重点布
局什么产业？如何优化提升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郑许一体化将
走向何方？……

让我们从《规划》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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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轨道对接，建设轨道交通廊道

强化经济空间对接，梯次布局产业

深化开放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A
突出交通先导作用，协同推进郑许市域铁路、高速铁

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等多方式交通设施建
设，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郑许一体化交通体系。

突出郑许零距离换乘中心的联结，重点提升许昌东站零距离换乘中心功能。
疏解京港澳高速公路郑许段运量，强化航空港区—长葛—许昌主轴带公路联

系，开工建设焦平高速公路。

确立许昌东站的客运枢纽地位，规划建设连接其他高铁站点的快速客运通道。
构建多层次零距离换乘系统，规划许昌北、长葛北、禹州、鄢陵等四个高铁站

的零距离换乘中心。

加快推进郑许市域铁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货运铁路等轨道项目建设，构
建支撑郑许一体化发展的轨道交通系统。

强化枢纽对接，建设联动枢纽体系

强化客运对接，构建便捷客运交通体系

以打造新兴增长区域为目标，以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方向，以建设许港产业带为重点，以培育产业
新生态为关键，突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新业态培育，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政策链融合，梯次
布局产业，构建空间上紧密联系、功能上优势互补、分工上合理有序的一体化产业体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点发展航空物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维修、航空会
展等临空型高端产业。

郑州市重点发展商务金融、大数据、科技创新、会展、商贸等高端服务业。
许昌市以增强服务豫中南空港物流服务功能为重点，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以航空产业为方向，沿空港边界规划建设航空产业基地，引进精密加工、
飞机配套等一批高端制造工程和加工贸易等口岸经济业态。

实施长葛产业新城等一批重大产城融合工程，规划建设鄢陵鲜切花基地、
许昌空运蔬菜基地、发制品空运基地、肉类进出口基地等空运产品生产基地，
做大规模，形成批次，打造航空产业基地。

构建一体化生态体系C

发展一、二、三产业结合的健康养老养生产业，建设国家生态健康养老示
范区。发挥郑州和许昌医疗资源优势，放大鄢陵生态和健康养生资源优势，推
动医疗、养老、旅游、文化、农业等跨区域、跨产业融合发展。

强化生态宜居，打造生态健康养老养生示范区

强化生态连接，构建生态文明空间

强化生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构建一体化城镇体系D
突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战略支撑地位和核心增长极作用，构建以郑州、许昌中心城区为核心，以

新郑、新密、登封、长葛、禹州、鄢陵等县级城市为节点，以重要乡镇为因子，以交通高效连接、功能合理分
工、生态有效保护为支撑，网络化、开放化、生态化、组团式、集约型的郑许一体化城镇体系。

强化特色小镇，打造新型增长空间

坚持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叠加融合，以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圈为本，以发
掘历史文化资源为魂，打造不同类型的特色镇。

突出产业功能，以大周、和尚桥、龙湖、曲梁等全省百强乡镇为重点，推动
制造业转型发展，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显的特色镇或小城市。

强化文化内涵，坚持历史传承，以神垕、张潘、官亭、彭店等具有百年或千年

历史的古镇为重点，以裴李岗、古城寨、瓦店、新寨等文化遗址为载体，加强保护、
合理发掘利用，形成人文魅力彰显的特色小镇或小城市。尤其是神垕镇是国家级
特色镇，要着力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钧瓷文化特色小镇。

彰显生态魅力，强化鄢陵县生态环境优势，突出陈化店的茶、柏梁镇的温泉等
不同特色，赋予绿色不同内涵。

构建一体化开放体系E
抢抓“一带一路”全球化战略机遇，叠加放大郑州节点城市优势、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增长极优势、许昌先进制造业及中德合作优势，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基础性和公共性原则，推动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郑州航空港、郑
州国际陆港、保税物流港共建共享。

推进航空“双枢纽”战略实施，加强航空港区、
中欧班列、郑州跨境电商等三大基础性通道建设，扩
大与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促进郑港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空中丝绸之路”。

强化平台共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F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以文化、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注

重统一规划，推进标准化管理，共建标准一致、管理统一、高效运转的公共服务体系
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具有区域示范效应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本规划包括郑州市、许昌市全
域，国土面积 12442 平方公里，到
2018年年底，总人口 1512万，地区
生产总值 12974亿元，其中郑州市全
域、许昌市中心城区、长葛市、鄢陵
县、禹州市为一体化重点发展区域。
规划基准期为 2018 年，规划期为
2019—2035年。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郑许一体化发展格
局基本成形，整体经济实力和产业整体竞争力显
著提高，要素集聚和承载能力全面增强，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现代化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探索路径、打造样板、
走在前列”，带动并辐射周边地区发展。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产业协作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

——生态环境基本实现共治共建共享。
——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中期目标：到 2030 年，郑许一体化发展基

本实现。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
高，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建成高水
平内陆开放高地。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郑许一体化发展全
面实现，成为中原城市群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组
合型都市区域。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紧紧围绕郑州国家级物流枢纽中心城市建设，提升许昌国家二级物流节点城
市功能。

规划建设专项物流通道，建成 G107 改线工程，规划研究港区至长葛、港区至
鄢陵、港区至禹州等专项物流通道，推动郑许物流通道向南延伸，连接漯河、平顶
山、周口等豫南城市，提升物流能力。

加快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发展多式联运，建设一批专业物流园区，打造辐射豫
南的现代物流中心。

