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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仅2009年，省财政就安排了18.6亿

元重点支持了企业技术改造、自主研发

和科技成果转化。为了保证专项资金的

使用效益，还明确资金来源，划定资金

使用范围，确保专款专用。

二是灵活运用贷款贴息、科技风

险资金投资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2009

年，省财政安排7亿元企业技改财政贴

息资金，重点支持了装备制造和原材料

两大基地建设，全年共支持华晨汽车、

东北特钢等重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133

项，支持抚顺高新工业园区等发展项目

3项。借助财政贴息杠杆，共吸引银行

贷款202.7亿元，拉动民间投资139.6亿

元，为出口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

三是调整资金投向，促进企业加

强国际科技合作。2009 年，省财政安

排资金2.5亿元，支持收购国外科技型

企业37户，引进海外研发团队211个。

2010年的资金支持比2009年增加一倍，

并购国外科技型项目50项，引进海外

研发团队208个，加强了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

近
年来，辽宁对外贸易整体实

力提升很快。2010年，全省进

出口总额实现806.71亿美元，

增长28.2%。伴随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

辽宁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不断加

快。而在这一进程中，财政杠杆的作用

功不可没。

1．加大“三自三高”产品投入，优

化外贸商品结构

为了转变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辽宁省财政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高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及高效益”出口产品的支持力

度。使辽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机

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2010年辽宁

机电产品出口187.4亿美元，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53亿美元，分别增长30.8%和

40.5%。

一是设立专项资金。设立了关键

技术攻关及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化、校企

合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利

技术成果转化等十几项科技专项资金，

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的资金投入体

四是实行奖励政策。各级财政不

断加大科技创新奖励力度。2009年，沈

阳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

品称号的企业以及新认定的国家级研

发机构等给予300—500万元的奖励，对

当年通过技术改造新增销售收入超过

3000万元的企业给予奖励，鼓励生产和

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对使用单位

按设备价格20％给予补助，对研发生产

企业给予1000万元奖励。

2．加大对“三大战略区域”投入，

培育新的外贸增长极

各级财政紧紧围绕“沿海经济带

开发开放、沈阳经济区建设、突破辽西

北”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依托三大区域

的开发区和特色产业园区，在全省培育

新能源、装备制造和船舶等特色产业出

口基地，形成新的外贸增长极，特色产

业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2010年，辽宁

省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454.5

亿元，同比增长33.56%，首次跨入全国

装备制造业产值万亿元行列。装备制造

业完成出口交货值1453亿元，同比增

长28.4%。此外，船舶制造业在辽宁出

口增长中作用也愈显突出。

一是实施税收增量返还。从2006

年起，辽宁对沿海经济带重点发展区域

上缴的省级税收收入给予70%的定比

增量返还，对省政府陆续批准新纳入沿

海经济带区域的2008年以来注册企业

上缴的省级税收收入给予70%返还。

二是实施特色产业项目贷款财政

贴息。对重点发展和重点支持区域内的

装备制造、原材料加工、精细化工、农

产品精深加工、纺织、医药等行业的技

术改造和服务业项目，省级财政优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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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期限的贷款贴息。2009年，在实

施省级税收增量返还、收费减免等政策

的基础上，省财政投入3亿元产业项目

贴息资金，促进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发

展 ；投入7.3亿元支持“辽西北战略”中

朝阳、阜新、铁岭三市重点工业园区建

设 ；投入1亿元推进沈阳经济区发展。

2010年，在继续实行税费优惠扶持政策

的基础上，省财政安排15.9亿元支持沿

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地区产

业园和产业项目的建设。

三是直接补贴。对出口企业开展

质量体系认证、产品对外宣传与推介、

参加国际专业展览会、出口产品升级以

及在国外注册产品和发布信息等产生

的费用予以资助。

多项财政措施并举，使得依托产

业园的新出口基地快速发展，2010年前

5个月，辽宁出口船舶7879艘，比2009

年同期增长97.1%，出口贸易额达16.76

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68.9%。据

统计，2010年9月份，辽宁出口增长速

度加快，其原因之一便是船舶出口快速

增长的拉动，船舶出口5.71亿美元，增

长86.96%，拉动出口增长7.2个百分点。

3．加大对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投入，优化外贸产业体系

一是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第一，加大对农业综合开

发的投入，集中支持粮食等主导产业发

展。2011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40

万元，新建16个省级水稻育插秧机械

化示范县，并全面启动粮食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辽河流

域100万亩水稻、辽北100万亩玉米两

个粮食现代农业示范区。第二，实施特

色产业开发工程，支持具有辽宁特色和

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2010年，省

财政新增7.9亿元资金，支持设施农业、

水产养殖等。第三，建立农产品精深加

工基地。省财政充分发挥技改资金的导

向作用，对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农产

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贴息支

持 ；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上市融资 ；

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与此同

时，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第

一，扶持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发展。支持

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在工程承包、系统集

成、设备租赁、提供解决方案等方面开

展增值服务，以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全省

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逐步实现辽宁由

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第二，

促进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特别

是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中，以大

连为龙头，以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等为

主导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三，通过

建立服务业发展专项奖励资金、贷款贴

息、直接补助等方式，着力支持传统服

务业优化升级。2009年，省财政安排资

金4亿元，用于推动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加快发展。2010年，规范了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置，进一步促进了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辽宁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

业已经成为辽宁外贸增长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0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34亿美元，全省服务外包出口总额达

21亿美元，同比增长30.4%。

4．加大中小企业投入，培育多元

化的外贸经营主体

在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的基础上，

省财政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在外贸发展

中的生力军作用，多措施、多渠道支持

中小企业，使外贸增长的主体多元化。

在财政杠杆推动下，辽宁民营经济产品

结构不断优化，出口规模和国际竞争能

力不断增强。2010年民营经济出口交货

值达1502.5亿元，同比增长15.5%。

一是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信息平台建

设、培训体系建设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

二是实施政府采购优先政策。为

了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名牌以

及产业集聚，政府采购项目优先采购获

得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的中小

企业产品，优先采购获得国家驰名商

标、省著名商标、国家和省名牌产品、

国家地理标识产品、境外注册自有商

标、国家重点支持名牌出口商品等荣誉

称号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生产基

地设在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和省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中小企业的产品。

三是搭建融资平台。省财政设立

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

金，并制定了管理办法，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2010年，共运用财政担保

资金47.4亿元，为1319户中小企业提供

担保贷款13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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