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工！
2 月 4 日，立春，沈阳市 956 个亿元以

上项目集中开工。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沈阳项目首战打响，奔跑的沈阳势
如虹、战正酣。

看总量 956个亿元以上项目，同比增
加169个；年度计划投资1007.6亿元，增长
19.8%。项目数量、投资“双提升”。

看结构 产业项目“唱主角”，占比逾八
成，服务业项目、新兴产业项目、工业项目
年度投资增幅均超过20%，推动高质量发
展导向鲜明。

看节奏 预计一季度，全市开复工亿元
以上项目达1505个，同比增加157个；全年
开复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2500个，带动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力争突破
2500亿元。

展预期 今年重点实施高端产业培育
等20项重大工程，谋划推进重点项目3500
个，总投资3.3万亿元以上。

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沈阳振兴发展的
重中之重和最关键着力点，以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推动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在新
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中
挑大梁担大任、当先锋作表率——沈阳，奋
跃而上，奋楫争先。

项目为王抓投资——

轰响高质量发展“发动机”
立为开始，春蕴希望。2月4日举行的

项目集中签约和开工活动，是沈阳市深入
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全力扩大有效
投资，抓好项目谋划和建设”要求，奋力夺
取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的重
大举措；也是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
地为大”，聚焦项目“谋立推建”，全力以赴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加快推动形成沈阳
高质量项目群的扎实行动。

行动，是思想的印证。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沈阳市召开“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
锋”专项行动动员部署大会提出，必须扛牢
使命担当，践行突破之责，聚焦项目建设

“12+1”赛道，在更好承担国家战略上作出
“沈阳问答”，就充分发挥支撑带动作用提
供“沈阳方案”，在突破一个个难关中彰显

“沈阳风骨”，当好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
“跳高队”。

沈阳市把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发动机”和“生命线”，坚持“项目为王、招
商为要、落地为大”，全力推进在提升城市
发展能级上实现新突破。

聚焦重点产业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大招商；强化项目推进，完善项目管家、工
作专班等机制，坚持提前介入、主动服务、
上门服务，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能，
保障项目用地，拓宽融资渠道，迅速掀起项
目建设新热潮；加大力度夯实法治、政务、
市场等环境基础，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等方面同步发力，进一步减轻市
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

起跑就是加速度——

量中见质增强发展韧性
956个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展现了

沈阳蓄势待发的喜人态势，更传递出令人

欣喜振奋的信号：项目数量增加的同时，产
业项目占比明显提升，量质双提，量中见
质，彰显出区域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
济发展韧性正逐步增强。

据介绍，此次集中开复工亿元以上项
目956个，同比增加169个，年度计划投资
1007.6亿元，增长19.8%。其中，新建项目
105个，年度计划投资增长65.2%。预计一
季度，全市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达到1505
个，同比增加 157 个，年度计划投资达到
1519亿元，增长24%。

结构优，体现了沈阳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导向。产业项目“唱主角”，占比超过八
成。工业项目445个，同比增加89个，年度
计划投资 478.3 亿元，增长 20.2%；服务业
项目350个，同比增加30个，年度计划投资
331.4 亿元，增长 25%；新兴产业项目 430
个，同比增加 132 个，年度计划投资 444.6
亿元，增长24.9%。

动力强，大项目数量多、投资规模
大，凸显了重大项目的牵引拉动作用。
华晨宝马第三工厂等 10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同比增加 6 个，年度计划投资增长

96.5%；通用技术集团研发总部及生产基
地等 50 亿元至 100 亿元项目 8 个，年度计
划投资增长 25%；东北大学创新港等 10
亿元至 50 亿元项目 124 个，年度计划投
资增长26.5%。

这些高质量项目在量上将有效助力阶
段性经济目标的实现，在质上亦将有力推
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沈阳乃至辽宁
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支撑。

全力以赴当先锋——

加快形成高质量项目群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眼下，沈阳全市上下全面落实“振兴

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聚焦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努力在项目增量上跑出新
速度；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项目
质效上跑出新优势；聚焦深化改革开放创
新，在项目势能上跑出新动力；聚焦提升
城市品质和民生福祉，在项目功能上跑出
新成效。

具体而言，今年，沈阳市将围绕推动
实施重大战略，着力在重大项目谋划推
进上实现新突破，立足履行国家战略使
命、落实国家重大政策、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推进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围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在
重大项目动能培育上实现新突破，着力
发展壮大千亿产业链、做大做强新经济、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围绕加快促进“三
个转型”，在重大项目结构优化上实现新
突破；围绕拓展发展新空间，在重大项目
立项攻坚上实现新突破；围绕抢抓振兴
发展新机遇，在重大项目政策资金争取
上实现新突破。

