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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辽宁正一步步向广阔的大海发展。
自 2005 年“转身向海”，辽宁以前所

未有的魄力开发开放身后 2200多公里长的
海岸线。2009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
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不断加大的开发力
度，让辽宁的沿海地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如今，当一条布满
新兴产业和现代都市的黄金地带日渐清晰
之时，这里又成为我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
的重要平台。昔日粗放的老工业基地不断
被崭新的高新产业平台所取代，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合理提
升，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
方面正呈现出新的提升态势。

新兴产业——

引领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仪器仪表一直是丹东的特色产业，随
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力度不断加
大，丹东的仪器仪表产业就如同仪表盘上
的指针一样，飞速地运转着。

自 2009 年 4 月建设辽宁仪器仪表产
业基地，如今丹东已经形成工业自动化
仪 表 与 控 制 系 统 、 医 疗 仪 器 、 科 学 仪
器 、 分 析 检 测 仪 器 、 电 子 与 电 工 测 量 、
各类专用仪器和仪表元器件等六大主要
门类齐全的特色产业基地。2012 年，这
个位于鸭绿江出海口的产业基地主营业
务收入轻松超过 100 亿元，朝着 1000 亿
元的目标迈进。

产值超 1000 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
如今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并不罕见。2012
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销
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大关，一批新兴的
软件产业在这里强势崛起。网络产业持续
高速发展，博涛多媒体“移动式球幕飞行
影院”被列入科技部 2013 年重点科技支
撑项目，国内著名游戏公司人人游戏和日
本第一大手机运营平台公司 DENA 同时
入驻，手机游戏、网页游戏多元化发展，
推动动漫游戏产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产业的高端化发展趋势明显，贝斯特电
子、陆海科技、海大航科等公司研发的船
舶软件，楼兰科技、启明海通等公司的汽
车导航软件，以及大连华信的海洋智能牧
场 等 一 批 软 件 产 品 正 快 速 被 市 场 接 纳 。

“高、新、快、优”成为大连软件业的代
名词。

产业，特别是推动结构调整的新兴产
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优惠政策的助力。
自开启沿海开发大幕，到辽宁沿海经济带
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辽宁沿海各地
的产业发展得到中央和辽宁省的多项政策
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优势不断转
化为产业优势——对沿海重点园区产业项
目每年安排 3 亿元贴息资金，对产业集群
公共研发和公共检测平台项目按有效投资
额三分之一给予补助；对新增固定资产投
资额 10 亿元以上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投十
补一”；对服务业聚集区项目贷款给予贴
息；对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项目，按并
购金额 20%给予补助；对沿海重点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给予 38亿元补助。

到 2012 年底，辽宁沿海 6 市拥有 42
个重点工业产业集群，当年销售收入达到
10000多亿元。

新兴产业的壮大是经济转型的标志之
一，像丹东仪器仪表、大连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如今遍布辽宁沿海
经济带。

随着英特尔的落户，大连金州新区的
电子信息产业开始叫响全世界。目前金州
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形成以半导体晶
圆、LED 芯片及外延片等为核心产品门
类，现有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 471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109 家。英特尔芯片
项目于 2010 年 10 月正式投产，环宇阳光
集团研制的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建设、高可
信网络运营管理平台和高性能汇聚路由器
等成套技术设备成为新一代新技术的亮
点。2012 年，金州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
销售收入 592 亿元，同比增长 12.2%。“十
二五”期间，这里的产值也将形成千亿
级。而在金州新区，将成为千亿产业集群
的还有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目前这两者
的产值均达到 750 亿元以上。按照“集群
发展、持续创新、行业领先、产品高端”
的发展理念，金州新区正不断把这些更具
现代化的新兴产业做大做强。

新兴产业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不断快速
发展壮大，并不断提高其在产业集群中的
比重。大连市已经提出，力争到“十二
五”末，新兴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占全市产
业集群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40%以上。并
提出要在电子信息、软件、工业设计研
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发展上
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 年，辽宁沿海 6 市经济总量占全
省比重 51%，占东北三省 25%，辽宁沿海
经济带不仅是辽宁经济实现升级的动力，
更成为东北腹地经济转型的引擎。

创新驱动——

催生经济升级强大助推力

创新对于在营口安家立户的卓异科技
集团公司来说，就是企业发展的命脉。日
前，这家公司一次推出包括矿用应急救援
车、防爆指挥车、隔绝式压缩氧自救器、
多参数环境监测仪等 9 种国内尖端矿难救
援设备，并在全国首推“大救援体系”，为
井下作业和矿难救援，提供系统全面的解
决方案。多年来潜心于矿山安全领域高技
术装备创新研发的卓异科技公司，自从落
户营口，一步步发展成为我国安全应急救
援领域的领军企业，其自主与合作研发的
许多高技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地处渤海湾畔的营口，创新是这里
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利器。坚持把企业作
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把科技创新作为调结
构的中心环节，营口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
发开放进程中不断引导人才、资本、技术
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目前，营口拥有
企业技术中心 113 户，其中，国家级技术
中心 1 户、省级技术中心 41 户。今年上半
年 ， 营 口 市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增 加 值 增 长
27.4% ， 是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两
倍多。

