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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辽 宁 高 新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70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 ，以 占 全 省 1% 的 土

地 面 积 ，贡 献 出 全 省 约 10%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

40%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60%的高技术制造业

总收入。

上世纪 80年代末，辽宁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值

仅为 200 亿元，如今已发展为现在的 9200 亿元，增

长 46倍。2017年，全省 R&D 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创历史新高达到 1.84%，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4.5%。

数字的变化，彰显出辽宁改革开放 40 年来

走出的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道路。

从实施“科技兴辽”战略、“科教兴省”战略到实

施“科技强省”战略，从“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到“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的主要

动力”，从“开拓技术市场”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

场”，40 年的接力创新，科技要素集聚，创新动能成

长，科技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

领跑，全省科技创新步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在支

撑辽宁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将发挥哪些作用？

12 月 10 日，辽宁省政府举行新闻

发布会，辽宁省科技厅党组成员、

厅长王大南介绍全省科技创新情

况，他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

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驱

动为支撑，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

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全力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

快实现辽宁全面振兴。

实现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关键是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

济做实做强做优。按照辽宁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辽宁省科

技厅牵头制定了《关于以培育壮

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

生动力的实施意见》，重点推进新

兴产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激发创新活

力等四个方面工作。

扶持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

字号”。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方向，紧扣重点任务，立足

辽宁产业基础和科技优势，优先

培育和壮大智能制造、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海洋等 6 个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等新业态。这些领域中，拥有王

天然、卢柯、刘中民、邱大洪等多

位院士，拥有机器人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大连洁净能源实验室、海岸

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

大 创 新 平 台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1500 余家。依托这些科研优势，

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

兴专项行动”和省重大专项等科

技计划，推进全要素整合，促进全

产业链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一批重大产品，提升重

点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新时代

辽宁产业振兴发展的新品牌，构

建产业体系新支柱。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针对占辽宁工业近7成

的装备制造、冶金、石化三大产业

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在化解过剩产

能、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积极

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

改造提升5个传统产业，转化形成

发展新动能。其中，在装备制造、

石化、冶金和农业领域，拥有郭东

明、彭孝军、王国栋、陈温福等多位

院士，拥有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催

化基础科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

化、玉米生物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

等重大创新平台和沈鼓集团、中石油辽阳石化公司、鞍钢集团等骨

干企业。依托这些科研和产业优势，通过实施省重点研发计划等

科技计划，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大产品，加快促

进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提高石化行业精深加工水平，拉长冶金工

业生产链条，强化现代农业发展技术支撑。

引导高企“民参军”，加快推进“军转民”。辽宁是军工大省，

在飞机设计、船舶设计等方面有李明等多位院士和多家国字号

企业及研究机构，拥有战机、航母、潜艇等大国重器。结合辽宁

优势，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通过引

导高新技术企业“民参军”和加快推进“军转民”，培育一批军民

融合型领军企业；通过加强军民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围绕海洋、

太空、网络空间、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形成一

批高端技术产品。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等 6项

举措，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提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形成区域新增长极，推进企业成为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加快建设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力争到2020年，建设一批拥有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创新平台，壮大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全面参

与国际竞争的行业领军企业，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在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

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到 2030 年，建成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

地，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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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辽宁开始探索建设高新区。目前，全

省高新区总数达 15 家，其中国家级高新区 8 个，省

级高新区 7 个，各市均有高新区布局。2016 年 4

月，依托沈阳高新区、大连高新区建设的沈大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两核驱动、一带支撑、多

点辐射”的发展格局。

作为全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高新区以“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为己任，集聚了全省 60%以上的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中小企

业初露峥嵘，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道路。

2017年，全省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03.5

亿元，同比增长 6.1%，为辽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渤海湾畔的科技“中关村”

隆冬时节，总投资 12.6亿元的锦州奥鸿生物产

业园区，生化提取、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等全

自动联动生产线正在抓紧生产，这些关键设备及技

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做为锦州国家高新区生

物医药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奥鸿药业项目投产

后，小容量注射剂生产将达到 7000 万支/年、冻干

粉针剂 4000 万支/年、口服固体制剂 2 亿粒/年，形

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制药企业。

成立于 1992 年的锦州高新区，位处京沈两地

的中心地带，是辽宁 8 个国家高新区之一，也是全

国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高新区提出建设“锦

州科技中关村”，打造政策、人才和资金汇聚的创新

创业高地，形成以奥鸿药业、华为集团、万得集团、

锦研科技等为支撑的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零

部件等主导产业。锦研科技是国内从事含水分析

自动化仪表与油水计量自动化系统产品的高新技

术企业，产品涵盖石油、化工、炼油和钢铁等多个行

业，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锦州汉拿是汽车零配

件基地的龙头企业，2017 年成为辽宁省唯一获批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

大学科技园是锦州高新区重点建设的创新示

范区，打造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创业

孵化链条，今年新增注册企业 15家，公共行政服务

中心、锦州银行大学科技园小微支行、光大金控财

金资本即将入驻园区，为园区企业金融支持和服

务。目前，大学科技园区已有多家企业与省内外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达成科研合作协议，多方位开展

