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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点任务分工

序 号 牵头部门 兹凑力日音阝i刁

1
紧紧跟踪不断变化市场需求 ,调整农业内部的产业产品结构。农业 内部结构更趋合理 ,牧 、渔业增
加值 占农业增加值比重由目前的不足 50%提高到 55%以 上。

省农委
省海洋渔业厅、

省畜牧局

2

以研发农业新品种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各为重点 ,加快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重点支持
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化育种企业、工厂化智能农业和高效设施农业发展 ,以 种子研发和先进适用技
术装各推广来示范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用 科技与管理为手段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
业基础保障更加稳固 ,农 田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有效改善 ,生产设施化和手段信息化进展快速 ,综

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省农委

3

鼓励引导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农业发展。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 ,以

节地、节水、节肥、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改善农业生态为重点 ,鼓励支持农事企业或合作组织积极开
展立体栽培、节水灌溉、生态养殖、海洋牧场等集约型、生态型、循环型农业发展。

省农委
省海洋渔业厅、

省畜牧局

4

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发展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和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人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支 持引导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家庭农场等规模化标准化农业发展 ,鼓励I商资本发展适合
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程度和农业生产效益。

省农委

省国土资源厅、

省林业厅、省畜

牧局

拓展农业产业链。新型经营体系更趋成熟 ,适度规模经营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形成 ,经营组织化程
度稳步提高 ,生 产经营效率和效益进一步增长。鼓励引导各类企业和农业经营组织大力发展农业

产业化 ,支持种养加销一体化企业发展 ,最大程度地提高农业经营效益。重点支持信用记录好、产
业链条长、产品技术优势强的龙头企业扩大生产基地规模 ,提高对农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的带动能
力。

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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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强化发展优势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我省在石化和冶金装各、矿山和工程机械、数控机床、发电和
输变电设各、船舶等传统产业的优势 ,提高在中高端汽车及零部件、通讯设备等领域竞争能力 ,壮大
核电装备制造、石化煤化工装备、软件技术开发、环保装各等产业 ,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轨道交通、新
能源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高总成总装能力和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 ,支持骨干企业提高工业
设计能力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抓住国家

“
一带一路建设

”
战略机遇 ,开拓国际国内市场。重点发展

航空航天装各、汽车及零部件、船舶、高档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关键基础装各等产业。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省 发展

改革委

省外经贸厅

7

加快推进石化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着力重点建设世界级的大连长兴岛(西 中岛 )石 化产
业基地、盘锦辽东湾新区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 ,调 整优化建设抚顺化工及精细化工园区、辽阳
芳烃及精细化工基地、锦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集群、葫芦岛聚氨酯产业基地、营口仙人岛能源化
工区、沈阳化学工业园、鞍山煤焦油深加工基地、阜新氟化I产业基地等 ,其它地区不再布局发展石
化项 目。全力推进中石油长兴岛炼化一期、恒力石化炼化一体化、中国真器辽宁华锦石化改扩建、
辽阳石化俄油加工优化增效改造等重大石化项 目前期工作并力争早 日开工建设。积极支持国有、
民营、外资企业加快创新发展。调整炼化结构。坚持炼化一体化 ,“ 巩固油头、做强化身

”
,减少成品

油产量 ,提高和优化基础化工原料、三大合成材料、橡胶制品业等大宗石化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结
构。坚持少出成品油、多出化工原料原则 ,优化资源配置 ,尽力满足增产烯烃、芳烃需求。优化提升
传统石化产业、大力发展精细化I产业。提升现有炼厂加氢裂化、加氢精制等二次加I装置的平衡
能力 ,加快优化增效改造和油品质量升级步伐。努力提高

“
三烯三苯

”
、对二甲苯 (PX)、 环氧丙烷、

环氧乙烷 /乙 二醇等基础化工原料供应能力 ,拓展烯烃、芳烃产业链和发展空间 ,夯实下游产业转型
升级原料基础。发展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苯乙烯、ABS五 大通用合成树脂 ,加 快发展国内
供不应求的高端专用树脂、功能性树脂和复合材料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差别化纤维单体 ,提 高功
能性纤维比例 ,提高丁苯橡胶、顺丁橡胶等通用合成橡胶生产能力 ,做好碳四综合利用深加工 ,拓宽
原料渠道 ,优先发展特种橡胶产品。加快发展航空轮胎、特种工程轮胎。提高胶带、胶管、胶件、目
用及医用等橡胶制品生产技术水平。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 经济 和

