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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高新区：以智为核 隆起东北创新高地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和沈阳市政府共同建设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学院在沈阳高新区启动建设。作为
国科大的二级学院，这里将成为我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

 不久前，辽宁省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揭牌成立。与国家机
器人创新中心遥遥相望，占地637亩、总投资逾50亿元的机器人未来城也已破土动工，一个高度发达的“雨林式”机
器人产业生态圈正在这里构建。

 从沈阳市区的一片菜地，到以智能、智力、智造为引领的“中国智谷”，历经20多年的发展，沈阳高新区正崛起成
为东北科技创新中心的智能之“核”。

 逆势而动，聚拢人才有秘诀

 今年新增创业人才3000多人

 1991年，沈阳国家高新区正式挂牌成立。而今，这里已成为沈阳市人员结构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高端人才集聚
的行政区。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东北地区，该区今年新增创业人才3000多人。

 发展产业集聚人才，制定政策吸引人才，加大投入扶持人才，正是这里聚拢人才的秘诀。

 在位于沈本产业大道的沈阳新松智慧产业园里，一条“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正在这里打造。
作为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生产厂商、数字化智能制造装备的高科技上市企业，新松机器人公司市值居世界机器人
企业前三甲。在其发展带动下，近年来，沈阳机器人产业年均产值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1月至9月实现产值64.3
亿元，同比增长12%，随之而来的是大批专业人才的集聚。

 在抓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沈阳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把人才作为发展的首要资源和重要支撑，不断探索体制机制
创新，构建起优势产业人才聚集、各层次人才汇聚的人才发展格局。该区设立5000万元人才专项资金，为人才资源开
发、人才投资保驾护航；设立产业引导基金20多亿元，形成了覆盖企业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及并购重组等各阶段
融资需求的“全生命周期”基金服务体系；设立风险资金池，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目前，在机器人、软件、IC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全区拥有国家、省市高端人才600余人，行业领军企业家10
余人。”浑南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江说，今年，全区还一次性拿出1255万元重奖企业高管团队、科技骨干
及区优秀专家，意在进一步激发他们扎根浑南创新创业的热情。

 做优生态，双创步入快车道

 区内揽入双创载体54家

 在沈阳奥体中心商圈，新开了一条“沈阳�中国智谷双创街”，这是东北第一条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特色街区。与
传统的孵化器和创业空间不同，这里的每家公司都有一个临街展示窗口，创业者可以随时与街坊四邻碰想法、话创业
。

 创业不易，初创更难。对于创业“小白”来说，需要的是集中精力去创业而不被琐事羁绊。“公司成立之初，即便
是简单的工商和税务手续也会让人一头雾水。”初创时的迷茫，沈阳华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衣运通依旧历历在目。

 2018年，华数科技入驻双创街。“这种创业的街区文化和创新氛围对企业资源对接、吸引人才很有帮助，双创街的
工作人员还会帮助我们打理政府补贴、工商税务、采集人社信息等事务。”衣运通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年轻人喜欢展示个性，我们就为他们配置一个展示的空间。”浑南区科技经信局局长沈小舒表示，双创街区不仅
是创业者对外展示窗口，更是激发创业灵感和交流的场所，同时也会加速形成完备的创新创业生态链条。

 展示型创业街区、共同成长型创业园区、全链条产业服务型基地、“创就业生态”理念孵化器⋯⋯短短两年，一批
国家、省市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相继入驻沈阳高新区，打造出一条创新发展的生态链条和创业成功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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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沈阳高新区强力推进创新创业，确立了“1+1+1+6+10+N”的双创发展布局。截至目前，区内拥有双创载
体54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6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2家。作为全国首批、东北唯一的区域性“双创示范基地”，浑
南区（沈阳高新区）已成为沈阳市成长性最好、投资热度最高、创新活力最足、基础设施最完善、政策优势最集中的
主城区，还肩负着建设沈阳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先导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国家创新创业示范区、沈阳现代化新城
区样板区等重任。

 整合服务，营造创新“暖”环境

 累计实现服务总额22.24亿元

 作为国家首批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沈阳高新区通过搭建科技服务平台、整合科技服务资源、培育科技服务新业态
，形成了科技+互联网+金融+孵化的新服务模式。

 2017年5月，由辽宁省科技厅、沈阳市科技局和浑南区政府共建的东北科技大市场在沈阳国际软件园正式启动运行
，东北首家创新服务平台应运而生。此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沈阳代办处、高企认定管理办公室服务中心、市生
产力促进中心等省市服务机构相继入驻，政务服务站、京沈合作科技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浑南）服务平台等迅速投
入服务运营。

 让科技服务链条上的每个节点互连互通，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卡脖子”难题。沈小舒介绍，作为一个创新型科技
服务平台，目前这里已引进43家科技及金融服务机构实体进驻，可为企业提供十大类130余项科技服务，随着服务功
能的不断完善，科技大市场不仅成了沈阳高新区的新地标，更在加快形成面向东北地区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

 截至目前，东北科技大市场整合服务资源供应商213家，累计服务企业3700余家次，开展活动110余场，签订科技、
金融等各类服务合同6602份，累计实现服务总额22.24亿元。

 与此同时，沈阳高新区还先后建立了辽宁省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辽宁省集成电路产业联盟等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16个，建设辽宁成大新型疫苗专业技术平台、锦联产业技术创新综合服务平台等产业技术创新平台36个，
拥有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159家，可在多个领域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科技服
务支持。

 在此基础上，以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健康医疗、民用航空、电子商务等产业为主导，浑南区（沈阳高
新区）已初步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数字医疗、IC装备、机器人、大数据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多项指标实现了
快速提升、弯道超车，浑南区科技局还摘得了高含金量的“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记者 郝晓明
通讯员 庄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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