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辽宁超半数经济增长归功科技进步

辽宁将对农民进城购房给予优惠补贴

符合条件农民工将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琦报

道 辽宁将对农民进城购房给予优惠补贴，把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同
时，要求各县（市）每年至少要举办一次房交会，出
台房交会优惠补贴政策，支持居民购房置业。

辽宁省住建厅表示，《全省推动县城和新城
区房地产去库存工作方案》已下发，到 2020年，
各县城、新城新区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回归
到合理区间。

此《方案》的出台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县城和
新城新区房地产去库存。根据其中内容，通过
壮大新城新区产业园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提
升县城和新城新区的吸引力，并探索通过政府

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支持企业团购或长期
租赁库存商品房用于职工宿舍。

另外，将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特色旅
游，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符合条件的商品房
改造为孵化器、创客空间、电商企业等用房，将
库存非住宅类商品房转为研发办公生产性服务
业、旅游、养老、文化等专项地产，并享受国家和
省有关优惠政策。

还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城新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加快交通、学校、医院、商业等服务
设施配套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购房的
吸引力。

《方案》中提出，各地要建立健全支持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政策体系，促进有能力在
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
化，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市场房源充
足、库存量大的区域，棚户区改造可继续推行货
币化安置，消化库存商品住房。

同时要求各地区尽快编制住房建设规划和
年度计划，对县域和新城新区住房的建设总量、
供应结构、空间布局和开发进度等作出统筹安
排。从新开工、施工、预售等环节加大管控，控
制商品房增量，消化商品房存量，保持住房供求
基本平衡。

根据商品住房库存去化周期，适时调整住宅
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对去化周期在36个

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18个月至36个月的，要
减少供地；6个月至12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
月以下的，要显著增加供地，加快供地节奏。

在购房方面，农民进城购房给予优惠补贴，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给予购房折扣，引导商业
银行为农民购房提供更优惠的贷款政策和金融
服务。还将用好住房公积金支持农民工贷款购
房，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
覆盖范围。

并要求各县（市）每年至少要举办一次房交
会，出台房交会优惠补贴政策，支持居民购房置
业。新城新区可采取网上房交会、大篷车等更
加灵活的方式举办各类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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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200亿元发展到
现在的9200亿元，增长46倍；2017年全省R&D经费支出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84%、创历史新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54.5%。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由辽宁省科技厅介绍情况，各媒
体就改革开放40年辽宁科技创新情况进行集体采访。

40 年来，我省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大国重
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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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
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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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国重器”
在辽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续写了辉煌。

打造国产航母等“大国重器”

40年来，我省取得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技术成
果，通过实施国家及省科技计划专项，攻克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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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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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以来
345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40年来，我省培育壮大了一批科技型企业：东软集团从1991年的3人实验室，发
展成为拥有2万余名员工的中国第一个上市软件企业，刘积仁教授入选改革开放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新松机器人公司作为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发起成立的高
科技企业，已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翘楚，平昌冬奥会上的“北京八分钟”惊艳世界。
目前，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4500家。

目前，全省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17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12家，科技
活动机构总数超过1700个。全省有两院院士53人，全国排名第7位，中国工程院所
有学部都有辽宁院士；全省有120名科技工作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有
长江学者101人，有135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

今年驻辽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省内转化率超过50%

我省建设了一批区域创新高地，从1988年开始先后批建
了 15 家省级以上高新区。2017 年，高新区已占全省 1%的土
地面积，贡献了全省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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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自创区 R&D 经
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9%，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40件，瞪羚独角兽企业达到50家。

我省从1988年开始探索建设高新区，30年来高新区始终
走在全省改革开放的前沿，我省已经实现在全省14个市的战
略布局。今年驻辽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省内转化率超过了

50%；中科院驻辽机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率达 38.7%，较上年度提高了 10 个百分
点，大幅提高了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到2020年
基本建成创新型省份

到 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省
份，全省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2.3%，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5%；到2030
年，建成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到2050年，建成科技创新强省。

省委、省政府积极鼓励引导科
研人员投身市场经济，沈阳新松、东
软集团、科大聚龙等一批科研人员
创办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我省还启
动了省、市属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
转制工作。省属17家和市属132家
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全部转制为企
业。全省科技工作着重在可以优化
结构的“增量”上抓布局、抓载体、抓
特色，围绕培育高端装备、信息、新
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新兴产业，
全省先后新增4个国家级高新区和
8个省级高新区。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08年295家增长到2017年2577家，增长7.7
倍多。2017 年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43 家，相比前三年之和还多近 200
家。2018年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161家，预计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将突破
3700家，同比增长 40%多。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总收入从 2008年 891.04
亿元增长2017年5367.1亿元，增长6倍多。根据2017年高企年度经济发展
情况报告，全省规模以上高企数量为 1508家，占比全省高企总数 58.2%，营
业收入在10亿元（含）以上99家，50亿元（含）以上15家，100亿元（含）以上7
家。

《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计划”实施方案》（辽科发〔2017〕6号），
提出到2019年，全省高企数量要在2016年基础上翻一番，突破3600家，2020
年突破4000家以上。各市按照1:6的原则，建立高企培育库，2017年全省入
库培育企业 3000多家。2017年，沈阳高企认定数量创历史最好水平，认定
数量较往年提高2倍多。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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