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地方发展调研

报 告
第 1 期

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 2023 年 9 月 1 日

持续巩固高新技术企业对营口市高质量

发展的支撑作用

宁 崇

当前，营口市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推进国家创新型

城市建设，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紧抓企业科技与

经济的紧密结合，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

过开展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企业正在成长壮大，为全市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通过深入走访、调查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在经济贡献方

面，高新技术企业呈现出产业规模和效益双增长，税收收入贡献明显，

进出口贸易总额稳定；在科技创新方面，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持

续增长、吸纳就业和研发人员双增长、自主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能力提

升、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地位明显提升。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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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短板，如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效应不明显、涵养能力仍需提升、三次

产业分布不均衡和重点产业分布单一等。

下一步持续巩固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撑作用，关键在于强化政府服

务职能、聚焦产业转型升级、精准支持第一、第三产业提升创新能力和

聚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驱动效应，加快确立

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关键技术成果应用转化在营口落地生根，以尖

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增强营口经济内生动力，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

新突破贡献营口力量。

一、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现状考察

（一）经济贡献

第一，产业规模和效益双增长。2019-2021年，伴随营口市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营商环境的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

提升，营业收入平稳增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形势下，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体现出强劲的韧性

和发展优势。2021年，营口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87家）营业收

入达到 1015.15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66 家）营业收入

（2552.30亿元）的39.77%。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19.9

亿元，同比增长39.2%，较2019年增长24.1%。2021年，营口市高新技术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90.2亿元，同比增长7.3%。

图1 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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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税收收入贡献明显。2019-2021年，全市创新主体企业（享

受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到90%）实

现税收收入162.4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24.5%，税收“压舱石”作用

明显。近三年，全市创新主体企业贡献地方级收入分别为30.1亿元、

33.4亿元、30.1亿元，占全市地方级收入比重分别为 28.4%、31.4%和

26.7%，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财力支持。分区域看，老边

区、营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贸区）等创新主体企业集中地区，创新

主体企业地方级税收增长速度较快。近三年，老边区、营口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自贸区）创新主体企业地方级税收贡献年均增速分别为

13.4%、12.2%，分别高于各自区域全部地方级税收增速13.5个和12.3

个百分点，在区域经济税收贡献中作用突出。

图2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百分比

第三，进出口总额稳定。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进出口总额相对稳定。日钢营口中板、康辉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进出口总额超2.0亿元。随着“一带一路”“RCEP”

战略的深入推进，为营口创新主体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机遇，出口

销售额实现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全市创新主体企业申报出

口销售额118.1亿元，占全市对外贸易出口比重58.9%。日钢营口中

板、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9户企业出口额超2.0亿元，合计占全

市企业出口额的60.0%。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对区域经济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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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别是在税收和出口方面，贡献率较高。

图3 2019-2021年重点产业分布图

（二）科技创新

第一，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2019-2021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加快增长，占同期全市研发经费投入比例稳步提升，三

年占比分别为76.50%、83.71%和85.04%。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是研发经费投入的主力军，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95%

以上。

图4 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

第二，吸纳就业和研发人员双增长。2019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中的从业人员为36538人，其中科技活动研究开发人员为3128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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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总数的 8.56%；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为

40691人，其中科技活动研究开发人员为3134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7.70%；2021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为44450人，其中科

技活动研究开发人员为 8201 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18.45%，远远高

于全市平均值。其中，研发人员占全市研发人员比例不断提升。可

以看出，随着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不断壮大，吸纳就业人员不断

增加，同时，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研发人员创新，研发人

员增长较快，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力量不

断增强。

图5 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第三，自主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能力提升。2019-2021年，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有效专利数稳步增长，发明专利有效量逐年攀升。据统计，

2021年，341家高新技术企业共拥有专利5550项（不含外观专利），占

全市专利总数（不含外观专利）的65.20%，其中发明专利608项，占全市

发明专利总数的71.87%；实用新型专利3510项，占全市实用新型专利

总数的45.79%；软件著作权1406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26项；另

有15家行业领军企业累计制定了46项国家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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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利

