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1991年，这一年，沈阳

高新区迎来高光时刻：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

高新区。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历

史使命，沈阳高新区踏上了发展的新征程。

30年来，沈阳高新区不断强化高、新发展内

核，从一条普通街路起步，到如今发展成为拥有

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家、瞪羚及种子独角兽企

业33家、上市企业13家的科创高地。30年里，沈

阳高新区率先跨过浑河拉开大浑南开发的序幕，

再到沈阳最年轻的行政区——浑南区建设初具

形象，走出了一条“科技兴街、产业立区、产城融

合”的发展之路。

2021年是沈阳高新区冲刺国家高新区第一

梯队的起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迈入新时期，沈阳高新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

标：在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近 3年连续晋升 8位

的基础上，进一步晋位升级，全力打造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
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地

无人驾驶模式，汽车一气呵成完成停车入

库；无人机背负与自身重量一样的农药包，展示

其在农药喷洒过程中的科技优势；“停车神器”

APP，提前预知目的地停车情况，缓解城市中“停

车难”“停车贵”等难题……

在沈阳高新区，“神器”“拳头产品”频频出现，

显示出辽宁智造的硬核实力。创新产品的不断涌

现，也展现出沈阳高新区科技创新的硬实力。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厚积

薄发、创新不断，让其摘得了机器人产业皇冠上

的明珠。从生产第一台国产机器人到拥有中国

第一条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生产线，再到成为

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新松机器人凭借科

技创新，创造了200多项全国第一。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在沈阳高

新区，像新松机器人一样，凭借科技创新实现快

速发展的企业比比皆是。近年来，沈阳高新区坚

持创新引领发展，将创新基因植入发展之中，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

地。

数据显示，到 2021年底，沈阳高新区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预计达到1100家，约占沈阳市的1/3，
同比增长40%。

创新企业加速聚集、创新活力不断涌现的背

后，是沈阳高新区重视企业培育，从政策、平台上

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近年来，沈阳高新区率先出台高成长企业培

育政策，实施高成长企业培育计划和年度发布机

制，打造瞪羚实验室等高成长企业培育平台，全

面助推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高质量发展。

沈阳高新区先后出台了产业政策二十条、创

新创业载体备案及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扶持

政策，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鼓励科技企业

到高新区发展，支持参与构建创新创业生态，支

持参与打造对外开放高地，支持人才及人才服务

机构发展。

全方位的政策扶持，吸引了

大批创新要素向这里加速聚集，

一批“国字号”科研平台顺利推

进。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

心部分主体完工，中科院机器人

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中国医

科大学成果转化基地投入运行，

国科大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学院

完成硕博招生。目前，沈阳高新

区拥有各类研发机构近300家。

此外，沈阳高新区还通过建

设创业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成

长。支持国际软件园、锦联新经

济产业园等创业平台建设，打造集办公、孵化、产

业于一体的孵化基地，为初创企业全方位提供资

金、市场、人才、技术和免租场地等专业、系统化

孵化加速服务，促进“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一体化发展。

据了解，沈阳高新区双创载体已达 75家，聚

集创新创业人员5万余人。顶尖人才数量占沈阳

市超过40%，集聚海外人才近300名。

为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沈阳高新区近年来举

办了创新创业主题系列活动，品牌效应初见。沈

阳高新区面向沈阳市47所高校、科研院所打造了

“星咖汇·海智&星汇杯大赛”“F5失控大创赛”等

双创活动，吸引了众多创新主体及投资机构关

注。

此外，“创响中国沈阳浑南站”系列活动、“香

港创业青年内地行”活动、“创之星”中美创新创

业大赛、沈阳智能制造领域决赛、中国双创周辽

宁省分会场活动……一系列重要赛事活动的举

办，也为沈阳高新区积蓄创新能量、释放创新活

力搭建了平台。

高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区

产业强则经济强。30年来，沈阳高新区从信

息产业起步，依托东北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计

算机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实现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

展。浪潮创新科技、东软、昂立信息技术等一批

信息技术企业，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

依靠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沈阳高新区区域产

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

医药和健康医疗三大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站上了

高新区主导产业舞台，带动高新区工业快速蓬勃

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明星企业和有影响力的重点

产品。

东软医疗成长为国内大型高端医疗设备引

领者；新松机器人亮相2018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展

示“北京8分钟”，双臂协作机器人亮相国庆70周

年阅兵式；富创精密刻蚀反应腔等产品通过美国

应用材料公司验证期，大批量投入应用；诺康生

物生产的注射用血凝酶巴曲亭在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 40%；无距科技制造出业界唯一矢量多旋翼

察打一体无人机；芯源微电子成为全国半导体光

刻设备科创板上市“第一股”……2020年，沈阳高

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达到90%。

发展产业，沈阳高新区不仅有谋略，更有底

气。沈阳高新区拥有国家高新区、自创区、自贸

区、双创示范基地等多个国家级政策支撑体系，让

这里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和奋斗激情的区域。在这

片发展热土，华为辽宁总部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正在建设中，将进一步壮大主导产业规模。

