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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百万吨级乙烯“三机”助力多个
大型乙烯工程投产，国内首个海上平
台 9MW 离心压缩机组顺利投运，新
签多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订单，成
功拓展新市场……年初以来，有着

“国家砝码”之称的沈鼓集团忙个不
停，开足马力奋战首季开门红。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
公司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为国家

“西电东输”重点项目——白鹤滩到
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换流变压
器产品生产的首支±800kV 干式直
流套管日前顺利通过验收；特高压套
管研发基地项目正紧张收尾，投产
后，将助推沈变公司成为我国电压等
级最高、产能最大、试验能力最强的
套管制造企业。

浑河南岸，以打造科技创新的策
源地、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新经
济发展的示范区为使命的沈阳浑南
科技城，昼夜兼程加紧建设。去年至

今，这里已有69项基础设施项目全面
开工，北方算谷、集成电路产业园等

“一谷七园”加速推进，辽宁材料实验
室、辽宁辽河实验室挂牌运行，超大
型深部工程大科学装置启动建设，新
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415家、高新技术
企业500家……

企业干劲十足，园区热火朝天，
奏响了全力抢发展、拼经济的“奋进
之曲”。信心源自哪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列入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并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启动实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提出在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等10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大干三年、奋斗三年，以超常规举措
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
的“辽沈战役”。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沈
阳市制定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方案，明确要在“12+1”个方面实现新
突破，奋力实现经济总量突破一万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一千亿
元、人口规模突破一千万人的目标，
在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
兴的“辽沈战役”中挑大梁担大任、当
先锋作表率。

其中，在“着力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
突破”赛道上细化明确：做好结构调
整“三篇大文章”，打造“5+3+7+5”20
条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
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
建链，推出更多体现中国速度、中国

水平的“沈阳制造”，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
局。

方向已明，路径清晰；乘势而上，
乘势快上。沈阳全市上下提振干事
创业的精气神，全力以思想观念的大
解放、能力本领的大提升、工作作风
的大转变、斗争精神的大发扬谋突
破、抓落实。

工业企业、产业园区跑起来、干
起来、冲起来，拓上游、延下游、强
链条、增效益；借力数字赋能，加快

“数实”融合；积极链接全国资源，
致力参与全球分工，持续提升国际
竞争力……与此同时，众多优质产业
项目加速向沈阳聚集，大批新项目开
工建设。

实干争春早，万马竞奔腾。活力
迸发、动能澎湃的沈阳，正一步一个
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
的全面振兴蓝图变为现实。

沈阳：实干争春早 奋力开门红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投资
逆势攀升，结构调整蹄疾步稳，转型
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及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信息基础设
施加速布局，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2022年，沈阳市交出了一
份令人欣喜的工业发展成绩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制造业重

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
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

作为国家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沈阳一直把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作
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
坚定不移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
章”。去年，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链产值突破千亿，占装备制造业比重

提高到 34%；“新字号”增加值增长
12.4%，占工业比重提升至 24.1%；获
批2个国家级、7个省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集成电路、航空、新能源汽车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2.5%、22%、
13%，先进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工信部赛迪院国家先进制造
业百强市评选中，沈阳位列第 25名，
提升了9个位次，蝉联东北首位；连续

两年被国务院授予信息基础设施和
推进产业数字化成效明显市，获批工
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成
为继深圳后第二个“双料冠军”；相继
获批东北首个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
城市、工业互联网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建成国家千兆城市、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工业发展质量显著
提升。

振兴制造业底气足信心强

实施产业链提升工程。按照
“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
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
思路，推动市级“双链长”制为牵引，
推进千亿产业链强链、战略性新兴
产业链建链、强基础补短板补链、加
大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延链，2023
年，高端装备、汽车、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8条市级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
8000亿元，千亿产业链达到4条，高
端装备制造行业占比达到35%，“新
字号”产业链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达到30%。同时，以产业链壮大支撑
规模以上工业规模全面提升，实施规
模以上企业三年倍增计划，力争2023
年百亿企业达到5户、50亿元以上企
业达到10户、亿元以上企业突破500
户、规模以上企业突破1900户、“专
精特新”企业突破450户。

