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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特刊

渾南區是瀋陽正在建設中的一座國際化現代化
的新城區，這裡集中了輕軌、地鐵、高鐵、機場
等現代化交通設施，按國際化標準建成的遼寧省
科技館、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成為瀋陽最
亮眼的文化名片。渾南也是瀋陽市委、市政府所
在地，遼寧自貿區瀋陽片區、瀋陽國家級高新產
業開發區所在地。
在渾南區有中航沈飛民用飛機公司、瀋陽同方

多媒體科技公司、著名的新松機器人公司及生產
基地，東軟集團、東軟醫療系統，瀋陽軟件園、
等數百家大大小小的科技企業在此發展。可謂大
項目「頂天立地」、小項目「鋪天蓋地」。
近年來，一批「國字號」科研平台進駐渾南，

材料科學國家研究中心，中科院機器人與智能製
造創新研究院、中國醫科大學成果轉化基地，國
科大機器人學院研究生院，新增省級新型研發機
構9家，各類研發機構總數達180家。
去年，騰訊渾南雲啟基地、萬達文旅城、紅星

美凱龍「愛琴海」等158個項目相繼簽約。恆大
新能源汽車、新松機器人未來城、瀋飛國際生產
基地等180個項目開復工建設，完成形象投資
312.4億元。全運萬達廣場、東軟工業雲服務平
台、通用機器人生產基地等33個億元以上項目
相繼竣工。
2020年，渾南區正在推進四大項目：
1、萬科中日產業園，項目總投資約為150億

元人民幣，總佔地71.4公頃，建設內容分為國際
產業基地、智慧社區、城市配套三大組團，其
中：國際產業基地，計劃引進日本科技型企業，
建設產業孵化中心及企業第二總部；智慧社區及
城市配套，計劃打造高端住宅、日本特色商業於
一體的高品質國際社區；
2、光明小鎮項目，由華潤集團與區政府合作

建設，打造國內領先的大健康產業基地。
3.瀋陽正威國際稀谷項目。項目總投資138億

元，佔地面積1000畝，建設正威東北區域總
部、稀土產業基地、高端產業研究院和有色金屬
供應鏈四個部分。
4.歐力士自貿企業公館項目。項目坐落自貿區

瀋陽片區，建成後將重點引進日本金融科技產
業、文化創意產業、創新智能產業、金融後台服
務、國際商貿等企業。目前，歐力士公司根據項
目規劃，已經啟動針對日本企業招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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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東北中心城市的瀋陽，近年來，隨着「中德

園」、「自貿區瀋陽片區」的相繼落地，更令其具備

了得天獨厚的開放優勢，招商引資勢頭不減，對外開

放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自貿區形成40

項制度創新成果，綜保區桃仙園區封關運行。跨境電

商公共服務平台上線運營，1210、9610模式開通，

整體通關時間大幅壓縮。中德園「一個平台、五大體

系」架構初步形成。2019年，瀋陽全年開復工億元以

上項目1308個，比上年增加260個。華晨寶馬新工廠

落地，中航發燃氣輪機公司投入運營，恆大新能源汽

車、動力電池、輪轂電機三大基地同步建設，新松機

器人未來城、布克哈德·遠大壓縮機等項目開工，恆

大文旅城等項目加快推進，桃仙機場二跑道、瀋白高

鐵、瀋丹鐵路外遷工程全面啟動，瀋海熱電廠搬遷等

項目取得實質性進展。瀋陽已經成為央企、民企、外

企紛至沓來的投資熱土！

■2020年4月1日，中德園華晨寶馬鐵西新工廠舉行開工儀式，該新工廠將於2022年建成，成為全球
最具數字化效率的汽車工廠之一，主要生產純電動、插混動力等新能源車。將會有數千人在這裡工作。

招商引資逆勢保持強勁上升

年初以來，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給招商引資工
作工作帶來極大衝擊。瀋陽市積極籌謀，主

動求變，創新招商方式，變被動為主動，全市招
商引資逆勢突圍，簽約和落地項目爆發式增長，
推動瀋陽經濟保持健康發展。1至4月，全市新簽
約億元以上項目553個，較去年同期增加416個，
同比增長303.6%；1至4月，全市新落地億元以
上項目305個，較去年同期增加226個，同比增長
286.1%。
117個重大項目「雲簽約」。疫情蔓延之後，
瀋陽市商務局創新工作方法，充分發揮平台優
勢。舉辦重點招商項目「雲簽約儀式」。來自德
國、日本、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
11家世界500強和跨國公司，以及102家中國企
業500強和行業領先企業，依托互聯網進行「不
見面、屏隔屏」簽約，對瀋陽準備開展新一輪投
資。此次集中舉辦「雲簽約儀式」的117個重大
項目，總投資達2672.5億元。截至目前，瀋陽市
利用釘釘、zoom、騰訊會議等網絡工具，組織重
大招商引資雲活動共33次，參加企業398家，洽
談項目241個，其中，成功簽約項目135個，涉及
投資總額3087.4億元。主要包括「汽車創智城」
項目簽約活動、遼寧-瀋陽日本產業園推介會、

