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经济区历经 3 年的发展，已成为
我国规模最大、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
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战略性
新兴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

2010 年 4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发改委正式批复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沈阳经济
区是以沈阳市为中心，在半径百公里范
围内，涵盖沈阳、鞍山、抚顺、本溪、
营口、阜新、辽阳、铁岭 8 个省辖市的新
兴经济体。辽宁省提出，到 2020 年沈阳
经济区将基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综
合实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东
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沈阳和抚顺两个特大城市核心区直
线距离仅４０多公里，两市同城化的步
伐正在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也在
构建中。抚顺市沈抚新城管委会副主任
肇启宾表示，未来５年，在沈阳和抚顺
两个特大城市之间的沈抚新城内，将崛
起一个年产值 500 亿元的机器人产业集
群。近年来，香港纽克瑞森集团、香港
曼罗兰有限公司等的自动码垛机器人、
自动装箱机器人、智能装备工业地产项
目、智能机器人数码印刷产业集群等项
目，纷纷来沈抚新城投资，规划投资总
额超过百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
化的重心，也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点
和难点。在沈阳经济区 5 条城际连接带
开发和产业布局上，充分利用和发挥各
市区位、资源、产业基础比较优势，以
增量带动存量，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差
别化、错位发展。中心城市沈阳以增强
辐射力和带动力，建设世界级装备制造
业基地和东北亚区域性国际城市为基本
战略取向；鞍山钢铁工业以内涵调整为
重点，进一步调整结构改造升级，提高
钢 铁 产 品 加 工 深 度 ， 重 点 发 展 非 钢 产
业，钢铁工业比重由占工业 60%左右降
至 30%左右；抚顺重点发展大乙烯及深
加工，在沈抚城际连接带的节点重点发
展能源装备、新材料等，基本改变了以
原材料为主体的单一结构；本溪结构布

局调整的重点在沈本和本辽连接带上，
重点发展生物制药、新材料、汽车零部
件及矿产品精深加工以及旅游等非钢产
业，目前生物制药和旅游业成为本溪新
兴 主 导 的 优 势 产 业 ， 钢 铁 比 重 由 原 来
65%降到 40%左右；辽阳优先发展大芳
烃及深加工，改造提升专用装备和汽车
零部件，金属材料深加工及矿产品深加
工 ； 营 口 充 分 发 挥 临 海 临 港 的 地 域 优
势，重点发展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
产业，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以轻工纺织产

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格局；铁岭充分利
用和发挥距中心城市沈阳近，地域优势
和交通发达的有利条件，在沈铁连接带
上开发建设“沈铁工业走廊”，重点发展
改 装 汽 车 、 起 重 机 、 热 转 换 器 和 物 流
等，成为辽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阜
新 作 为 全 国 第 一 个 资 源 型 转 型 试 点 城
市，重点发展新能源、煤化工、液压装
备及木材深加工等接续产业。

创新驱动，沈阳经济区装备工业、
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重现

生机。以沈阳为重点的装备工业不仅走
出困境，而且能够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装备工业产品，沈阳的数控机床规
模步入世界机床行业最强行列；以鞍钢
和本钢为主体的钢铁工业，以内涵调整
为重点推动产业升级，钢铁产品 80%为
高端产品，汽车板材、高铁用的重轨等
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石油化工结构
调整加速，正在建设百万吨乙烯和百万
吨以上的芳烃及深加工工程，拉长石油
化工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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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
会——文化旅游项目专项推介会日前举行，西宁市旅游
局、文广局向与会的 100 多名客商推介西宁文化旅游
项目。

此次推出的青海高原民族民俗村建设、赞普林卡景
区二期、娘娘山天宁旅游度假村、大通景阳古方城旅游
开发项目、西宁自行车大自然运动公园和自行车博物
馆、西宁大南山生态景区、群加森林公园自驾车营地建
设、丹噶尔古城二期、斜沟乡柏木沟人文旅游区开发等
招商引资项目，充分体现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总投资
达到 14.25 亿元。西宁市文广局局长赵东说，通过这些
旅游项目的逐步实施，将提升西宁市的旅游品位，丰富
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内涵，助
推西宁由“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的转变。

“十二五”期间，西宁市计划投资 28.3 亿元，共建
设 91 个文化产业项目，将西宁市打造成为较为完善的
青藏高原区域性文化中心，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原山水
花园旅游名城。

打造高原山水花园

西宁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打造高原山水花园

西宁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从海南省工信厅获悉，为
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今年海南省通过“三个
一点”政策导向作用的引导和鼓励，上半年共撬动 15
家担保机构、11 家银行金融机构为 291 家中小企业提
供新增担保贷款 15.77 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