合作创新与协同创新。

精细化工产业链上的“夜明珠”

碳纤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新材料之一，广泛应

用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被誉为

“黑色黄金”、精细化工产业链上的“明珠”。12 月

13日，启迪·2018碳材料产业加速营暨全国首届中

间相沥青基碳纤维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抚顺举行，为

抚顺国家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发展和先进碳材料布

局提供思路。

诺科公司是国内开发高性能中间相沥青基碳

纤维的领先企业，拥有从原料精制、中间相沥青合

成、原丝纺丝、氧化碳化石墨化等一系列高性能中

间相沥青基碳纤维核心技术。一期项目达产后，总

投资 10 亿元的二期项目将于明年开工建设，预计

到 2021年，将建成年产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

辽宁百盈由抚顺和大连两家企业共同组建，作

为国内首家工业化生产碳纤维的企业，拥有多项生

产技术专利及技术成果，开发的特殊碳纤维材料填

补了我国规模化生产碳纤维发热体的空白。硬质

炭毡，又被称为“三明治”炭毡，是太阳能电池、集成

电路版所需高纯硅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抚顺

明业采用特殊工艺整体制成的“三明治”，密度低、

导热系数小、碳含量高、热室环境洁净，使用温度高

达 1500℃—2600℃。这些碳材料生产企业的创新

发展，为抚顺培育国际一流的碳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支撑。

近年来，抚顺高新区以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千

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为依托，通过延长石油化

工产业链，形成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综合加工、配

套产业和研发孵化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

精细化学品领域，为市场提供中高端的化工产品。

首家入驻校园的创业服务中心

9月 12日，辽阳国家高新区与沈阳工业大学辽

阳分校正式签订共建协议，共同建设辽阳高新区创

新孵化器。随后，高新区创业中心搬迁进驻孵化

器。按照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标准，双方将共同

建设高新区双创基地和大学科技园。

作为全省首家入驻大学的高新区创业服务中

心和创新孵化器，沈阳工大辽阳分校南校区两栋修

葺一新的大楼，将承载高新区和沈阳工大的创新孵

化功能，大学的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以及校方的

实验室、中试基地和工程实践中心等研发设施，将

成为辽阳高新区实验或中试基地的组成部分，为企

业开展服务。

辽阳市首位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科技创业

领军人才、辽阳博仕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

喜作为沈阳工大教授、创业导师，开发的“供气式自

激振荡脉冲射流曝气器”等多种环保设备，被应用

于中国神华、大连恒力、东北制药等大型企业的好

氧污水处理工段，其中研发的曝气设备在提高

COD 去除率的同时，较传统射流曝气器节能 30%

以上，研制的医疗污水消毒粉也应用到百余家医

院。入驻孵化器后，他们将开始研发新的产品，孵

化新的企业。

成立于 1992 年的辽阳高新区，已形成芳烃基

地和工业铝材两大产业基地并集聚了多家大型企

业。2007年以来，芳烃基地累计入驻企业 31家，总

投资超过 194 亿元。世界 500 强企业德国赢创、法

液空、华润等企业项目先后落户芳烃基地，忠旺集

团、奥克集团、科隆精化先后上市。

辽宁高新区成为经济持续稳增的支撑点

国产航空母舰、航母舰载机、R0110 重型燃气

轮机、30万吨超大型原油轮、万箱级集装箱船、i5智

能机床、AP1000及 CAP1400核主泵、特高压发电机

升压变压器、10 万等级空分压缩机组、汽车柔性装

配生产线、水下机器人、12 英寸集成电路 PECVD

薄膜设备、凸点封装单片湿法刻蚀设备……

从天空到地面、从水上到水下、从军用到民用、

从传统工业到新兴产业，“大大小小”的科技力量全

面推进辽宁新型工业化发展，以“工业长子”的担当

为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做出贡献，取得了

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技术成果。

实施国家及省科技计划专项以来，辽宁攻克

了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技术、机器人技术、森林

恢复与资源高效利用技术、节能型日光温室技术

等制约钢铁、化工、制造、能源、农业发展的重大

关键技术 300 余项，开发出生物基聚酰胺纤维、

500 公斤六轴工业机器人、128 层螺旋 CT、双座电

动轻型飞机等国际领先、填补国内空白的重大产

品 100 余个，玉米、水稻两大主要农作物科研水平

在全国具有优势地位，有效提升了辽宁产业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

2000 年以来，全省共有 4889 项科技成果获得

省科技奖，有 345项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技奖。其

中，中科院大化所“甲醇制烯烃技术”、大连理工大

学“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高质高效加工技术

与装备”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从“大”到“小”

