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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源，汤汤黄河之畔。10月 15日-
16日，2021“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

赛在郑州高新区举办。10个优秀项目依次亮相，

创业者自信满满，围绕项目侃侃而谈；评委们聚精

会神、提问“犀利”，考验参赛者综合素质和项目质

地……舞台上下双创活力汇聚，双创梦想尽情展

现。

作为 2021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系列活动之一，2021年“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

赛以“双创升级 活力郑州”为主题，力争整合海内

外优质项目资源，发现和引进一批优质创新创业

项目，助力郑州打造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此次大赛由河南省科技厅、郑州市政府指导，郑州

市科技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郑州高新

区枫杨园区运营中心、郑州创新创业联盟、融易众

创孵化器联合承办，郑州市 200 多家创新创业孵

化载体共同协办。

从2015年到2021年，“郑创汇”已连续走到第

七个年头，赛事活动超过百场。近 7年来，“郑创

汇”展现了产业融合发展、协同创新的活力与热

情，汇聚了各种创新创业要素，并为要素间的“化

学反应”提供高效“催化剂”，进而形成一个创新创

业的生态圈和技术演进的加速器，最终打通产业

发展、金融服务生态链；近 7年来，大赛吸引了来

自海内外近万家创业团队和企业参与，孵化了

UU跑腿、泛锐熠辉等多个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带

动200多万人就业、服务4000多万商户，形成了涵

盖创业辅导、资本对接等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已

成为全国重要的创新创业赛事品牌，郑州创新驱

动发展的展示窗口，郑州双创活力迸发的靓丽名

片。

创新形式

吸引全球创业先锋郑州“论剑”

自 2015 年以来，“郑创汇”已吸引来自美国、

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与我国国内上

万个项目报名参赛，这也反映了“郑创汇”国际创

新创业大赛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郑州“7.20洪灾”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并

没有阻挡科技新潮的脚步，反而更加激发创新创

业者的责任担当。今年，“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

大赛创新比赛形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了4月、6月、9月共3次月赛，吸引了来自北京、

上海、广州、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国外 280多个优秀

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团队中，既有深

耕专业领域数十载、来自龙头企业的创新“硬”实

力团队；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来自民营微小型

企业的初创先锋；还有来自高等院校“摩拳擦掌”

的科研学者团队。大赛最终产生了 18 个获奖项

目，其中 10个项目在总决赛复赛中突出重围，参

与年度大奖角逐。

大赛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投资

人、创业导师、行业大咖组成专家评审团，为创业

者们提供专业点评，帮助创业者挖掘项目优点、亮

点，剖析劣势、不足。总决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

纷呈。创业团队同台竞技、从容自信，评审专家点

评精准、妙语连珠，共同营造了一个全球创客“头

脑风暴”智慧盛宴。

参赛项目在新材料、新业态、新模式方面的探

索，也成为此次赛事的热点。例如，军民共用危及

生命创伤性大出血新型壳聚糖系列止血材料项目

推出的不依赖凝血因子的止血材料，据介绍这一

新型材料与血液接触后可以变成凝胶状进行物理

封堵，既可以对受伤者抢救提供有力支撑，也可为

发生各种灾害和意外事故时的救治提供有力支

援。再如，郑州高新区企业——河南格拉芬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石墨烯智慧清洁供暖项

目，其自主研发的远红外线石墨烯复合电热膜，具

有发热均匀、热转换效率高、加热速度快、低能耗

等特点，以近似太阳辐射的方式通过远红外波向

外放热，再辅以温控器调控，可使采暖不受时间和

地域限制。

评委们更看重项目的哪些特质？中国国投高

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志锋给出的答

案：“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我们看重项目的技术

含量和团队模式，但更看重的是项目的发展前

景。”在尹志锋看来，参加决赛的 10 个项目都非

常优秀，能看得出大家都是“有备而来”，每个团

队负责人从产品、公司战略、市场分析、创业团

队、经营管理、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阐述项目的优

势、前景等，对于投资人看中的创新性、商业性和

团队协同性等各方面要素，都做了精彩展示。“这

是一次将项目完整展示给投资人的机会，各位创

业者在创业的道路上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相信创客们通过‘郑创汇’这个平台，能够获得更

多资源。”

郑州高新区本土企业——汉威集团董事长任

红军也受邀担任总决赛评委。他说：“今年的‘郑

创汇’，规格更高、规模更大、阵容更强、‘国际范’

更足。经过初赛、复赛角逐出的创新创业项目，种

类丰富、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水准一流，出色地

展现了原始创新驱动的创业模式，涌现了一批新

兴技术驱动的商业创新模式。通过参加这样的创

新创业活动，更多项目焕发出了他们的潜力。在

各行业中，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业精神，才能做出更

不一般的成绩。”