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海南省从 2008 年起设立海
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三个一点”融资担
保奖补政策，即每年从省财政一般预算安排资金，按当
年实际发生信用担保贷款额对中小企业给予 1%的贴息
补助、对担保机构给予 1%的风险补偿、对与担保机构
合作的银行金融机构给予 1%的奖励，以帮助中小企业
拓宽信用担保贷款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据悉，海南省将继续发挥 4500 万元省中小企业发
展资金的杠杆作用，落实全年撬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贷
款 25亿元的任务目标。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海 南 实 行 融 资 担 保 奖 补 政 策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 许凌报道：第三届陕甘宁
内蒙古毗邻城市综合类人才智力交流大会日前在银川
举办，进场求职人数达 6000 多人次，达成意向性协
议 1234 人。

陕甘宁内蒙古毗邻城市综合类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是沿黄经济区各城市实现人才共享的重要平台。此次
跨区域人才交流大会共有 242 家企业参加，提供就业
岗位 15000 多个。其中能源化工、商贸营销管理、建
筑房产建材、机械机电设备和计算机通信电子最热
门，成为提供岗位最多的行业。

提供就业岗位15000多个

陕 甘 宁 内 蒙 古 跨 区 域 招 聘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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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 7 月 30 日电 记者刘成、通讯员刘涛从
今天举行的山东即墨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即墨市将建
设千亿级的即墨国际商贸城，目前部分项目已经开工
建设。

据悉，即墨国际商贸城包含即墨小商品新城、即墨品
牌服装城、即墨服装市场扩建改造项目、即墨针织城、即
墨鞋城、即墨外贸城、即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商贸城将
以“买全球，卖全球”的产业概念，吸引上万种商品、上万
家品牌企业，实现将即墨打造成“千亿级市场”的目标。

即墨国际商贸城主中心位于即墨服装市场周边区
域，总规划占地约 3000 亩，整合布局服装、辅料、百
货、鞋业、针织、外贸等市场业态，配套电子商务、研
发展示、仓储物流等设施；次中心位于农产品综合批发
市场周边区域，总规划占地约 3000 亩，整合布局农副
产品、花鸟鱼虫、汽车装饰用品等市场业态。计划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集中投资 100 亿元，新建 8 处至 10 处
现代化市场，真正将即墨建成面向环渤海和东北亚的特
大型国际商贸展示中心、交易中心、流通中心。

辐射环渤海和东北亚

山 东 即 墨 将 建 千 亿 级 国 际 商 贸 城

沈阳经济区：错位发展谋好“势”
本报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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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辐射 8 个城市，形成联系紧密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 5 条城际连接带开发和

产业布局上，充分利用和发挥各市区位、资源、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差别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 代玲报道：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日前签
署了建设藏青工业园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
两省区在区域合作上有了新突破。

藏青工业园是地域相连、文化相融、资
源富集的西藏、青海两省区谋求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有效平台，是加强区域合作的
一次尝试。该工业园位于青海格尔木市，
主要进行西藏特色优势资源深加工。

格尔木是青海、西藏两省区的重要交
通通道，经济基础好、环境承载能力强、

发展潜力大、能源资源富集、生产要素成
本 相 对 较 低 ，是 典 型 的 资 源 加 工 工 业
城市。

藏青工业园的建设充分利用两省区
的政策、资源、能源、交通等互补优势，加
强开放融入，深化合作。工业园的建设
有利于两省区携手持续推进资源优势转
化，共同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有利于促进
两省区就业、增加两省区税收，同时能进
一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提高产品附加
值和产业集中度，对加快推进两省区新

型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藏青工业园的建设，一方面可
以促进西藏格尔木基地的振兴，协同格尔
木市整体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青藏公路和
青藏铁路运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条件，同
时还将带动两地物流、信息、商贸、商务等
相关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西藏的对外
开放水平。”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产业协调处处长杨勇认为，藏青工业园
的建设是增强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

是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设
“产业大区”的需要，是西藏因地制宜加快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园区建设方面，两省区将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在产业规划、项目布局、
政策服务等方面加强与柴达木循环经济
试验区的对接，把藏青工业园建设成为产
业集聚能力较强、跨省区合作发展模式创
新的示范窗口，努力将藏青工业园建设成
在全国有影响力、竞争力、特色鲜明的资
源精深加工转换基地。