第四，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地位明显提升。全市187家规模以上企

业基本都是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2019年，6家企业获批辽宁省

“专精特新”产品企业，全部是高新技术企业。2020年，15家企业获批

辽宁省“专精特新”产品企业，其中12家是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11

家企业获批辽宁省“专精特新”产品企业，其中10家是高新技术企业；

2019-2021年，共计24家企业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其中23家是高新技术企业；2019-2021年，共计13家企业被认定为辽

宁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部是高新技术企业；2020-2021年共

计15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部是高新技术

企业。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营口市提升企业质量、培育创新

型行业领军企业的重要基础。

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效应不明显

2019-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增速略高于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增速。期间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方面促进了规模以上企业加强

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企业规模“小升规”“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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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通过实施高新技术项目不断做大做强。在企业规模分布方面，全

市341家高新技术企业中企业规模营业收入4亿元以上有20家，占比

5.87%；2亿元至4亿元（含）有29家，占比8.50%；1亿元至2亿元（含）有

44家，占比12.90%；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含）有36家，占比10.56%；

2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8家，占比17.01%；小于2000万元（含）

154家，占比45.16%。由此可见，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虽然数量在全省

居第4位，但企业规模较小，亿元企业占比不足30%，规模效应不够是明

显短板。

图7 企业规模占比图

（二）高新技术企业涵养能力有待于提升

全市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园区）共9家，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13

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园区）2家，分别是营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04家，占比48.83%；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高

新技术企业35家，占比16.43%。省级经济开发区7家，分别是辽宁（营

口）沿海产业基地17家，占比7.98%；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3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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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辽宁（营口）北海经济开发区5家，占比2.35%；营口大石桥经济

开发区17家，占比7.98%；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17家，占比7.98%；营口

辽河经济开发区15家，占比7.04%；营口核翼经济开发区0家，占比0%。

可以看出，营口市经济开发区（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涵养能力有待进一

步增强。一是两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园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明

显高于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园区），但与省内外其他国家级经济开发

区（园区）相比差距明显。2019-2022年，营口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增长较快，但与省内其他高新区相比，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比例仍然

需要提升。二是营口市两个国家级园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比例

较少，占本区域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均不到50%。三是全市各县（市）区、

经开区（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极不均衡，一些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过少，培育科技型企业的园区功能有待提升。

图8 企业规模占比图

（三）高新技术企业三次产业分布不均衡

“十四五”期间，营口市重点推进“三区两带”农业产业空间布局。

同时推动现代物流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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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拓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三

次产业分布情况：第一产业7家，第二产业302家，第三产业32家，三次

产业企业数结构比为7∶302∶32。可以看出，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集聚在第二产业，分布在五大支柱产业192家和新兴产业149家，重点

集聚“原字号”钢铁、石化、铝、镁等原材料及深加工行业，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字号”日臻走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

化。第一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明显过少，发展后劲堪忧。第三产业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较快，但数量仍然较少，不足以支撑全市产业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发展需求。

表3 重点产业分布情况

序号

1

2

3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分布数量

7

302

32

产业分布占比（%）

0.02

88.56

9.38

（四）高新技术企业重点产业分布单一

营口市构建的“534”工业发展格局，主要是聚焦做大做强钢铁、镁、

铝、石油化工和粮油食品饮品五大工业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汽保、乐器

和海蜇深加工三大特色产业，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数字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五大支柱产

业和新兴产业分布情况：五大支柱产业（钢铁）79家，占比 23.17%；五大

支柱产业（镁）48家，占比14.08%；五大支柱产业（铝）20家，占比5.87%；

五大支柱产业（粮油食品饮品）14家，占比4.11%；五大支柱产业（石油

化工）31家，占比9.09%；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46家，占比13.49%；

新兴产业（数字和信息技术）31家，占比9.09%；新兴产业（新材料）42

家，占比12.32%；新兴产业（新能源）30家，占比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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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重点产业分布图