经过激烈角逐，军民共用危及生命创伤性大

出血新型壳聚糖系列止血材料研究项目，获得

2021“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赛一等

奖；第三代半导体金刚石基射频芯片器件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无人机灭火及应急救援系列装备项

目，获得二等奖；飞龙科技-工业智能仿真国产替

代项目、年产 3000吨高容量长循环锂电池硅碳负

极材料项目及创仕无人机项目，获得三等奖，分别

获得奖金100万元、50万元和20万元。

随着大赛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投资

机构积极参与进来，在金融赋能方面持续发力，给

大赛打上了不少“金融烙印”。此次总决赛活动

中，郑州市政府为第四批共 28名科技创新创业导

师颁发了聘书。“金融赋能”和“经验带动”，持续为

郑州市创新创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以赛会友

打造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

作为郑州市倾力打造的创新创业线下平

台，“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通过“政府引

导、市场参与、树立品牌”的方式，为创业者搭建

了一个集路演展示、创业辅导、资本对接及媒体

传播于一体的多元化创新创业平台，正在成为

推动郑州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生力量。

郑州市科技局局长夏扬表示，郑州市始终

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该市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位

置，“十三五”期间，主要科技指标实现了快速增

长。“郑创汇”大赛举办近 7 年以来，孵化了多个

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形成了涵盖创业辅导、资本

对接等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已成为全国一个

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品牌。郑州将不遗余力为广

大创客打造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营造本土企

业做大做强、外来企业大有作为、创业群体茁壮

成长的良好氛围。

此次大赛，郑州高新区从项目辅导、赛制安

排、评委邀请，到流程设置、赛场布置，探索形成

了一整套“郑创汇”标准化工作机制。组委会周

密部署、严谨细致，有序推进疫情防控、物料准

备、场景设计、评委邀约、赛事体制等各项工作，

在高效、务实、节俭、安全的基础上为社会各界

呈现了一场高质量、高水平、有特色、有突破的

精彩赛事。

“‘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自创立以来，

已经是第七次、连续四届在郑州高新区举办，充

分体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大赛组委会、各位创

客朋友们对郑州高新区的信任和支持。”郑州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表示。

郑州高新区一批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也通

过大赛得以展现：2016 年，30 个获奖项目中，有

9 个项目来自郑州高新区；2017 年，48 个获奖项

目中，有 17 个项目来自郑州高新区；2018 年，30
个获奖项目中，有 6 个项目来自郑州高新区；

2019 年，18 个获奖项目中，有 7 个来自郑州高新

区；2020 年 17 个获奖项目中，有 8 个来自郑州高

新区。

当前，郑州高新区正通过“引进来”“走出

去”，绘就高新区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助力 2025
年郑州高新区建设成为千亿级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其中“引进来”就是将郑州高新区需求的

全球顶尖企业、大学、研发机构、孵化机构、金融

机构、高端人才等优质创新资源引入郑州高新

区。今年大赛，郑州高新区为与会人员精心准

备了《郑州高新区创新创业政策汇编》，以更优

更真诚的态度和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优秀团

队、人才、项目、企业落地郑州高新区。

“希望此次大赛脱颖而出的优质创新创业

项目能够落户高新区，与高新区及区内企业在

更多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携手高新，协同

创新，共赢未来。”张红军表示满怀热情地期待。

赛事落户

展现高新区双创生态魅力

多年来，这一国际双创赛事频频落户郑州

高新区。郑州高新区究竟有何魅力?
郑州高新区是 1991 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

国家级高新区，是 2016 年国务院批准建设的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州片区核心区。30
年沐风栉雨、辛勤耕耘，郑州高新区已经成为中

部地区颇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地，集聚

了 7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6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14 家新型研发机构、296 家省部级以上

研发机构、843 个省市级以上科研平台，汇集了

各类科技人才 8 万余人，形成了“金字塔”型人

才体系，拥有各类市场主体 4万余家。

经过 30 余年发展，郑州高新区双创资源汇

聚，高校资源富集，聚集了信息工程大学、郑州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轻工业大学等高校，拥有