抢抓项目建设，全力拼搏奔跑。
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首战之年，沈阳

预计谋划推进亿元以上项目3500个，总投
资超过3.3万亿元，其中百亿元重大项目50
个，总投资1.05万亿元；计划开复工亿元以
上项目2500个，投资突破2500亿元——以
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打好
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
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激荡新动能 蓄力新突破

沈阳956个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记者 金晓玲 刘 桐

沈阳市落实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要求，
锚定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
布科技创新、工业经济领域相关支持政策，激发创新活
力，构筑创新生态，跑出工业转型加速度，发布工业、科
技领域7个方面、24条支持政策，推动沈阳在新时代东
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中挑大梁担大任、当先
锋作表率。

科技创新政策
产业联盟——
对企业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按要求给予

配套。
开展联盟年度绩效评价，对优秀的给予最高20万

元奖励。
科创组团——
对国家支持在沈布局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按

要求给予配套。
引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和企业优势资源，布局研发

机构。根据市场化评估及投资规模，对落地研发机构
给予1000万元至3000万元前资助。对研发机构集聚
人才、转化成果、孵化企业等方面进行年度绩效评价，
达标的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连续支持3年。

引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研发成果，在沈开展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给予不超过项目在沈转化投
入的10%最高300万元后补助。

工业企业——
对新批建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给予最高500万元奖

励。对新认定的省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和已认定的各级
科技创新平台，按照绩效评价结果择优给予最高100
万元奖励。鼓励绩效评价良好的重点实验室开展应用
基础研究，给予50万元研发资助。

对首次认定和整体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
20万元后补助，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0万
元奖励。

实行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揭榜挂帅”，给予揭榜项
目不超过技术交易额的30%最高300万元前资助。

对新型研发机构创办科技型企业、转化科技成果
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价，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高校院所——
智慧产业科技专项重点支持5G、网络信息安全、

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终端制造、智能传感器、工业互
联网、物联网、云平台、智能制造系统、智能生产线和智
能工厂、智慧城市等智慧产业在建设中产生的研发设
计、施工工艺、数据加工、测试分析等科研活动项目，智
慧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依据技术先进性、研发投入比
例，择优予以支持，对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给予不超
过研发投入的10%最高300万元后补助。

鼓励高校院所建设科技条件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
地，对基地的管理制度、资源整合、服务效果等进行年
度绩效评价，优秀、良好的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最
高50万元奖励。鼓励企业使用创新券，对在科技条件
平台购买服务机构技术服务的，给予不超过技术服务
金额60%后补助。对促成技术成果在沈转化的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进行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的给予最高30万
元奖励。鼓励区、县（市）与高校院所设立技术合同登
记机构，给予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技术交易额的0.2‰最
高10万元奖励。对认定的农村科技特派团给予最高
10万元前资助。

对高校院所、企业在沈承办的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力的科技交流活动，给予不超过活动实际支出的50%
最高100万元后补助。由市政府批准的重大科技交流
活动、以市政府名义组织参加的科技展会及围绕创新
沈阳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资助额
度和方式。

双创载体——
对新认定（备案）的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星创天地给予最高50万元
奖励。

对双创载体服务能力、孵化绩效等进行年度绩效
评价，择优给予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分别最高50万元、最高30万元、最高10万元奖励。

对大学科技园、产业园区内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加速器给予不超过建设经费的50%最高100万元
后补助。

工业经济发展政策
企业政策——
支持各类制造业企业发展。支持“高成长”企业，

对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5亿元、10亿元的制造业企
业，分别给予15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

支持“领军型”企业，对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50
亿元、100亿元的制造业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100万
元一次性奖励。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100亿元后，在
现有基础上，每首次上一个100亿元台阶，给予50万元
奖励，最高奖励300万元。

支持“500强”企业，对首次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或“中国企业 500 强”的制造业企业分别给予
200万元、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人才政策——
培养一批创新型企业家，分三年给予每人总计15

万元专项支持。
每年优选一批在沈阳市工业企业中开展技术创新

工作、攻关核心关键技术，并作出较大贡献的高水平技
术创新人才，每人给予不超过50万元奖励。

技术扶持——
实施技术改造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对上年度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0万
元（含）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其中设备及信息化
建设投资的1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支持产业数字化试点示范项目，对获得国家、省级
产业数字化试点示范项目，从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予
以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重点用能工业企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3000吨
标煤以上）实施的能源管控中心项目，按照能源管理中
心项目中的能源信息化管理及控制系统投资的10%给
予补贴，单个项目补贴不超过50万元。