“工业长子”接力创新再出发

提起辽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批“大国企”

“大制造”。经过多年的振兴发展，“老字号”升级

改造，“新字号”成长壮大，“小巨人”“大民企”脱

颖而出。

1991年，东北大学的 3个年轻人从一间实验室

出发，闯出一片天，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 万余人的

高科技企业集团——东软。该集团有 8 个区域总

部、10个软件研发基地、16个软件开发与技术支持

从“老”到“新”

“中小微”成为顶呱呱的“高精尖”

2013年，辽宁省在装备制造领域实施重大科技

专项计划，目前已组织实施重大项目 48个，投入专

项资金6亿元，引导企业研发投入37亿元，累计攻克

关键技术174项，开发重大装备及配套产品80个。

投入 31.7 亿元的 IC 装备，研发出的薄膜设

备、光刻涂胶设备等在芯片生产线上安装使用，

并形成 50 亿元的产业规模。东软的数字医疗技

术从研发出我国第一台 IC 到今天的 256 层 CT，

技术指标全球领先，彰显出“智造”之力。目前，

辽宁拥有两院院士 53 人，长江学者 101 人，135 人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其中卢柯院士入选我国第

一层次杰出人才。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是我国首批启动

的 6个国家研究中心之一，目前是我国材料领域级

别最高的科技创新基地；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前在国内相关领域处于核心和带头地位，是国内

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器人学研究基地；国家海洋食

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领域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有力拉动了全省海洋养殖业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发展，具有区域竞争力的

创新型产业格局让老工业基地重焕活力。沈阳智

能制造、大连软件开发、鞍山激光、本溪生物医药等

特色产业集群快速崛起，涌现出一批“小巨人”企业

和未来产业业态。

院校合作、对口合作、国际合作，企业、项目、人

才“走出去”“引进来”。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引进国

际科技项目万余项，吸引 5000 余名海外学子回国

创业，累计创造经济价值超过 7300 亿元，英特尔、

IBM、宝马等一批国外研发机构入驻辽宁，8万余名

外国专家和一批高端人才团队与辽宁的创新队伍

发力创新，为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

高水平的科研平台，高层次的科技人才，高品

质的创新活动，人才、技术、成果开花结果，科技创

新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强

大支撑，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从“重”向“轻”

“老工业”唱响“智造”好声音

中心，是我国首个上市软件公司，美国、日本、欧洲、

中东、南美都有它的身影。2018 年，带领公司稳步

前行的刘积仁教授入选改革开放 40年百名杰出民

营企业家。

从无场地、无市场、无资金的“三无”公司，到我

国机器人领军企业新松机器人公司，平昌冬奥会上

的“北京八分钟”惊艳世界，这个由 20 多名科研人

员组成的小企业，凭借创新的“大脑”和敢为人先的

探索精神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翘楚和全球机器

人产品线最全的企业。不久前，新松移动机器人整

系统成为我国首个获得 CE 通行证的国产品牌，敲

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

大连融科储能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的科研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成为国内领先的液流

储能电池技术服务商；三生制药成为集研发、生产

与销售为一体的中国生物制药领军企业，在国际蛋

白类药物市场上大放异彩；辽阳奥克是国内知名的

环氧乙烷衍生精细专用化学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团，东亚种业成为连续 16 年位列种业骨干企业十

强的现代化大型种业集团……

为顺应创新群体从小众向大众转变的时代潮

流，辽宁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政府职

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短短几年间，辽宁

的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大学科

技园等省级科技创业孵化平台达 383个，其中国家

级 142个，入驻企业和团队达 12000余家。

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

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市场的锤炼，风生水起，或成为

行业龙头，或成为“隐形冠军”。近三年来，全省高

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已从 2008年的 295家增长到

2018年的 3700家，成为辽宁科技创新最活跃、创新

实力最突出的一个群体。

““老工业老工业””新作为新作为
辽宁辽宁科技创新步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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