重视创新，营口始终坚持用高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营口市已经制定了全
社会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授权发明
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到 2017 年翻一
番的目标，届时营口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 20%以上，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比重贡献率将达到 60%以
上。目前，营口已经初步形成以镁质材
料、精细化工、数控机床、轻印刷设备等

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群，一个个备受
市 场 青 睐 的 产 品 迅 速 抢 占 国 内 外 市 场 。
2012 年，营口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达 251
亿元，较上年增长 35%。

与营口隔江相望，地处辽河北岸的盘
锦是典型的资源型老工业基地，石油一直
是这里发展的命脉。面对日益枯竭的石油
资源，盘锦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举
措，推出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制造技术、塑
料新材料工艺技术、高性能合成橡胶工艺
技术、大河蟹培育养殖技术等科技创新工
程，并带来一个个前景无限的接续产业。
创新驱动如今已令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成
为千亿元产业集群，石油天然气装备制造
基地也成功跻身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行列。盘锦从此不再“一油独大”。

2011 年 11 月，由辽宁陆海石油装备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辽河石油装备制造总
公司共同设计，辽河石油装备制造总公
司建造的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 CP-300 自升式钻井平台在盘锦辽
东湾新区正式下水。CP-300 自升式钻井
平台是国内第一个自主完成基本设计、详
细设计、生产设计、工艺技术研究的桁架
腿自升式钻井平台，国产化率达 90%以
上。这台钻井平台的研制成功，标志着
国产自升式钻井平台迈上新台阶，而盘
锦装备制造业在我国海工制造领域的位
置因此更加重要。

如今在盘锦，齐心协力大幅度提升科
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实现创
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共识。

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目前辽宁沿
海经济带一个个产业园区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的有效措施。创新，将在辽宁沿海经济
带释放更强大的发展动力。

辽宁省已经提出，要切实把科技创新
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不
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着力突破
一批关键和核心技术，推动科学研究、技
术创新、产业发展有效结合，走创新、跨
越、融合和可持续的科技发展之路。抓住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不断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协同创新，提高
整体功能，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科技资
源，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紧紧依
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
形成少投入、多产出、少排放、多利用的
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辽宁经济走上
内生增长轨道。

生态建设——

黄金地带更是绿色地带

斑海豹宁宁作为吉祥物，是正在辽宁
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的关注热点之
一。选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作为十
二运的吉祥物，彰显辽宁对沿海经济带生
态保护的重视态度。几年前，辽宁修建沿
海公路时，为了保护辽东湾斑海豹的核心
栖息地——辽宁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专门将工程规划路线上移了 7 公里，
为斑海豹留出生存空间。

从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到大连蛇岛老铁
山，从营口玉石岭到盘锦双台河口，锦州
医巫闾山到葫芦岛虹螺山，遍布 13 处国家

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是
条名副其实的生态带。

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同时，更要保
留这里的原生态。长度近 3000 公里的辽
宁沿海公路，在串起一座座沿海新城和产
业园区的同时，更让行进在这条辽宁沿海
经济发展大动脉上的人们看到一个个保存
完好的生态带。《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
划》 明确指出，必须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加强 28 处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管
理，对辽东湾和鸭绿江口湿地等 13 处国家
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实行生态环境分区管理。

今年，《辽宁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划》
在辽宁出台，这个我国首个有关海岸带保
护和利用的规划，是对 《辽宁沿海经济带
发展规划》 的深化和落实，标志着辽宁沿
海经济带从以开发为主迈向开发和保护并
重的新阶段。《规划》 将辽宁沿海经济带国
土空间划分为重点保护功能区和重点建设
功能区，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实
施功能分类管制；确定不同板块和岸线的
功能定位，规范开发秩序。《规划》 明确在
生态功能与开发建设功能出现冲突时，优
先保障绿色生态空间的需要；严格保护生
态、农业渔业和旅游休闲功能板块；控制
国土开发的规模和强度，确保海岸带资源
可持续利用。

按 照 《辽 宁 海 岸 带 保 护 和 利 用 规
划》，辽宁海岸带陆域保护和利用的比例
为 86:14，海域保护和利用的比例为 88:
12，岸线保护和利用的比例为 79:21，依
据划定的功能区，进行海岸带资源开发、
生态保护、港口建设、产业和城镇布局。
海岸带规划的出台使沿海开发更加科学和
理性。