对首次研制并生产符合国家或省级首台套装备目
录内产品的沈阳市工业企业，成套及单台设备按照核
定后首次销售单价的20%给予补助，关键零部件按照
年度销售价值的 20%给予补助。成套设备补助上限
500万元，单台设备补助上限300万元，关键零部件补
助上限100万元。

（本版图片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发布“真金白银”政策

助力科技创新
壮大工业经济
本报记者 刘 桐 金晓玲

一次次郑重落笔、一次次真诚握手。
立春日，沈阳吹响“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的冲锋号，擂动“大招商、招大商”的出
征鼓。2月4日，首批集中签约项目硕果累
累：投资总额5329.39亿元，百亿元以上项
目18个，重点产业链项目占比超64%……

沈阳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
为大”，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当
好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跳高队”，在辽宁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新征途上，奋
勇争先、飞速奔跑。

创出新优势
量质并进赋能经济发展
集中签约494个项目，投资总额5329.39

亿元。新春伊始，沈阳就提交了一份振奋
人心的招商引资“成绩单”，项目投资规模
大，量质并进，产业结构优，投资来自发达
地区多。一个个项目的扎根、一笔笔真金
的注入，显示出对辽宁沈阳这片沃土投资
的信任和发展的信心。

“预计总投资200亿元，在沈阳经开区
建设智能电池产业基地、零碳产业园及配

套新能源电站、独立储能电站、能源数字化
等项目。”远景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签约后
充满信心地说，未来将打通绿电上下游发
电与产业的链条，与沈阳经济发展相结合。

企业之憧憬，彰显出沈阳招商引资的
“强磁场”。据介绍，本次494个项目，100
亿元以上项目18个，50亿元至100亿元项
目16个，30亿元至50亿元项目11个，10亿
元至30亿元项目57个。投资额增多的同
时，高质量项目占比大，全市8条重点产业
链项目319个，占比64.6%。其中，高端装
备产业项目55个，签约额545.8亿元，占比
10.2%；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项目53个，
签约额1479.6亿元，占比27.8%；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项目43个，签约额355.6亿元，占
比6.7%；食品产业项目36个，签约额221.8
亿元，占比 4.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
目101个，签约额467.9亿元，占比8.8%。

在量与质“双提升”的同时，沈阳也备
受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青睐，国内外发达地
区投资踊跃，签约项目 312 个，签约额
4375.1亿元，占比82.1%。其中，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项目 149 个，签约额

3524.2亿元，占比66.1%。
招商引资前期争项目，后期拼服务。

沈阳对招商项目建立台账和管家责任制，
协调化解项目进展遇到的困难，确保已签
约项目尽快落地开工，以营商环境“软实
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拓展新路径
蓄势待发夯实腾飞根基
聚焦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点目标

客户群，沈阳明确精准招商行动“路线图”。
突出重点产业链招商，聚焦“5+3+7+

5”产业链，重点推进8条产业链，充分发挥
“链长制”作用，摸清产业链建链、补链、稳
链、强链的关键节点，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
集群。

突出重点板块和园区招商，以35个核
心发展板块为重点，以“双碳战略”“新五大
件”“数字基建”等新领域为方向，力争落户
新经济企业100家以上。以12个头部企业
配套园区和24个特色工业园区为依托，办
好头部企业专题推介会。围绕“一城一园
三区多组团”科创空间，大力推进科技招

商，在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方面实现新突破。

突出重点国家和地区招商，国际方面，
持续深化与RCEP国家经贸合作、积极承
接欧洲产能转移，以日本、韩国、德国及欧
盟为重点，以中日、中韩、中德园为载体，重
点招引世界500强及行业隐形冠军企业。
国内方面，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区为重点，围绕央企和世界 500 强、国内
500强、民企100强等开展招商推介活动，
释放沈阳全面开放的积极信号。

突出场景和平台招商，办好“五型经
济”应用场景发布会、新经济场景清单发布
会，继续办好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韩国周
等重要经贸活动。

突出央企招商，积极谋划一批新的合
作项目，力争新引进10个以上央企区域型
总部项目或制造业项目。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
来。沈阳锚定晋位、奋勇争先、招大引强，
以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加快推动形成高
质量项目群，以“谋立推建”拉动项目建设
提速增效，为沈阳蓄势腾飞夯实根基。

沈阳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集中签约494个项目，投资总额5329.39亿元
本报记者 刘 桐 金晓玲

核心提示TISHI

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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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项目 服务业项目 新兴产业项目 100亿元以上
年度计划投资

50亿-10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0亿-5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