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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绿色发展高级别论坛上，《绿

色“一带一路”10 周年创新理念与实践案

例》成果正式亮相。该成果由中国外文局

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指导，

人民日报中国品牌发展研究院、中国外文

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

并纳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

10 年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

硕，为推动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为及时总结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

创新举措与成功经验，该报告聚焦绿色能

源、绿色基建、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绿色技

术、绿色园区等领域，收录了来自多边机

构、中央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

位的 18 个项目案例，以期为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案例表明，中国智慧、中国技术、中国方

案正不断转化为行动和成果，为共建国家和

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札纳塔斯风电

项目改善了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缺电的现

状，为实现能源体系绿色化作出示范。斯里

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创新采用绿色技术，切实

保护港口城珊瑚群落的生长环境。承载着

巴新教育现代化使命的中国—巴新友谊学

校，积极推广绿色装配式建筑。格林伍德国

际贸易中心则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努力

建设中俄贸易新平台。

绿色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鲜明底色。比雷埃夫斯港深化绿色港口

建设、畅通中欧陆海快线，为希腊经济复苏

作出有力贡献；古伊那水电站建成投运，为

塞内加尔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书写生动注

脚；澜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为打造多边合

作的“金色样板”注入更多绿色动力……一

系列绿色实践成果，有效控制了环境风险，

提升了发展效益、生态效益。

创新正在成为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动力。在新加坡，裕廊岛储能项

目发挥了稳定调节电网弹性的关键作用。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创造了利用核能的示范。上合示范区

加速建设绿色智慧园区，“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创新应用大数

据系统……一批先进的新能源装备、数字技术、创新金融工具的运

用，有力支撑了绿色“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面对环境与气候挑战，共建国家和地区对于绿色金融的需求

不断增长。中国“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创新承保卡洛特水电

站，为海外项目提供了“中国信用”。匈牙利绿色主权熊猫债、中欧

《共同分类目录》绿色债券顺利发行，不断促进绿色资本跨境流

动。波黑伊沃维克风电项目采用了创新融资模式实现融资关闭，

助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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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吨/年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

丙烯压缩机和乙烯压缩机三套机组）从沈鼓

集团发运，我国自主研制四座氢燃料内燃机

飞机验证机在沈阳成功首飞，M350型浮式生

产储卸油船在大连交付……今年前三季度，

一批重大装备接连在辽宁生产制造。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近年来，辽宁

先后制定印发《辽宁省先进装备制造业“十

四五”发展规划》《辽宁省深入推进结构调整

“三篇大文章”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等文件，全力打造先进装备制造等 3 个万亿

级产业基地。据统计，今年 1—9 月，辽宁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上扬的增

长曲线，彰显出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澎湃动力。

创新驱动——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
科技型中小企业 6509家

机械臂敏捷而精准地抓取、定位、安放

重达上百公斤的工件，机器人有条不紊地

进行仓储、物流、装配、检测等作业……走

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

数字化无人厂房里，一道道生产工序正在

稳步进行。

今年 5 月，新松公司为欧洲一家企业打

造的新能源车载充电器智能生产线项目正

式通过验收。“这条生产线综合运用了六轴

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水平多关节机器人等

多品类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涵盖约 200 个工

作站，自动化率达到 90%以上。”新松公司总

裁张进介绍。

超大规模生产线得以跨国交付的背后，

是新松公司 20 多年来对自主创新的坚持。

“截至目前，我们共完成国家重要科技攻关

800 余项，主导或参与发布国家、行业及团

队标准 80 余项，拥有发明专利 1300 多项。”

张进说。

新松公司是辽宁以创新驱动装备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围绕高端数控

机床、工业机器人等优势领域，我们组织新

松公司、鞍钢股份等龙头企业牵头构建创新

联合体，整合省内外创新资源，共同承担重

大专项，着力攻克面向产业需求的关键核心

技术。”辽宁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

我国自主完成设计建造的穿梭油轮在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正式交付，全球

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玲龙一号”反应

堆核心模块在中国一重大连核电石化有限

公司竣工发运，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

限公司集研发、制造、检测为一体的特高压

套管研发制造基地顺利投产……以创新为

支撑，今年以来，辽宁在装备制造领域实现

多项首台（套）产品创新应用，关键核心部件

产业化能力不断提升。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锻造国之重器，

离不开有力的政策支撑。近年来，辽宁相继

出台《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辽宁省科技体

制改革三年攻坚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辽宁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等，科技强