注重发展航空物流，拓展空铁、空陆联运和高铁快件运输等组织模式，打造豫
中南空港物流中心。

规划研究直通港区、开封的货运专线或货运专列。

强化货运对接，打造现代物流中心

强化郑州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提升许昌门户枢纽功能，构建郑许联动枢
纽体系。

重点推进许昌门户枢纽建设，提升承接和服务郑州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能力。
强化铁路站的有效衔接，以许昌东站（高铁站）为中心，规划研究连接许昌北

站、长葛北站、禹州站、鄢陵站等四个高铁站的轨道交通线路，建设连接京广铁路许
昌站的便捷交通线路，构建多站合一的高速铁路枢纽。

强化横向铁路与纵向铁路高效衔接，加快推进三洋铁路建设并加强与京广铁
路连通。

适时规划建设通用航空机场，形成联动枢纽体系。

构建一体化产业体系

按照国际通行的行业规范、管理标准和营商规
则，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体化的营商环

境，协同制定融资租赁、跨境电商、保税展示、港口
作业等产业专业化、系统化的政策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

利用郑许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发展空间充足优势，建设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

强化招商引资，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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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核心战略支撑作用，把许港产业带建
设成为支撑大都市区建设、引领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产业隆起带。

强化产业链对接，建设许港产业带

立足许港产业带，搭建郑许创新创业走廊，推动郑州创新资源与许昌产
业优势特别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衔接、合作。在政府、产业、企业等三个层面形
成良好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渠道，统筹郑州科研要素集聚、许昌生态环境和
制造业优势，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走廊。

强化科技对接，构建创新创业空间

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服务业协同发展，打造最具活力的新业态成长区域。推动现代物
流业链式发展、电子商务互补发展、文化旅游业一体发展和金融业错位发展。

强化服务对接，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建设郑许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方案实施、制度创新、机制建设等方面协同推
进，创造区域生态文明共建共享的郑许模式。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持续深入创新模式；聚焦
生态区、生态带、生态廊道，形成区、带、廊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空间。

建立健全两地生态一体化联盟机制，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推进
郑许生态环境协同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协同推进大气、水、土壤等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加快开展生态廊道建设和西
部山区生态修复，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协同推动跨市域河流水系管护，共创天蓝
地绿山青水净的生态宜居城市。

郑许接邻县（市）国家级重点镇
郑州（6个）：新密市超化镇、大隗镇，新郑市辛店镇、薛店镇，登封市告成镇、大冶镇
许昌（8个）：建安区五女店镇、灵井镇，鄢陵县陈化店镇，禹州市神垕镇、褚河镇，长葛市后河镇、石固镇、大周镇

综合交通重点项目

●高速铁路 建成郑合高路、郑万高路，同步建成郑州南、许昌北、长葛北、禹州、鄢陵等五个高铁客运站。
●干线铁路 加快建设三门峡经禹州至江苏洋口港（三洋）铁路，提高京广铁路、陇海铁路货运能力，同步建成三洋铁路许昌南站（张潘站）。
●轨道交通 建成新许市域铁路，规划研究郑州至许昌城际铁路，规划研究许昌东站与许昌北站、长葛北站、禹州站、鄢陵站、许昌火车站间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
●高速公路 开工建设焦（作）平（顶山）高速公路（禹州至襄城段），规划研究郑许高速公路。
●快速通道 建成 G107 改线工程、S227、许昌至新郑国际机场快速通道，规划建设忠武路北延、中原路北延、郑许物流通道、鄢陵至新郑国际机

场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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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港产业带示意图

郑许一体化生态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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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综合交通走廊，推进郑许中心城区和沿廊道城
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构建“一轴双核三区”
的网络空间格局，形成产业、城市与生态共生共融的城
市组合区域。

“一轴”，即郑许纵向发展轴。依托京广铁路、京广

高铁、郑万高铁、郑合高铁、郑许市域铁路等轨道交通和
京港澳高速公路、郑许快速通道、G107 改线工程等快速
通道，建设综合交通走廊，有序推进郑许两市城市功能
区沿轴带展开，打造郑许一体化发展的“主轴”。

“双核”，即郑州中心城区和许昌中心城区。郑州中
心城区，按照“东扩、西拓、南延、北联、中优”发展思路，
着力构建“一中枢一门户三中心”，即国际综合交通物流
中枢、全国新的经济中心、全国创新创业中心、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门户、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许昌中心

城区，空间拓展方向为“向北为主、组团生长、带状链
接”，重点提升产业和人口承载功能，加强老城区改造提
升，推进东城区开发建设，高标准建设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推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建设豫中南换乘中
心和物流中心，推动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形成辐射
带动豫中南区域的经济中心。

“三区”，即依托郑许一体化主轴，突出周边区域特
色，构建三个特色功能协同区，包括生态养生功能区、产
业转型和都市体验功能区、生态物流融合功能区。

空间布局

在郑汴港三角的基础上，拓展形成以郑开创新创业
走廊、开港产业带、许港产业带为支撑的郑州、开封、许昌

“黄金三角区域”，引领带动中原城市群提质发展。

其中，郑汴一体化区域重点提升科技创新、信息技术、
文化旅游、创意设计、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郑
许一体化区域依托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郑、长葛等
制造业基础，重点发展智能终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
及现代物流、跨境电商、商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

开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许昌方向，加快推
进产业沿线布局，同时，加快许昌与开封融合发展，加强

长葛、鄢陵、尉氏等县（市）域经济的联系，推进在文化旅
游、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生态健康等领域的互动合作。

拓展形成中原城市群“黄金三角区域”

构建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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