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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辽宁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
放的窗口，一直以来是三菱商事
（中国）尤为关注和重视的省份，合
作十分密切。

早在 1981 年，三菱就设立了
大连事务所。1997 年，三菱汽车
发动机和航天集团成立合资企
业生产汽车发动机，在中国国内
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
房地产领域，我们在沈阳和大连
成功开发了 4 个中高端住宅项

目。近两年，我们又在辽宁开展
了鸡肉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去
年 8 月和沈阳副食集团合作成立
了罗森沈阳合资企业，业务发展
很顺利，单店销售额超过全国平
均数。

可以说，与辽宁省的历次合
作，都让我们有很好的体验，也让
我们感受到辽宁省优良的营商环
境，更加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在辽宁
深耕的决心和信心。参加此次辽
洽会，无论是开幕式上的主题分
享，还是恳谈会上的发言，均让我
感受到辽宁省政府对日资企业的
重视。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不断关注
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中日产业
园，以及大连中日地方合作示范区
等一系列省内国家级项目，并在新
能源、多功能房地产项目、新零售
以及天然气等贴近民生、改善民生
的领域，同辽宁省一起探索新的发
展路径。

与辽宁一道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塚润一郎
本报见习记者 刘 璐

今年，欧力士步入了在辽宁投
资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作为最早
进入中国发展的日资企业之一，多
年来，欧力士扎根辽宁、心系辽宁、
深耕辽宁。

2009 年，欧力士将中国区总
部设在大连，2017 年同辽宁省签
署总体战略合作协议，去年又同沈
阳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能

源环保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中日
产业园区开发等开展合作。此外，
我们正在推进落实浑南区中日合
作园区项目合作，在大连建造欧力
士中国总部大厦，大连项目是目前
国内唯一在建的日资背景5A级金
融中心。

欧力士一直致力于与辽宁省
政府以及各市级政府共同打造金
融实业投资平台，以投融资为纽
带，为日资企业来辽投资以及促
进在辽企业对日合作，提供量身
定制的综合商业解决方案。我们
将继续充分发挥“中日产业合作
超级链接者”的作用，重点推动日
本细分行业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
来辽投资合作，以形成大企业引
导、中小企业跟进的产业集群，全
面推进扩大中日之间的技术创新
合作和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多赢
发展的局面。

扎根辽宁 深耕辽宁
——欧力士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刘国平
本报记者 李 越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
工基地。人们常用“油头大、腰
身细、化尾小”来形容辽宁石化
发展的现状，但我认为，“油头
大”于辽宁而言，不是劣势而是
优势，是抻出“腰身”舞起“化尾”
的基础。

在我看来，辽宁发展石化产业

优势突出。首先，这里有良好的石
化工业基础。2019年辽宁省石油
和化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居全国
第五位，炼油能力占全国 15.1%，
煤、油、气、盐、化学矿等资源丰
富。同时，辽宁工业门类齐全，配
套产业条件好。这里港口多且适
合原油运输，还拥有大连理工大
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等闻名全国的行业科研
院所。

要把优势用好，才能焕发新
生。辽宁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寻求
突破，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要进
行更有远见、科学的顶层设计。
要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突破，开创
高端且有特色的新局面。同时还
要在“领头羊”企业培育上实现突
破，开创出一流企业集群成长的
新局面。

“油头大”是辽宁石化产业的优势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
本报记者 孙大卫

在与辽宁进行洽谈合作、项目
对接以及历届韩国周举办的过程
中，我们感受到了辽宁省政府及沈
阳市政府对招商引资，对与韩国合
作表现出的极大诚意。

在过去的 17 年间，我们连续
举办韩国周活动，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今天大家可以感受到，

本届韩国周在升格为省级活动
后，其规模与规格都比以往高出
了很多，实现了峰会与展会交融、
经贸与文化互动。张夏成大使在
开幕式上表示，期待在省级活动
的背景下，能够继续扩大韩国与
辽宁省、沈阳市之间的合作。我
们也与大使约定，明年举办一个
更加盛大的活动。

沈阳是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
省的工业实力也很雄厚，在重工
业、制造业方面都有坚实的基础。
我相信，接下来，辽宁日益向好的
营商环境将会继续吸引更多的韩
国企业到辽宁投资兴业。

作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桥梁，中
韩投资贸易博览会暨中国（沈阳）
韩国周活动将会继续加强双方的
了解与交流，为两国带来更好的发
展前景。

