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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关键一步，也是辽宁省工业升级转型的必

由之路。本文通过调研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现状，结合实际产业数据，运用产业结构计算分析辽宁省

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利用 ARIMA 对未来 10 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主营业务进行预测，从产业结构的

发展现状、政策扶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基础以及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出辽宁省依托省高端装备

制造业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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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具有高科

技附加值、高效益产出的装备制

造产业，可加速推动装备制造业

整体发展，也是美国“再工业化”

和德国“工业 4.0”计划的重点，

其发展已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手段。辽宁省作为东北老

工业基地，一直享有“新中国工业

摇篮”的美誉，近几年来其高端

制造行业发展也呈现上升趋势，

为辽宁省经济的发展提供极大的

动力，对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和

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但与国际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一、辽宁装备业数据分析

与发展预测

（一）产业结构测算分析

本文采用产业超前值方法测

算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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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前值小于 1 表示产业结构

落后，超前值大于 1 表示产业结

构超前。用公式表示为 ：

                       

    （1）

Vi 为i 部门的结构超前值 ；ai

为基础时期的增加值，bi 为报告

时期的增加值 ；A 为i 部门所在产

业基础时期增加值，B 为i 部门所

在产业报告时期增加值 ；r 为i 部

门所在产业的年增长率，n 为基

础时期和报告时期所间隔的年限。

（二）未来高端装备制造业

增长预测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是研究

时间序列的重要方法，通常记作

ARIMA(p,d,q)。其中 p 表 示自回

归系数，表示序列值滞后 p 阶 ；

d 表示所用数据需要 d 次差分才

能变成平稳序列 ；q 表示滑动平

均系数。需要 假设 p,d,q 已知，

则 ARIMA 的数学表达式为 ：

（2）

其中 ： 表示 AR 的系数，

表示 MA 的系数。

本文以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

制造 业 2010—2019 年的主营业

务收入（表 1）为研究对象，并

以此为基础运用自回归移动平均

模型，预测 2020—2028 年的主

营业务收入。

根 据历史数 据计 算，得出

最适合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为

依托高端装备制造业 促进辽宁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1  2010—2019 年规模以上辽宁
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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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辽宁省统计年鉴 20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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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MA(2,0,2) 并得到如下预测时

间序列图。

2020—2028 年的辽宁 省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预测主营业务

收入额，如表 2 所示 ：

由预测数据可见，辽宁省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预

测值 2020—2022 年呈波动上升趋

势， 由 2020 年 10992.1 亿 元 增 加

到 2022 的 15104 亿元，预测年平

均增长速度为 12.5%，说明辽宁

省装备制造业在短期仍呈上升趋

势 ；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趋于波

动上升，波动原因主要是受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技术核心竞争力影响。

二、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

业发展现状

（一）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

业产业规模概况

在我国明确的五项高端装备

制造业重点方向中，辽宁省的轨

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和智

能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有着独

特的优势。据《辽宁省统计年鉴

2008—2020》数据显示，辽宁省

高端装备制造业 2019 年工业总产

值为 28222.4 亿元，较 2018 年的

26066.8 亿元，增长 2155.6 亿元，

同比增长 8.27%。近几年的工业

总产值虽低于前几年，但总体呈

回升趋 势。截 至 2019 年末，辽

宁省生产的铁路机车数量为 389

台，比 2018 年增长 30%，金属切

削机床生产数量 2.5 万台，汽车

79.1 万辆。

（二）辽宁省对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相关扶持

2016 年辽宁省金 普新区率

先在东北地区建设“国家级高端

装备和智能制造软件质量监督检

验东北分中心”，也为辽宁省及

东北地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方向转型升级提供有力保障。

2019 年 2 月 18 日辽宁 省政 府印

发《辽宁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工程实

施方案》，方案提出辽宁省将重

点放在航空装备、海工装备及高

技术船舶、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

车、重大成套装备，发展壮大高

档数 控机床、机器人 及智能 装

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集成电

路装备这 8 大领域。2019 年 6 月

和 9 月，分别成立了中德（沈阳）

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委员会和辽

商总会高端装备委员会，以此实

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享创

新、共同奋斗的目标。

（三 ) 高端装备制造业基础

较为雄厚

自 2014 年以 来， 辽宁 省以

创新驱动作为培育装备制造业

的基础，以沈阳机床、特变电工

沈变 集团、沈 鼓 集团、沈飞 集

团、沈阳黎明、辽宁省船舶重工

集团、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等企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

业，在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工作中成为推动辽宁地区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及经济增长的

新动力。

（四）研发能力不断提高

高端装备制造业意味着高水

平的技术和科研能力，因此对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经费投入就显得

尤为重要。据《辽宁省统计年鉴

表 2  2020—2028 年预测规模以上
辽宁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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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2028 年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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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0》显示，辽宁省的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 2010

年的 287.5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

508.5 亿元，同比增长 49.53%。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也 从 2010 年 的

21.5 万人次增长至 2016 年的 25.1

万人次。随着科技活动从业人员

数量的增加，以及科研经费投入

的大幅度提升，辽宁省的专利申

请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

专利授权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

据统计，在 2019 年专利申请受

理数 69732 件，专利申请授权数

40037 件，显示出辽宁省的研发

能力逐年提升，从而带动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

三、依托高端装备制造业

促进辽宁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途径与对策

（一）积极吸收先进技术，

形成自身实力

首先，增强对成熟技术的吸

收能力，学习和研究引进的先进

设备，增加原有设备功能，提高

企业的自身水平 ；其次，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和意识，力争生产出

属于自己的高技术、高精度的产

品 ；再次，加大对先进设备的投

资，可根据辽宁省的实际需要只

引进关键部分的技术和设备，进

而对其进行吸收和创新 ；最后，

推出相应政策，鼓励大中型企业

引进学习先进技术。

（二 ) 利用自身优势，形成

产业集群

1. 增强企 业之间的配套生

产。以自身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

重点区域为基础，充分发挥临港

资源优势，结合周围城市群，形

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各个产

业相互连接，由单一产业连接成

产业链，再由产业链形成产业关

系网，促进产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

2. 抓住机遇进行体制改革。

注重与周围城市乃至东三省之间

的相互联系，取长补短。打造出

关联度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

基地，加强主导产业及其关联产

业的横向连结，最大限度提升辽

宁省的国际竞争力。

3. 延伸产业链，形成辐射范

围广的产业结构。利用辽宁省东

濒黄海、西临渤海且处于环渤海

地区的圈首的地理优势，加强与

其他省市装备制造业的交流，以

此来促进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

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

立自强即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辽宁省船

舶重工、辽宁省轴承厂等大型企

业，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先进

的科研团队，可利用其自身优势

进行原始创新，拓展和掌握关键

技术。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缺乏

高精尖人才，大多数企业对技术

人才的待遇和投入不足。因此，



38

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应争取尽快增加专业技术人员薪

酬，健全技术研究团队，努力吸

引海内外科技创新型人才。

（四）走节能减排、绿色发

展的道路

积极推 进辽宁省风电厂和

红沿河核电厂的建设，不仅是辽

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的机遇，也符合低碳化发展需

要。同时，清洁能源站的建设也

会吸引大型企业落户辽宁省、带

动相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进而

形成 产业结构完整、规模强大

的产业集群。

（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建议推出降低先 进设备的

进口关税等税收减免政策，鼓励

企业引进先进设备技术 ；举办国

家级自主创新竞赛等人才选拔通

道，出台相应吸引人才政策 ；同

时提高装备制造业研究项目财政

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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