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创新主体活力不断迸

发。据统计，2022 年，辽宁全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增数量增速分别达到

46.7%、27.7%；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科技型

中小企业 6509 家，同比增长 62.7%。

数字赋能——

全省已建成152个数字化
车间和智能工厂

车身车间，机械臂灵活翻转，自动完成

各项安装与检测任务；涂装车间，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自动化漆面质量检查设备，100秒

可拍摄 10 万张照片；总装车间，用于驱动

重 载 吊 具 的 2000 多 个 电 机 上 均 安 装 了 温

度监测传感器，可以提前预判故障、排除潜

在风险……

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铁西工厂里

达厂区，信息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流程。“数

字化、智能化是里达厂区的鲜明特点，整个

厂 区 覆 盖 了 千 兆 5G 网 络 ，满 足 增 强 现 实

（AR）、实时视频传输等技术的带宽需求，得

益于数字化，生产效率每年可提高约 5%。”

铁西工厂厂长张涛介绍。

激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活力，是辽

宁 装 备 制 造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路 径 。“ 我 们 坚

持 用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为 产 业

赋 能 增 效 ，推 动 一 批 数 字 化 车 间 、智 能 工

厂 投 入 使 用 。”辽 宁 省 工 信 厅 厅 长 胡 异 冲

介绍，截至今年 6 月末，全省已建成 152 个数

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超过 10 万

户；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和 数 字 化 研 发 设 计 工 具 普 及 率 分 别 达

60.3%和 78.4%。

围绕“上云、用数、赋智”，辽宁加力推

进 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数字底座。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开通

5G 基站 5000 个，累计达 8.4 万个；培育 20 个

5G 全连接工厂，15 个“5G+工业互联网”融

合应用先导区；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新增 3 个，累计达到 35 个，接入企

业 5295 家。

今年 8 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开展的第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

市竞争性评审结果揭晓，沈阳和大连成功入

选。“根据规划，我们今年将深入开展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和中小企业数字赋能行动，推进

100 个智能升级项目、100 个数字化应用场

景建设，对 30%的规上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

诊断评估。”沈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革为要——

推动老牌装备制造企业
以“混”促“改”

今年 2 月，由沈鼓集团研制的 9 兆瓦级

大型海上平台压缩机顺利通过 72 小时负荷

运行考核，一次投运成功，填补了海上油气

平台用压缩机的国产化空白。

“我们要将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保障我国压缩机产业链供应链

的安全、自主、可控。”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

双说，成立 70 多年来，沈鼓集团为能源化工

行业提供了万余台（套）大型离心压缩机、大

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核泵等高端装备。

“老字号”如何焕发新活力？作为一家

老牌装备制造企业，沈鼓集团蹚出一条以

“混”促“改”的发展新路。

“我们先期通过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

革 ，在 优 化 股 权 结 构 的 同 时 ，引 入 市 场 化

经 营 机 制 ，提 升 其 经 营 活 力 和 竞 争 力 ，使

一 些 常 年 亏 损 的 子 公 司 实 现 盈 利 。”戴 继

双介绍，“去年上半年，集团以增资扩股方

式 引 入 国 家 先 进 制 造 业 二 期 基 金 持 股

39.13%，形成了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其

他小股东 4∶4∶2 的持股结构。”通过混改，

沈鼓集团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企业活力

和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沈鼓集团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5%、产品订货金

额同比增长 125%。

这是辽宁深化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的

一个缩影。辽宁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有及国有控股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

总额约占辽宁规上工业的一半，但由于体制

机制僵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因素，不少国企

一度面临发展困境。近年来，辽宁迎难而

上，国资国企改革驶入“快车道”、挺进“深水

区”，力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混

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

前三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长8.9%，一批重大装备接连交付

辽宁装备制造业着力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郝迎灿

核心阅读

立足科技创新，关键核
心部件产业化能力不断提
升；聚焦数字化，加快推进
传统企业转型、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国企改革，管
理人员竞争上岗、混合所有
制改革等举措不断深入……
近年来，辽宁持续推进装备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今 年
1—9月，辽宁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