加强区域合作 共建工业园区

西藏青海携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广东东莞产的 3D 动画片《激战奇轮》
将在 9 月份登陆 40 多个省、市级电视台，同
名手机游戏和 30 多款衍生产品也将同期
上市。值得关注的是，该片跳出了先创作出
动漫形象和故事、再进行品牌授权开发衍
生品的传统模式，走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
模式，即原创动漫企业和玩具制造商联手，
为已有的某个玩具创作动漫剧。该模式使
动漫企业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大大增强
了抗风险能力。

在“制造之都”东莞，方兴未艾的动漫产
业与制造业擦出“火花”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东莞松山湖创意生活城里，有一家在

国内动漫界小有名气的“鲜橙”品牌运营公
司。“我们鲜橙旗下的橙果动漫公司，集动漫
研发、动漫品牌授权和推广为一体，和腾讯、
新浪、中国银行等众多顶尖品牌合作。”鲜橙
CSO首席供应链官涂岚告诉记者。

4 年前，总部在深圳的鲜橙来到东莞成
立分公司。“落户在风景宜人的松山湖畔是
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仅因为这里的环境特别
适合原创型动漫设计公司，更重要的是，我
们对这座制造业聚集的城市充满信心。要知
道，动漫衍生品是动漫产业里的一块‘大蛋
糕’，我们有太多的衍生品需要找人生产，从
玩具、服饰到电子产品，在这里总能找到优
秀的制造企业。”涂岚说。

鸿辉礼品公司与鲜橙的相遇，是在去年
东莞举办的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
贸易博览会上。

“像东莞很多工厂一样，鸿辉原来是给
国外品牌做代工的，主要生产毛绒玩具，
90%以上出口日本。我们很想创自己的品

牌，认识鲜橙是一个好机会。现在我们不仅
做娃娃，还帮腾讯等知名企业生产 QQ 抱枕
等家庭装饰、车饰、手袋、儿童益智等多种产
品，产品线大大扩展，而且拥有了自己的设
计开发能力。”鸿辉公司谢咏翎说。

抱着像鲜橙一样想法的动漫企业还有
很多。在东莞，动漫这一新兴的文化产业身
在云端，却能够植根于丰厚的制造业土壤，
自由成长。“去年，东莞原创动漫电视片产量
时长 15214 分钟，居全国第三。为什么有这
样的成绩？不是因为强大的原创能力，而是
因为强大的制造能力。现在动漫产业缺失的
是链条，原创企业想延长产业链，而传统制
造业想提升自我，双方很容易碰出‘火花’。”
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泽驹说。

为了给动漫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搭建
对接平台，将动漫元素引入传统制造，东莞市
搭建起了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
易博览会平台，从2009年至今，该博览会已
成功举办四届，吸引了参展企业1613家，参

与人数超过211万人次，达成了大量合作项
目。8月22日即将召开的第五届漫博会，不仅
吸引了深圳华强文化、嘉佳卡通、水木动画等
国内企业参展，也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日
本等世界各地的35家海外企业参展。

近年来，东莞不仅吸引了水木动画、功
夫龙、广东艺文等一批知名动漫或网游企业
在此生根，同时本土的原创动漫也长足发
展，虹虹动漫设计、创造者文化传播等优秀
原创企业不断涌现，从原来的十几家增长到
70多家。如今，文化产业占东莞GDP的比重
已达4.8%，动漫产业成为其中重要部分。

借助漫博会，传统制造企业与国内外
动漫原创、品牌授权、创意设计、渠道通路
等高端动漫产业资源实现了“一对四”的无
缝对接，以文化、创意和品牌的力量，提升
了传统产业竞争力。目前，东莞已有动漫衍
生品制造企业超过 1000 家，越来越多的企
业不再满足于代工，而是勇敢推出了自主
品牌。

“东莞制造”给动漫产业插上翅膀
本报记者 郑 杨

本报讯 记者童政报道：由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
作协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和广西玉林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小企业商机博览将于 9 月 5 日
至 8 日在玉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也是
《中小企业促进法》 颁布实施十周年。与往届相比，第
十届中小企业商机博览内容设置更加专注于展会和实
效，展示主题更加突出玉林市的产业发展方向，展示展
销更加注重东盟及欧美元素，论坛更加注重成果和影响
力，首次推出了“岭南都会”消费购物节和十周年系列
活动。

中国 （玉林） 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将邀请国内外著名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中小企业：困局、转型与机遇”
为主题，探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面临的热点、难点问
题，交流经验，研究措施，更好地服务、引导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

突出产业发展方向

玉 林 中 小 企 业 商 机 博 览 9 月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