「遼寧省工業互聯網創新中心暨智能製造產業
園項目」雲平台項目對接會、京瀋合作重點項
目雲簽約儀式等。
項目體量質量全面提升。今年1至4月，瀋陽市

新落地項目從投資規模看100億元以上項目2個，
50-100 億元項目 2個，20-50 億元項目 15個，
10-20億元項目16個，1-10億元項目270個。從項
目類別看，305個億元以上落地項目中，主導產業
類項目207個，佔比67.9%；除房地產外的項目
275 個，佔比 90.2%；工業項目 106 個，佔比
34.8%；戰略性新興產業71個，佔比23.3%；高
端服務業175個，佔比57.4%。

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瀋陽市委市政府持續數年狠抓優化營商環境，

對標國家評價體系，出台85條政策措施，持續優
化政務服務，簡政放權，大幅取消下放調整行政
審批事項。深化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全
面推行「清單制+告知承諾制」，企業開辦時限
壓縮到0.5個工作日以內。深化「一事一網一窗一
次」改革，不動產登記壓縮到3個工作日以內，
「最多跑一次」成為服務標準，自貿區瀋陽片區
「最多跑一次」清單達到234項。瀋陽市營商環
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社會各界有目共睹，
企業和群眾的獲得感大幅提升。

「放管服」改革不斷深化，「互聯網+政務服
務」能力逐步提升。政府制定《瀋陽市提升「線
上辦」政務服務能力工作方案》，全力推進政務
服務「不見面」審批。工商營業執照和法人身份
證在線核驗，發放電子證照，失業金、就業創業
證申領事項實現智能審批。將企業設立、印章刻
制、銀行開戶、稅務以及社保、醫保、公積金、
用電開戶等環節納入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進一
步完善審批鏈條。
「萬人進萬企」活動深入開展。政府制定出台

了《瀋陽市2020年深入開展「萬人進萬企」主題
活動工作方案》，建立了市區各級領導「一對
多」「多對多」幫扶企業責任制，組織全市萬名
幹部與萬家企業精準對接，調整設立了企業融
資、稅費、政府誠信、涉法涉訴、城市建設（基
礎設施要素保障）、科技創新、外企服務等七大
工作專班，為企業解決復工復產、生產要素保
障、產業鏈配套等方面問題。
企業群眾訴求渠道進一步暢通。一是開通

12345-1-6企業應急服務專線，24小時受理企業
開復工和生產運行問題，建立企業訴求快速響
應機制。二是開通疫情防控線索投訴舉報電
話12345-1-0號鍵，在12345市民熱線網站、手
機APP、微信公眾號上增加「疫情快線」快
速通道。

瀋陽瀋陽對外開放動力強勁
招商引資逆勢上升

中德（瀋陽）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園（下稱中德
園），是國務院2015年12月批復成立的全國第一
個以中德高端裝備製造產業合作為主題的戰略性平
台。四年來，中德園聚焦汽車製造、智能製造、高
端裝備、工業服務、戰略性新興等五大主導產業，
全力打造中國製造與德國工業4.0戰略合作試驗
區，取得了優異成就。2019年，中德園完成規模
以上工業總產值665.5億元，全口徑稅收79億元。
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00.7億元，同比增長99.3%；
其中工業投資完成68億元，同比增長282.1%。全
年200個億元以上項目實現開復工，總投資2085億
元，完成年度投資357億元，增長34%。
目前，園區共有德國寶馬、本特勒、紐卡特、

慕貝爾，美國安博，西班牙海斯坦普、安通林，
法國延鋒彼歐，日本豐田紡織等德資、合資、外
資項目127個，佔園區總項目的34.6%。
中德園核心區域的汽車零部件產業園，正在形
成瀋陽市新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區。令世界汽
車業引以為豪的完美工廠——華晨寶馬鐵西工
廠、於2012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的寶馬德國之外
全球唯一發動機工廠——華晨寶馬發動機工廠、
華晨寶馬研發中心、華晨寶馬動力電池中心、華
晨寶馬新能源汽車工廠都建在此處。已經有采埃
孚、巴斯夫等近100家中外寶馬配套企業進駐園
區，同時，德國、意大利、美國、日本、韓國等
一批國內外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也會入駐園區。
2018年3月，中歐班列直達中德園，為寶馬打