借力省级平台 达成更多合作
——中国韩国商会会长李浩哲
本报见习记者 刘 璐

深厚基础蕴藏无限可能
一组数字，记录下辽宁与日韩

经贸合作的“亲密度”。
截至去年底，日本累计在辽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7770家，累计投资
242.4 亿美元；去年，我省对日本进
出口总额达到982亿元人民币。

目前，有1.1万家韩国各种类型
企业在辽宁投资发展，累计利用外
资近170亿美元。

众多日本、韩国知名企业“抢
滩”辽宁投资兴业，深深融入辽宁改
革开放，也获得丰厚回报。究其原
因，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不可或缺，
对辽宁市场的发展信心必不可少。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沿江
沿边省份，我省与日本一衣带水、隔
海相望；与韩国是“亲望亲好，邻望
邻安”的友好近邻。多年来，我省与
日韩在开展经贸活动上有内容、有
基础、有市场，也有平台。

“辽宁对日经贸合作历史悠久、
基础牢固、成果丰硕。”中日友好协
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表示，互为重
要近邻，共同利益深度融合，双方经
贸合作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潜力，
相信辽宁在今后必将承担起打造中
日开放合作重要平台的使命。

希杰集团中国区总裁朴根太表
示，“将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与
辽宁的合作，扩大在生物、物流、影
院、食品等方面的投资，拓展新的投
资领域。”

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宇都宫史彦同样
对辽宁市场十分看好，作为外资企
业，他对辽宁的营商环境充满信心，
相信辽宁在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合
作领域等方面将日益完善。

辽宁的巨大市场，如磁石般吸
引日韩企业入驻。

三星中街全产品旗舰店店长周
晓芬用“超乎想象”形容辽宁潜力，
此次带来了折叠屏手机、可移动画
镜电视等旗舰产品，下一步还要主
动走到消费者身边，通过“量身定
制”，加密与消费者的联系，进一步
拓展市场。

会议的溢出效应在放大。
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

川合现表示，辽宁以及东北有巨大

潜力，作为经贸促进组织，将把在会
上获得的信息广泛地传递给日本经
济界以及产业界，帮助未能与会的
企业家了解辽宁蕴含的商机。

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部长
沈基原表示，因疫情原因，很多看好
辽宁市场的韩国企业未能到场，他
将帮助有合作愿望的企业通过线上
洽谈等方式加深了解，达成合作。

携手前行共迎明日精彩
合作共赢是我省与日韩关系的

“压舱石”“助推器”，在哪些重点领
域推进深层次合作，与会代表各抒
己见。

产业是根基。进一步加强重点
产业合作成为热议话题。

我省产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
齐全，与日本在船舶、汽车、电子、医
药等领域有广泛合作，韩国制造业
实力强劲，半导体、电子、汽车、船
舶、钢铁、化工、机械、化妆品等产品

产量均居世界前10位。
与会代表认为，装备制造、数字

经济等产业均是未来合作重点。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表示，韩国

和辽宁都拥有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双
方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物流等
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领域，有广
泛的合作潜力，能相互促进创新发
展。希望韩国企业家积极探讨投资
合作的方案，加强企业间合作。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吕克
俭建议，既要巩固传统产业，又要做
好创新发展。辽宁应结合对日韩合
作和文化交流优势，用好用足众多
品牌资源与平台，做强做细服务商
贸与数字产业。

强化合作平台建设。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大连代表处首席代表重冈
纯表示，双方应以高端装备制造以
及新材料这两个产业为中心，围绕
技术创新、产业合作、金融服务、人
才信息等构建合作平台。

合作，需要创新。不仅要重视
大企业，更要重视有发展前景的“雏
鹰、瞪羚、独角兽”们。在辽宁这片
沃土上，要让每个“生命体”都发展
壮大。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济武建议，将合作范围再扩大，

“过往的合作中，大家大多侧重大企
业间合作，今后应将关注点更多地
放到中小企业身上。我们将以启迪
中韩科技园为载体，主动加大力度
引进中小企业。”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小野元生表示，将在发展好现有
业务的基础上拓展新产业，瞄准环
保、保健、零售产业、生活产业、食
品、农业为重点领域深耕细作。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
流，让辽宁与日韩更加紧密地走在
一起。广泛的共同利益，广阔的合
作空间让大家对更高水平、更高质
量的共赢充满期待。

向高处行 往深里走
——从辽洽会看辽宁与日韩合作的广阔前景

本报记者 李 越 李 波

辽洽会韩国周商品展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赵敬东 摄

11月13日，首届辽洽会开幕式
上，一位辽宁本土企业家的演讲，引
起在场嘉宾的共鸣。他用自己企业
近 30 年的发展实践讲述着辽宁的
环境之暖、机遇之丰，用一个个生动
的案例展现了辽宁企业的自信和坚
定，并代表所有辽商欢迎八方来客
与辽企携手向前。