可以看出，一是营口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领域覆盖较全面，分布

均衡，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行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源与环境、先进

制造与自动化和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相对集聚，成为营口市高新

技术产业的“三驾马车”。二是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可以基本体

现出该产业技术发展现状，占经营比重较大的镁、铝和粮油食品深加

工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技术创新支撑不足，实现高质量

发展任重道远。

三、持续巩固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规模效应

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明确研发方向。政府应加大对高新

技术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简化企业办事流程，降低企

业成本。同时，政府应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引导，制定产业发展规

划，引导企业有序竞争，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企业规模升级，实现“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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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规升巨”。

其次，政府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融

资渠道和融资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政府应加强对金融支持

政策的宣传和实施，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支持。

要统筹整合分散在各部门、条线的政策、资金、人才、信息等各类创新资

源，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要坚持外引内培并重，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做大

做强，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发展产业集群。要重点关注成长性好、发展

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各类要素配置上予以重点倾斜，助推高新

技术企业做大做强。

（二）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集约发展

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一批传统优势企业，引导传统优势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引进人才、自主研发、购买专利等方式，加速创

新、转型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也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推进实施高新技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科研

重大专项“揭榜挂帅”机制，重点围绕营口市传统优势产业领域，面向全

市高新技术企业等征集重大技术需求，支持市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联合

产业链上下游有共同需求的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产学研对接合

作，共同攻关解决营口市高新产业“卡脖子”技术难题，从而引领高新技

术企业实现高质量跃升。同时，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功能区，营造有利于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形成产业生态圈，在龙头企业带领下，

持续不断扩大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涵养能

力，构建企业创新生态链。

积极参与国家科技项目，获得更多科技资源。高新技术企业应积

极申请国家科技项目，通过项目合作，获取更多的科技资源。参与国家

科技项目，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还可以扩大企业在行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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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同时深化产学研联盟，促使企业

能够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精准支持第一、第三产业，提升创新能力

综合运用研发费用后补、科技创新券等财政政策，着力引导第一、

第三产业高企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创新券预算资金、资助范围和资助比

例，鼓励中小型高企购买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服务资源，建立产学研合

作网络。与此同时，省市协同优化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管理体系，重点支

持高企牵头申报实施重大重点专项，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启动企

业研发机构建设行动，积极引导规模以上企业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工程

中心、实验室等，大力度引进共建大院名所，鼓励高校、高新技术企业合

作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企

业研究院等省级研发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输送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重点引导第一、第三产业高企建立高水平创新体系，完善创新投入机

制、管理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依据营口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加大第

一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力度，在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同时，扩大第

三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合理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各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市场开拓、产业协作等领

域加强对接与合作，满足创新驱动发展需求。营口今后持续发挥高新

技术企业的支撑作用应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为重点，大力发展短缺行

业，以实现各行业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同时，要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技术，加快新能源汽车等潜力较

大的产业快速发展。积极推进高新技术改造化工、纺织、冶金、等传统

工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四）聚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和新型材料等战略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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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集群，提升全市镁、铝和粮油产品深加工产业整体研发创新水

平。加大招商力度和精准度，瞄准产业结构调整，着重在镁、铝和粮油

产品深加工产业以及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引一批具有引领性

的高新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高校的优势和高端创新平台、

高校科研院所的项目作用，推动科技成果在营口转移、转化、嫁接，加

速产业化进程，发展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加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

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强以重点企业为依托的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的建设，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各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扩

大占经营比重较大的镁、铝和粮油食品深加工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为实现日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一定基础。同时，在营口市构建的

“534”工业发展格局基础上，通过在五大工业支柱产业、深加工三大特

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充分发挥营口当地大企业的骨干带头作

用，加大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科学培育产业集

群。通过产业集聚的作用，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

高新技术企业重点产业分布单一问题，持续巩固在高新技术企业对营

口发展的支撑作用。

注：文中所有数据均由营口市科学技术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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