造全球出口基地。

中德園與寶馬合作，正在加快「雙元制」職業
教育體系建設，引進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構建
「1+1+X」現代雙元人才培育體系。中德應用技
術學院（跨企業培訓中心）主體竣工，寶馬培
訓中心交付使用。中德園產教聯盟揭牌成立，
中德學院4個「中德班」去年9月份在軌道交通
學院開學。
中德園的生活服務逐步完善。已經建成的外籍

人子女學校，讓寶馬員工44名德籍孩子在此享受
與德國同質的教育。積水潭國際醫院正在與德國
醫療保險體系對接，保證外籍員工就醫需求。萬
科國際社區正在建設，將打造純正德式風情居住

和商業街區。
2020年，中德園計劃新開工項目100個，華晨
寶馬第三工廠等62個億元以上項目已入市重點
庫，總投資901.8億元。
目前，園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100%。華
晨寶馬鐵西工廠、發動機工廠於2月17日復產，
9500名工人雙班次滿負荷生產，復產第一周日產
量達到1129輛。復工第二周至3月中旬，受武漢
關鍵零部件影響，雙班次改為單班次，日均產量
520餘輛。3月中旬至今，華晨寶馬加大生產能
力，日平均產量達到1200餘輛，自2月17日復工
起至今總產量已達6.9萬輛。

今年4月，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掛牌成立三周
年，全面完成了遼寧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賦予瀋陽的試
驗任務。形成2項全國推廣創新經驗、40項全省推廣創
新經驗；累計註冊企業超過1.8萬戶，註冊資本2200億
元人民幣；2019年全口徑稅收、實際利用外資、進出口
貿易額分別為成立前的2.9倍、5.2倍和1.8倍。2020
年，瀋陽片區投資億元以上重點項目64個，計劃總投
資568億元，預計全年完成投資96.6億元，項目數、計
劃總投資額均是3年前的4倍。
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在全省率先啟動「證照分
離」改革試點；瀋陽遠達國際快件監管中心日通關能力

105噸，居東北地區首位，今年一季度清關貨物27.6萬
票；設立全國首個出入境人員綜合服務單一窗口，已服
務1.3萬餘人次。努力在首創性、差別化改革探索上實
現新作為，發力打造自貿試驗區「升級版」，成為東北
對外開放強大引擎。
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搭建多層次開放通道，有
力提升了瀋陽對外開放水平。投資28億元、僅用11個
月，完成瀋陽綜合保稅區桃仙園區聯檢中心、監管倉
庫、隔離圍網等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 4月封關運
行。建成並上線運行跨境電商公共服務平台、大數據
共享支撐平台和新業態供應鏈綜合服務平台，組建跨

境電商產業聯盟，建設創業孵化基地，培育跨境電商
企業100餘家，在全市首次開通保稅備貨（1210）跨
境電商業務，近期將開通瀋陽國際快件監管中心跨境
直購（9610）電商業務。東北冷鮮港正式運營，今年
第一季度轉關40櫃標準集裝箱冷鮮產品，貨值約5592
萬元，初步形成海陸港聯通、輻射東北地區的保稅冷
鏈物流網絡。
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以營商環境最優，開放水

平最高為建設目標，吸引了重點產業項目加速聚集。
瀋陽片區引進的日本歐力士集團投資建設歐力士自貿
企業公館項目，計劃投資7億元，主要建設集辦公、

研發、設計、成果轉化、展示等功能於一體的產業園
區，打造新型金融產業及戰略新興產業集聚區。機器
人未來城項目，計劃51.4億元，重點打造以「智造、
創新、人才、示範、金融」五大平台為核心的產業生
態圈，實現工業機器人、特種機器人、服務機器人、
智能物流、人工智能、物聯網、可穿戴設備、無人
機、科技金融等新興業態有機成長。規劃中韓「兩城
雙園」項目，中方項目啟迪科技城落戶瀋陽片區。航
天科工、招商局集團、國電投等16家世界500強企業
分支機構入駐，有500家金融、類金融機構和3000餘
家科技企業。

■■遼寧自貿區瀋陽片區企業服務中心辦事大廳

遼寧自貿試驗區瀋陽片區打造「升級版」

中德園——中德企業成功合作的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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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松機器人智慧園數字化車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