他就是辽商总会会长、东软集
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

提起刘积仁和东软集团，在场
的嘉宾并不陌生。东软是中国第一
家上市的软件公司，以软件技术为
核心，业务领域覆盖智慧城市、医疗
健康、智能汽车互联及软件产品与
服务。东软在中国建立了覆盖 60
多个城市的研发、销售及服务网络，
并为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
务。特别是在今年疫情期间，东软
集团及其大健康产业抓住机遇，向
全球多国驰援“雷神”方舱CT等高
端医疗产品，助力肯尼亚、巴西、智
利等20多个国家抗击疫情。

这里是企业
成长壮大的沃土

在刘积仁看来，环境和机会是企
业对一个地区最为关注的地方，而这
两点在辽宁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30年前，在辽宁做软件产业被
认为是天方夜谭，然而刘积仁和他
的团队在辽宁的大学里选拔人才，
靠梦想、靠人才、靠教育、靠技术，从
3个人发展成为近2万人的软件和
信息服务公司，成为行业翘楚。25
年前，中国大型医疗设备全部依赖

进口，没有人认为辽宁企业能做高
端装备，但东软将软件与辽宁制造
融合开始进入大型医疗设备产业，
生产出中国第一台自己的CT。今
天，东软将信息技术与汽车融合，与
大健康产业发展融合，不断把“辽宁
制造”的标签贴到世界各地，得到了
认可和赞誉。

刘积仁表示，这一切都得益于
辽宁这块生机勃勃的热土。这里拥
有优质的教育资源、人才资源，雄厚
的工业基础、配套能力，这里更拥有
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我认为这里是最适合东软发
展的地方。

“在辽宁有可干的事，也能干成

事。”刘积仁说。

辽宁优势产业
期待以智赋能

作为辽商总会会长，很多人问
过刘积仁，在辽宁最适合做什么？
他总是这样回答，我们有很多优势
产业期待通过科技赋能，释放出更
大潜力，与这些有关的事业，辽宁都
会热烈欢迎。

在中国走向创新经济、数字经
济的今天，每个行业都是科技行
业。辽宁人性格实在，做事业也喜
欢实业。辽宁在汽车、钢铁、化工、
能源、机器人、软件和信息服务、半
导体芯片等方面都有产业基础，在

辽宁做智慧产业会有很好的产业基
础和场景，当我们更长线地投资到
扎实的事业时，短线遇到的问题会
大大减少。

刘积仁认为，辽宁是变革中的
辽宁，作为企业家，就是要能够在困
难中看到机会，看到潜力。

比邻而居
是最优的合作条件
远亲不如近邻，合作共赢是历

史潮流。在刘积仁眼中，比邻而居
是最优的合作条件，优势互补是最
好的合作基础。

他认为，辽宁与日韩合作有区
位优势，也有语言人才优势，还有较
长时间的合作历史。日韩两国在诸
多产业上有很多经验可供辽企借
鉴，同时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
汽车、医养服务、医疗科技、新材料
等领域双方都有很多合作机会。

在形容中日韩的密切往来时，
刘积仁举例：每天从沈阳、大连往返
日本的航班上，都有东软的员工；东
软有 3000 多名软件工程师与日本
的合作伙伴一起为汽车信息化开发
软件；东软的超声探头技术公司就
在韩国；现在集团正在积极推动与
日本企业在大健康产业的合作。而
东软仅仅是辽宁企业与日韩企业众
多合作中的“一粟”。

刘积仁说，当今的辽宁，正全力
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
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我相信
辽宁的未来会更美好。

本报记者 孙大卫 采访整理

辽商总会会长、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在辽洽会上真情演讲

“在辽宁有可干的事，也能干成事”

辽商总会会长、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辽宁与日本、韩国经贸合作基础深厚，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未来要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扩大经贸文化投资，合作共赢。”
11月13日，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开创东北亚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的首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辽洽会”）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开

幕。作为本次辽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日本经贸合作恳谈会、中韩经贸合作峰会在其间举行。
盛会上，日本、韩国工商企业界人士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深化

与辽宁各领域交流合作发表真知灼见。同时，诸多日韩企业携产品亮相，抢抓辽宁振兴发展的良好机遇，释放心系辽宁、扎根辽宁的强烈信号。
真挚的话语，合作的诚意，让这个冬日的沈阳暖意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