地处渤海湾北部的葫芦岛位于辽宁
沿海经济带的最西边，有着丰富的湿地
资源，湿地总面积 33.94 万公顷，其中滨
海 湿 地 19.41 万 公 顷 ， 占 总 湿 地 面 积 的
57.2%。在该市的湿地中，生物资源极为
丰富，有 400 余种以鸟类为优势种的陆
生脊椎动物，每年都有近百万只鸟类在
葫芦岛的湿地中栖息停歇，包括 60 余种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鸟类。葫芦岛专门
出台 《葫芦岛市湿地保护管理办法》，严
令禁止擅自排放湿地蓄水，禁止向湿地
内排放污水、倾倒固体废弃物或者投放
可能危害水体、水生生物的化学物品等
有毒有害物质等规定，就是为保护好这
里的湿地资源。

一条环境优美的生态带，带来了蓝天
白云、清新空气，让沿海经济带上的座座
都市，成为东北腹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居民
前来旅游安居的目的地。辽宁的海滨也开
始成为国内外旅游新亮点。

今夏的高温，令四处寻觅避暑胜地的
国内外游客将目光投向辽宁沿海经济带。
阳光、沙滩、美景，让来这里度夏的人们
流连忘返。来自大连交通部门的统计显
示，今夏的旅游热，让大连成为国内客流
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大连火车站暑运 62 天
共发送旅客 325 万人次，完成运输收入
46235 万 元 ， 其 中 最 多 一 天 完 成 936 万
元。而大连港客运总公司共接送旅客 84.3
万人次，滚装车辆 6.5万辆。

推动辽宁经济转型升级，将是今后一
段时期的重要工作。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
开发开放不断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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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大 海 寻 找 更 大 发 展 空 间 。 为 实 现 全 面 振

兴 ， 辽 宁 自 2005 年 转 身 向 海 ， 以 “ 五 点 一 线 ”

建设作为沿海开发的金钥匙，迅速打开沿海开发

开放新局面。昔日荒芜的废弃盐田、盐碱地、荒

滩渐渐变成一条黄金地带，新产业、都市带迅速

崛起，沿海经济布局进一步完善，提升了我国在

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遍布海岸线上的产业园区里，比比皆是的新

兴产业，标志着产业正由粗放向集约迈进。以软

件业等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日新月异，引领产业由

低竞争力向高端转型。产业带连起城市带，一座

座现代化新城为产业发展提供着优质服务。旅游

带的兴旺，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带来众多关注目光

和经济增长点。随着产业带、城市带、旅游带的兴

起，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成效明显。2012 年，辽宁

沿 海 6 市 经 济 总 量 首 次 超 过 全 省 经 济 总 量 的

50%。辽宁沿海经济带成为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

改革振兴的主力。

前所未有的崛起速度，让辽宁沿海经济带迈

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为辽宁打造老工业基地经

济升级版不断拓展着空间。2200 多公里长的海岸

线上，一个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乃至整个东北腹

地经济升级的平台日渐清晰。向海发展，依托辽

宁沿海经济带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努力打

造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升级版”，辽宁沿

海经济带是最佳平台。

国内外实践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沿海已

成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地区。目前，全世界约四

分之三的大城市、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在沿海

地 带 ，我 国 11 个 沿 海 地 区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国

60%以上。

作为东北地区惟一的沿海地带，辽宁沿海经

济带的崛起，使整个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得到

提升。在破解一系列体制机制难题的同时，辽宁

沿海经济带持续释放发展活力，整合区域资源，调

整产业结构，创造升级空间。在促进老工业基地

技术、人才、产品、经营管理新陈代谢的同时，辽

宁沿海经济带还不断带动腹地经济联动发展，吸

引生产要素集聚，成为推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经

济转型的重要平台。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地

带，在国家政策激励下，在国际国内的产业转移

中，大量的生产要素在此集聚，使得辽宁沿海经济

带成功打造出世界级产业制造带。

随着建设步伐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已经形

成相当实力的产业体系，科技人才密集，沿海 40

多个园区发展日新月异，千亿元产业集群不断涌

现，这都为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先进制造

业，打造高端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着平台和载体。

与此同时，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建成的高铁带、

高速公路带、机场带、港口带，也在不断盘活辽宁

全省乃至整个东北腹地经济发展全局。

2012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东

北三省 25%。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好辽宁沿海经

济带，推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打造“升级版”老工

业基地，是摆在辽宁及其身后 100 万平方公里大

东北的重要课题。

文/苏大鹏

向大海寻求

更大发展空间

辽宁沿海经济带:

六城联动引领产业转型六城联动引领产业转型

葫芦岛海滨，是国内外游客的消夏避暑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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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港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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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港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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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一家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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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戴河新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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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我国

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 产 权 自 升 式 钻 井 平

台 CP-300下水。
张允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