实施制造业“数字赋能”工程。
深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实施培
育制造业智能转型示范、中小企业
数字转型普及、推进数字化转型促
进中心建设、布局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
展 5 项行动。2023 年，计划培育智
能工厂 30 个、数字化车间 60 个；规
模以上中小企业数字化评估诊断覆
盖率超过 30%；规模以上重点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力争分别达到 78%、
65%；5G基站力争突破4万个，上云
企业突破3000户。

实施服务型制造发展工程。依
托建设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
开展服务型制造“个十百”提升工
程，创建东北首家国家工业设计研
究院，新培育省级以上服务型制造
示范企业（项目、平台）10 个，组织
100个服务型制造项目。支持浑南
区建设“北方工业设计谷”，铁西区
创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试点区，实现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赋能。

实施头部企业园区建设工程。
在产业承载和集聚能力建设上全面
发力，持续壮大头部企业配套和特
色工业园区数量规模，提升机器人
及智能制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发
展能级。2023年，头部企业配套园
区和重点特色工业园区数量达到

“12+24”，“三生融合”生态初步建
立，新增园区投资达到150亿元。

实施数字经济发展工程。加快
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倍增行动，通过建设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打
造5个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基地）、8
个数字经济园区（基地、楼宇），发展
元宇宙核心产业。积极探索数据要
素市场化流通，建设中国沈阳数据
交易中心，搭建金融征信等数据市
场化运营平台。在工业、农业、服务
业领域推进一批数字化应用示范。

实施现代建筑业培育工程。推
进绿色建筑、建筑企业智能化和数
字化转型升级等 4 项行动，推动绿
色建筑规模化发展和全过程管理，
加大传统建筑企业智能升级示范项
目培育及政策支持，建设国家智能
建造试点城市，加大企业跨建筑、工
业门类政策支持，建设中国（沈阳）
智能建造产业园。2023年，建筑业
总产值同比增长6%以上；绿色建筑
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90%；新开工
装配式建筑项目面积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达到 65%以上，商品住房成
品化率达到70%以上。

实施质量品牌建设工程。实施
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
进标准创新示范，创建质量品牌提
升示范区，建设卓越质量管理推广
基地，培育争取质量奖，着力提升沈
阳品牌价值。

沈阳实施7项工程28项行动

着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为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
用，沈阳市科技局将从 5 个方面落
实“着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突破”赛
道的重点任务，推出更多体现中国
速度、中国水平的“沈阳制造”，以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沈阳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

围绕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行
动，探索沈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
织新模式，着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
控能力。聚焦高端装备等8条产业
链重点领域，绘制产业链图谱和创
新链图谱；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任务清单；通过龙头企业自主研发、
联合攻关、“揭榜挂帅”等5种方式，

“量身定制”技术攻关路径，设立科
技专项资金，组织实施攻关项目
100项。

围绕实施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行动，持续强化重大科学战略力
量，夯实产业链创新基础。加快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超大型
深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设施建设、
高能射线多束源材料多维成像分析
测试装置建设；加快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推动辽宁材料实验室和
辽宁辽河实验室实质性运行；推进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等国家重点
实验室优化重组，按照国家统筹安
排，争取4个到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在沈阳落地。

围绕实施规模以上企业倍增行
动，着力提高科技型企业增长率，提
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承接能力。实

施“育苗培干强柱”梯度培育工程。
支持众创空间、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等提升成果转化、创业孵化、资源集
聚能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
盖地”成长；支持各类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强化头部企业、产业链配套科
技企业招商，形成“枝繁叶茂”的高
新技术企业群体；设立重大科技专
项，形成一批“顶天立地”的科技领
军企业。全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到5000家，科技型企业突破2万家。

围绕实施推进工业园区提升行
动，强化“一城一园三区多组团”建
设，优化科技创新空间格局。高标
准建设浑南科技城，加快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全国有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加快沈北科
教融合园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科技孵化器等投入使用；实施科创
组团提质增效行动，建设一批共性
技术服务平台和高成长性企业孵化
平台，推进“三生融合”的大学科技
园和创新型产业园区建设。

围绕实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倍
增行动，加快国家人工智能示范区
建设，激发产业链发展新动能。突
破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推进沈阳人
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成为国家人工
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启动
算力中心300P扩容建设，推进产业
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速
度；推进大模型建设，强化基础模型
科研创新；助力传统企业智能化转
型，形成人工智能产业的良好创新
发展生态。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五个方面发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关键在振兴制造业。
作为国家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地，沈阳把推动制造业
优化升级作为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坚定不
移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
章”，在优化产业结构、壮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业韧性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展现出
新作为新担当。