在产业强劲的发展势头下，沈阳高新区先后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装

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及软件、生物医药等国家

级产业创新集群，打造了机器人、IC装备、数字医

疗设备、民用航空等 12个专业化产业园区，初步

构建了工业互联网、先进材料、眼健康、电子商务

等10条产业链。

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项目蓄势赋能。沈阳

高新区 2020年共组织招商洽谈活动 140余次，洽

谈储备亿元以上项目400个。名企名家纷至沓来，

腾讯沈阳高新云启基地、万达文旅城等158个项目

相继签约。新松机器人未来城、沈飞国际生产基

地等220个重大项目开复工建设，完成形象进度投

资383.3亿元。东软工业云服务平台、通用机器人

生产基地等33个亿元以上项目相继竣工，引进入

驻楼宇税源项目1074个，逐步形成大项目“顶

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态势。

“十四五”期间，沈阳高新区将在现有产

业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构建“6+6+3”产业体

系，健全“软”“硬”兼顾的产业发展结构，做大

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生命健康、临空经济、文体休闲等 6 个细

分主导产业；做特做精先进材料、电子商务、现代

金融、高端商务商贸、现代物流、现代都市农业等

6个细分特色产业；超前布局未来城市、未来信息

技术、未来健康等3个细分未来产业，全力打造区

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区。

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
全力打造发展环境最优区

沈阳市浑南区、国家高新区、辽宁自贸区沈

阳片区“三区”叠加的优势，为沈阳高新区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如何理顺“三区”关

系，为高新区发展赋能，也是摆在沈阳高新区面

前的一道课题。

从管理体制上，“三区”联动的发展模式对沈

阳高新区来说无疑是利好的。通过完善高新区

独立运行机制，行政区主要经济职能部门划入高

新区管理，建立行政区、高新区、自贸区联席会议

制度，合力推进产业发展、开放创新、人才引进，

统筹摆布空间布局、项目落地、基础配套等，基本

形成三区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

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吸引力、竞争力，更是创

造力和驱动力。一直以来，沈阳高新区始终把提

升创新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全力打造发

展环境最优区。

在沈阳高新区，刀刃向内深化改革，精准发

力持续创新。近年来，沈阳高新区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先后推出了“先

批后审、以管代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降低实体经济成本22条”“关爱企业家15条

措施”“打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等重

大“放管服”改革举措，开创了集咨询、审批、服务

于一体的“浑南（沈阳高新区）会客厅”全新政务

服务审批模式，完成了全区“一枚印章管审批”创

新改革，实现了项目审批“0030”高效率，进一步

消除了行政审批壁垒，提高了政务服务水平，在

近期公布的沈阳市营商环境排名中名列前茅。

同时，沈阳高新区不断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实

现了对企业服务的连续升级。据了解，浑南（沈阳

高新区）会客厅，打造“会客式”服务模式，对所有

涉企行政服务事项提供“全科、全流程无差别综合

受理”服务，涵盖标准化审批、进程控制、全程监

督、全程评价、数据分析等功能，将15个职能部门

的 25枚审批用章全部封存，288项涉企审批事项

只需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一章即可办妥，实现

进厅办事“一口进一口出”，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

立新型的“会客式”协同关系，使行政服务逐步成

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普通环节。

据会客厅负责人介绍，为方便企业开复工，

会客厅还实施了全流程网办服务，企业只需通过

网络平台报件就可以完成审批。针对开复工建

设项目的实际情况，会客厅还开展主动上门审

批、一对一专业培训、全程帮代办服务，变过去的

“企业跑”为现在的“政府跑”，为建设项目早日开

工复工做好准备工作。

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针对每个项目在协

议、规划、土地、征收、排迁和供地等环节存在的

问题，沈阳高新区实施全流程跟踪调度，确保项

目各环节工作不断档、责任不缺位，全力加速项

目进程。具体而言，实施挂图作战，用好项目管

家APP，在前期梳理出的项目开复工64个关键环

节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各环节工作逻辑，全面

推行容缺办理和并联审批。

服务项目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

项目服务上，沈阳高新区强化“店小二”服务意

识，落实招商项目“首席服务官”制度，对重大招

商项目建立“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个专班、一

套机制”的分包工作机制。实施项目建设预警机

制，充分研判项目建设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及时

预警，提前解决，避免错失问题解决窗口。

在沈阳高新区一系列有力的改革举措下，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由此推动了一批代表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的产业项目、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纷纷落地。

回首30年，沈阳高新区攻坚克难、勇于创新，

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展望未来，沈阳

高新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朝着新的发展目标

迈进。

“站上新的发展起点，沈阳高新区将继续牢

固树立科技创新发展理念，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坚持聚焦主导

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努力成为促

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

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强大引擎，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

东北振兴助力赋能。”沈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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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前行30载 初心不改谱华章

沈阳高新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沈阳高新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刘琴

1991年，沈阳高新区被国务院

批准为国家高新区。30年来，沈阳

高新区不断强化高、新发展内核，

从三好科技一条街起步，到率先跨

过浑河拉开大浑南开发的序幕，再

到沈阳最年轻的行政区——浑南

区建设初具形象，走出了一条“科

技兴街、产业立区、产城融合”的发

展之路。如今，沈阳高新区已发展

成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000

家、瞪羚及种子独角兽企业 33 家、

上市企业13家的科创高地。

沈阳新松机器人数字化生产车间

沈阳高新区创新天地

沈阳芯源公司净化车间

沈阳东软医疗生产车间

滨河公园

奥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