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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 10次到东北地区考

察，3 次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

从 2015 年长春座谈会的“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到2018年沈阳

座谈会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再

到2023年哈尔滨座谈会的“新时

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2023 年 9 月 7 日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座谈会上强调，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需要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

作用。当好排头兵、先锋队，奋力

谱写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新篇章，东

北地区 19家国家高新区迅速行

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和火

炬中心指导下，于2023年12月15
日成立东北地区国家高新区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

紧迫感责任感，联盟高新区在大时

空格局中坚定东北振兴定位，探索

抱团创新‘乘数效应’，创新联合体

‘联’出了最强合力。”近日，联盟亮

出亮眼2024年度成绩单。作为联

盟秘书长单位，沈阳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李广杰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谋定后动，“联”出创新资源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是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题中应有之义。

2023年，联盟19家国家高新

区园区生产总值实现9965亿元，

在东北地区占比 12%；工业总产

值 1.98万亿元，在东北地区占比

约1/4；19家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

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3.20%，在

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如何更上一层楼？

2024年，联盟密集举办了23
场交流活动，进行了123场产业、

人才、金融等对接交流，促成57个

科研合作项目，探索蹚出一条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广

杰介绍说，为加快创新资源集聚，

联盟积极开展考察调研活动，组织

了“走进中关村”“走进成都高新

区”等5场调研活动，引进先进地

区的人才、金融、技术等创新资源。

在“走进中关村”活动中，联盟

高新区与中关村的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吸

引了一批高端人才和前沿技术向

东北地区流动，为东北高新区的产

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如大连高新区，通过此次活动

与新源动力、天邦膜技术、融科储

能等高新技术企业有了深入交流，

组织了专项对接活动。

在“走进成都高新区”活动中，

联盟与成都高新区签订了战略框

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能硬件、

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研发与合作，

共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盟

举办4场金融对接会，为东北地区

企业搭建融资平台。通过与上交

所、深交所、北交所等金融机构的

合作，联盟引入大量的产业基金和

金融资源，缓解了企业的融资难

题，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

业项目落地。

2024年 3月 20日，联盟带领

沈阳高新区在上海市举办北方芯

谷集成电路产业招商推介会，吸引

了中国集成电路装备10强企业、

15家行业上市公司，以及87家上

下游供应链企业参加。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

点评沈阳高新区在上海市举办北

方芯谷集成电路产业招商推介会

时说，走出去，引进来，铆足一股劲

谋发展，19家国家高新区担当作

为、干事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氛

围愈发浓厚。一年来，通过联盟举

办的23场交流活动，增强了东北

地区各高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黏性，区域协同发展合力初显成

效。

合作共享，“联”出产业升级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

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

产业升级。

聚焦产业链的协同与互补，联

盟围绕东北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新

兴产业组织了 6 场产业链对接

会。如举办智能制造、新材料应

用、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主题论坛，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协

作，对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

快形成产业集群形成了合力。

从对接活动成效看，效果明

显：大连高新区聚焦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组织企业与高校、科研

机构开展对接，推动产业创新发

展。大连元合科技等企业在医疗

信息领域取得了多项科技奖项和

资金支持；阜新高新区内的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东

北地区高新区联盟、重点企业代表

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凌源日兴

矿业有限公司与东北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矿冶科技集团、长

春黄金研究院、长春黄金设计院等

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产

学研合作，开发科研项目。

另外，为推动区域产业协同、

创新发展，联盟于 2024年 8月 31
日-9月2日精心策划了2024中国

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黑龙江）

专题对接活动。紧接着，数字经

济、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4场产业专题对接活

动有序推进。通过这些活动，海

量产业转移项目实现精准落地，

签约项目高达172个、签约资金总

额一举突破2500亿元人民币，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近

7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2024年7月1日，联盟召开“百

园百校万企”创新合作行动东北专

场暨东北地区国家高新区联盟与校

企合作大会，并与国家大学科技园、

企业代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8月23日，在“百园百

校万企”行动黑龙江专场活动中，

哈尔滨高新区推动了人形智能机

器类人产业项目签约；沈阳高新区

举办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高端装

备制造全国赛，181家优秀企业入

围，9家企业脱颖而出，洽谈储备重

点项目35个，为国家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再有，联盟还积极推动创新平

台和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共享。辽

宁材料实验室在高性能金属材料

研发方面的成果与沈阳、鞍山等高

新区的相关企业共享，推动了金属

材料产业的技术创新；沈阳高新

区、哈尔滨高新区的人工算力平

台，为500余家企业提供优惠算力

服务，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助力创

新成果的快速转化，促进了新质生

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等。

“1+1>2”，“联”出协同效应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

官之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年。下

一步，联盟如何组织东北地区 19
家国家高新区靠前发力，多点发

力，合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

章的又“高”又“新”生动实践？

“希望联盟能够进一步整合

资源，成为推动东北创新发展的

强大引擎。”大连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岩表示，

此前，通过联盟的协同牵引，大

连高新区与东北地区其他高新

区共享人才资源，有力推动了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制造

等产业的发展。

“期待联盟在政策协调、资

源整合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长春高新区科技局局长崔林提

出，长春高新区在联盟中积极谋

划产业协同发展，通过组织产业

链对接会和专家研讨会，与吉

林、哈尔滨等高新区共同推动了

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实现

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希望联盟进一步加强区域间

创新合作，提升东北地区整体创新

能力。”哈尔滨高新区管委会专职

副主任王虹介绍说，积极融入联

盟，哈尔滨高新区举办了“百园百

校万企”行动黑龙江专场活动。此

外，推动了高新区重点实验室和创

新平台与联盟成员共享。

“希望联盟在区域协同创新

方面取得更大突破，为东北全面

振兴注入新活力。”包头稀土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徐行表示，通过

联盟组织的一系列创新活动，为

地区培育新动能，推动地区高质

量发展，积蓄了力量。

百舸争流，疾行者领航；千

帆竞发，奋楫者当先。东北地区

19家国家高新区意气风发，正在

书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生动实践，奏起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最强劲旋律。

▶ 本报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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