按照省委、省政府“在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
突破”的要求，沈阳市全力加
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努
力推出更多体现中国速度、
中国水平的“沈阳制造”，打
造更多“大国重器”。

扛牢使命担当 践行突破之责

沈阳勠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工业投资增长30.3%，规模和增速分别位列全省和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占装备制造业比重提高至34%

“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倍增，新培育企业及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

新建5G基站1.3万个，总量达3万个，居东北地区首位

晋升先进制造业全国百强城市第25位，位次提升9位，蝉联东北地区首位

被国务院授予信息基础设施和推进产业数字化成效明显市，获批工业稳增

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成为继深圳后第二个“双料冠军”

2月份，沈阳举行今年首批项目
集中签约暨开工活动，494个项目集中
签约，956个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

3月初，沈阳市与中央企业深化
合作对接会在北京召开，33 个央地
合作项目签约的同时，双方明确“携
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战略性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等产业布局，开拓新领域、
制胜新赛道”将成为优势互补、深化
合作的重要内容。

突出重点，夯实支撑，沈阳提速
提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数字沈阳、智造强市，努力就充分
发挥支撑带动作用提供“沈阳方案”，
在更好承担国家战略上作出“沈阳问
答”，在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
宁振兴的“辽沈战役”中挑大梁担大
任、当先锋作表率。

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推动传统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今

年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将达到 35%
以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争取更多
产业集群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工程，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加快建设东北数字第一城、全
国数字名城。壮大产业规模方面，加
快培育千亿产业、百亿企业，深入实
施八大重点产业链建设工程，今年经
济规模力争突破 8000 亿元，实施优
质企业培育工程，力争今年产值 50
亿元企业达到 10 户、百亿元企业达
到5户。提升产业韧性方面，打造头
部企业与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整
零”共同体，优化“一园区一基金一银
行一政策”园区生态，进一步提升头
部企业本地配套率，加快集群式发展。

一刻不停抓调度、一刻不停促发
展、一刻不停抓落实，加快构建自主
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实干沈阳、奔跑沈阳、
奋进沈阳，值得期待！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以前我们生产一台 CT需要一

天至两天时间，如今，这个车间平均
每 4 小时即可下线一台 CT，最大年
产能达 2000 台，全球排名前三位。”
在东软医疗的智能生产车间内，科
学技术与精益管理的神奇能力直观
呈现于眼前。作为我国第一台 CT
的研发者和我国高端CT的开创者，
今年，东软医疗将继续加大研发投
入 ，推 出 升 级 版 的 256 层 超 高 端
CT、3T磁共振等一系列创新产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传统产业
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
发和应用推广。沈阳对于传统制造
业，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看
家本领”，增强竞争力；对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前沿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应用，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数字化转型深入实施，去年，沈阳

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2.9%，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76.4%，
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绿色低碳发
展成效显著，建库培育百户绿色制造
企业；服务型制造向“国家级”跃升，建
成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产业集
群跃升壮大，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
跻身“国家队”，实现东北地区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零”的突破。

与此同时，沈阳企业创新活力迸
发，北方实验室、沈鼓集团、东北大学
成功创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7个
企业技术中心晋升国家级，418个创
新项目（产品）得到省培育推广。“专
精特新”企业实现倍增，新培育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5 户，省专
精特新“小巨人”和中小企业324户、
产品（技术）426 项，数量创历年新
高，位居东北第一。

加速从制造迈向智造

链接 LIANJIE

2022“成绩单”

沈阳市制定方案，明确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实践路径，带动全
市上下在经济社会发展“12+1”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围绕“着力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突破”，沈阳市
工信局细化制定专项行动计划，实施7项工程、28项行动，突出以
产业链现代化产业基础高级化、制造业数字化服务化等促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逐步构建，筑牢发展根基。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金晓玲采写

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加快建设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园区。 沈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华晨宝马里达工厂车间内，机器人正挥舞机械臂进行作业。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员工正在装配变压器。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盘点成绩看基础

创新驱动看活力 透过现象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