先进的技术和比较强大的科研实力，为企业提

供了人才、科研基础支撑；科技企业聚集，围绕

以传感器为重点的物联网、网络安全为重点的

电子信息、精密测量为重点的北斗应用、超硬材

料为重点的新材料 4 个领域，聚集了一批具有

一定实力的科技企业，而且国家超级计算郑州

中心投入使用。这些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稳固

强劲的产业基础。

为了让创新创业者的脚步迈得更加坚实，

郑州高新区在政策先行先试方面大胆探索。郑

州高新区构建了“1+6+N 金梧桐”政策体系，推

出了 12 项创新政策。围绕“金梧桐 1+6+N”政

策体系，郑州高新区密集出台了“企业梯度培育

双十条”“智能传感器十条”“网安十条”“北斗+
十条”“大数据产业政策”等 11 项创新政策。郑

州高新区深入实施“智汇郑州·1125 聚才计划”

等人才政策，引导“人才+项目”创新创业模式落

户；出台实施《郑州高新区关于引进培育创新创

业人才若干政策措施》，完善高层次人才联系服

务制度，推行柔性引才、环境留才，加大各类优

秀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今年 7 月，郑州高新区在

北京发布“科技金融十条”政策，持续发挥“基金

基地＋科创产业”的耦合功能，延揽全国创投机

构。不久前，“郑州人才计划”政策宣讲会在郑

州高新区开讲，旨在通过精准宣传人才政策，强

化郑州高新区对重点产业、集群企业的人才引

进和服务，切实让人才政策的红利实现落地、落

实、落优，促进各方优秀人才在郑州高新区集

聚。

为了让创新创业者的发展更有保障，郑州

高新区在集聚创新要素方面不遗余力。郑州高

新区以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郑州大学大学

科技园为主体，形成郑州高新区双创服务联盟，

建立了双创载体向高校资源发布技术难题、征

集技术合作的平台渠道；依托创新资源和双创

载体，持续举办世界传感器大会、“强网杯”全国

网络安全挑战赛、“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钱学森论坛”等重量级大型活动，为园区链接

国内外技术成果、项目资源，形成双创人脉网

络；着力打造专业化众创空间+专业化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的创新创业“组合拳”，与猪八戒网合

作搭建大数据平台、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上线运

行，积极对接中关村开展优秀人才交流、孵化和

推介河南省内优秀技术项目；搭建了涵盖科技

金融中介平台、政策性金融供给端、市场化金融

供给端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上线中部第一个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设立运营母子基金及规模

20 亿元的 7 支国有子基金，设立河南省内第一

家区级风险补偿池、第一个应急转贷资金，与北

大深圳研究院共同推出“中原中小企业成长指

数”，打造了固定节拍的《资本力量》“1+6”会客

厅常态化投资路演平台。

为了让创新创业者更加舒心，郑州高新区

在一流环境建设方面持续发力。郑州高新区拥

有国家级孵化载体 26 家，国家和省部级众创空

间 32 家，星创天地 9 家，总孵化培育面积超过了

600 万平方米，共同构建起“创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创新孵化培育模式，

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双轮驱动，创新创业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郑州高新区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

简行政许可事项，使高新区成为创业成本最低、

审批流程最短、手续最简、行政效能最高、创业

成功率最高的区域。

为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在推动优势产业升

级、发展新经济、构建“双循环”格局中的引领支

撑作用，继而推动自创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郑

州高新区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制定发布了《郑州

高新区自创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双创”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提出 5 项重点任务和

31 项具体措施，计划通过 3 年建设，到 2022 年，

建立完善与双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扶持体

系、要素支撑和发展环境，提升双创动力和活

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创业服务模式，为

河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双创发展提供示范。

历经 30 多年砥砺奋进、破茧成蝶，郑州高新

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和科技实

力得到极大提升，集聚了河南省领先的创新资

源，成为河南省创新发展的综合载体与核心增

长极，在引领、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和转型

升级中起着关键作用。今天的郑州高新区，正

在围绕产业链，布局科创链，完善金融链，强化

政策链，打造更加宜创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活工

作环境，让生活、工作、学习在郑州高新区的人

们增强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提升对国际化

创新创业人才的吸引力，有力支撑郑州建设现

代化国家中心城市。

▶ 曲翔 本报记者 邓淑华

吸引来自全球上万个

项目报名参赛，孵化了 UU

跑腿、泛锐熠辉等多个优秀

创新创业项目，带动 200 多

万人就业、服务4000多万商

户……自2015年举办“郑创

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以

来，该赛事已成为推动郑州

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生力量、

郑州双创活力迸发的靓丽

名片。目前，“郑创汇”大赛

已经是第七次、连续四届在

郑州高新区举办。多年来，

郑州高新区在政策先行先

试方面大胆探索、在集聚创

新要素和建设一流环境方

面持续发力，让创新创业者

的脚步迈得更加坚实、发展

更有保障，对国际化创新创

业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提

升，有力地支撑郑州建设现

代化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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