信息化委

省环保厅、省 国

土资源厅

进一步调整优化冶金建材产业。严格控制新增产能项 目,淘 汰落后产能。通过政府引导、企业 自愿、
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方式 ,支持企业以关停、更新、改造、搬迁等方式 ,置换发展有利于优化布局、技
术升级、提高品种质量、节能环保和高效低成本的先进产能。调雒优化产品结构。重点发展高速铁
路、高强度轿车、新能源用钢及不锈钢产品。重点发展铝材深加工。重点发展太阳能玻璃、超薄基板
玻璃、无铬耐火材料、膨润土精细加工、石英陶瓷坩埚深加I制 品 ,大力发展隔热隔音材料、防水材料、
技术玻璃、水泥制品等低能耗、高附加值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绿色建材 ,推进建材部品化。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 经 济 和

信息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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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农产品加I产业。推进特色产业基地与加I园 区建设。深度开发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营

养强化食品等新型产品 ,发展工业配件产 I馅 以及可降解、可凵收利用的塑料制品。利用玉米和秸秆

为原料生产加工燃料乙醇。重点发展高档复合非织造布、高性能过滤材料、碳纤维、芳纶纤维、等高

性能新型纤维材料及生物基纤维等。加快服装 自主品牌建设 ,推 进品牌服装发展。打造一批 白主

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

购、控股等方式 ,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大力支持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 ,鼓励企业与

农户及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引 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 ,积极发展

农产品全产业链 ,形 成一批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集群。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

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建设一批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的生产基地。实施
“
专精特新

”
中小微

企业培育工程 ,大力培育
“
生产专一化、研发精深化、产品特色化、业态新型化

”
的中小微企业 ,提 高

中小微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推动
“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增强产业配套水平。鼓励

“
专

精特新
”
中小企业建立和实施标准体系。组织

“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 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省

中小企业局、省

外经贸厅

10

挟持高端装各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新材料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发展前景好 、有市场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培育新的竞

争优势。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经 济和

信息化委、省

科技厅

紧紧围绕工业优化升级、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扩大现代服务业增值空间 ,提高生产性

服务业对产业的支撑拉动作用。

革

业

改

务

展

服

发

丶
省

省

委

委

加快升级生活性服务业。紧紧围绕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 ,积极创造新型服务产品 ,推 进生

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省服务业委

省文化厅、省旅

游局

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 进国资国企改革 ,大 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 进金融改革创新。

启动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金融与产业深度整合 ,在产业 (创 业 )投资引导基金下设立产业金

融投资基金 ;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提高非公经济比重。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国资委、

省政府金融办

省 中小企业局、

辽宁证监局、大

连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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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推进市场化资源配置 ;改进和规范政府招商引资工作 ;加快

“
信用辽宁

”
建设 ,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 ;合理优化税费结构 ,为 企业减负。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财政厅
省外经贸厅

编制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十三五

”
总体规划 ,确 定全省产业结构调耱升级的思路。各部门根

据总体规划制定本领域和本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专项规划 ;各地加强地区规划与国家和全省发
展规划的衔接 ,全面推进我省产业健康和谐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 各市政府

制定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 ,通过制定鼓励类项 目、限制类项 目、淘汰类项 目目录明确产业结
构调整方向 ,用 以引导各类资金流向。

省发展改革委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I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资金 ,稳定我省支持传统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充 分整合
和利用现有相关专项资金政策 ,加 大对重点骨干企业的挟持力度。积极拓展对外发展空间 ,扩 大对
外投资合作。增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强化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的意识 ,集 中精力突破、掌
握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强化I业基础能力和支持国际产能合作、装备

“
走出去

”
资金支持政策 ,

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省 发 展 改 革

委、省 经 济和

信息化委

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省外经贸

厅

统筹储备和建设一批对全省产业结构调格和升级影响较大的重大项 目。同时 ,鼓励投资额较小的
转型项 目。以建立项 目库为抓手 ,进 一步筛选项 目,统筹纳人省市项 目库中。

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省农委、

省服务业委

把辽宁省产业 (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作为促进全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最大程度地利
用引导基金体现政府引导意图 ,放 大社会资本 ,专业化与市场化运作 ,推 动全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 ,推进全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省发展改革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