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辽宁科技大学国家级科技园的功能定位，从学校对科技园的期许及自身

的资源禀赋出发，结合近年来科技园经营发展的深厚积累和沉淀，着眼于科技园

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规划和愿景蓝图，依托学校现有科研团队和科研成果，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成果转化为重要任务，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的产业集群和科研转化团队，努力孵化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培养一

批具有创新创业精神、能够担当企业经营管理重担的经营性人才。基于此，辽宁

大学国家级科技园在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中期内，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四个九”）

开展战略实施工作。 

精准发力打造九个产业集群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依托辽宁科技大学的学科优势、

科研团队，深入挖掘相关科研成果，综合利用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的各类资

源，创新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造九大产业集群。 

（1）绿色冶金产业集群。冶金产业是重要的原材料工业部门，为国民经济

各部门提供金属材料，也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鞍山作为中国的钢都，是冶金

相关产业的重要聚集地；而我校又是一所具有冶金行业背景、冶金特色突出、相

关学科优势明显的高等院校。因此，本着地缘优势和学科优势，科技园将重点围

绕冶金行业做文章，打通产业链条，汇集金属矿物的勘探、开采、精选、冶炼、

以及轧制成材等各类业务模块，努力孵化相关企业，精准发力，打造绿色冶金产

业集群。 

（2）焦化及环保产业集群。煤焦化行业生产的焦炭、煤焦油、煤气等产品，

是炼铁、医药、农药、炸药、染料等行业的重要原料，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

我校煤焦化相关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尤其是相关学科入选辽宁省一流

学科，将进一步促进科研水平的提升。围绕洗选、炼焦等生产环节和生产工艺以

及与之相关的环保技术，聚集各种资源，促进相关科研成果转化，精准打造焦化

及环保产业集群。 

（3）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功能材料是通过光、电、磁、热、化学、生化等

作用后具有特定功能的材料。功能材料涉及面广（具体包括光、电功能，磁功能，

分离功能，形状记忆功能等等），相对于通常的结构材料而言，一般除了具有机

械特性外，还具有其他的功能特性，因其应用领域宽泛，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较



大的附加价值，相关产业发展前景非常光明。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特种材料、精

细材料等功能性材料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我校相

关科研团队及科研人员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取得了多项专利和科技成果

奖励，相关产品已被中航科技集团采用（国内唯一符合承接国家航天设备项目要

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科技园将围绕这一领域精准发力，促进相关成

果产业化，打造相应的优势产业集群。 

（4）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镁质矿产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广泛应用

于冶金、建材、化工、航天、航空、军工、造纸、电子、农业等领域。辽宁省的

镁资源储量非常丰富，是世界“四大镁矿产地”之一；近年来，围绕镁资源的开

发和综合利用，辽中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我校镁质耐火材料相关

专业和科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已与鞍山、大石桥等地的相关企业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依托前期积累，科技园可在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加大扶持

力度，汇聚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积极打造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 

（5）绿色有机农业产业集群。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人民收入的增长和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十分渴望能得到

纯天然、无污染的优质食品，发展有机农业、生产开发有机农产品和食品正可满

足这一要求。“十二五”期间，中国有机农业发展速度保持在 10%以上。我国有

机农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有机农业的发展空间十分广泛。我校化工学院

相关科研团队及科研人员已经与科大聚龙集团等企业开展了有效的产学研合作，

开发和利用生物农药，开展有机水稻、有机野生猕猴桃的种植，以及麻鸭的有机

养殖，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沿着这一产业路径，科技园将进一步拓展

产业链条、寻找新的产业商机，孵化更多的企业和项目，积极打造绿色有机农业

产业集群。 

（6）互联网+产业集群。近年来互联网对产业的影响正在凸显，互联网主体

已经逐渐渗透到企业和全产业链条、全生命周期，产业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产

业互联网对生产、销售流通、融资、物流交付各个领域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互联

网+金融+各个领域的全新商业模式将在各个产业环境中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平台

公司。作为科技型企业孵化的重要平台，科技园应抓住互联网科技发展的时代脉

搏，充分挖掘我校计算机、软件、自动化等专业的科技优势，积极探索互联网+



的新领域，逐步打造成熟的互联网+产业集群。 

（7）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的老工业基地，辽宁的装备制造业

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装备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

的时代节点，先进装备制造业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先进装备制

造业也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校在机械、自动化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学科

和技术优势，可以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引进相关产业资本，孵

化相关企业，逐步打造有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8）现代医药产业集群。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

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是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重要产业部门。医药行业

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为计划生育、救灾防疫、军需战备以

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校生物等相关学科可在现

代医药产业中大有作为，科技园可以积极促进相关科研成果的校企对接，挖掘有

潜力的项目成果进行孵化，逐步打造现代医药产业集群。 

（9）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

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

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

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

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我国早在



（1）以汪琦教授为核心的绿色冶金科研团队。我校作为冶金行业的传统院

校，在材料、冶金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学科基础，拥有化学冶金工程辽宁省重

点实验室以及博士学位授予权。以王琦教授为核心的冶金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

多项国家研究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与鞍钢等省内外大型钢铁企业合

作，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科技园将加强与该团队的联系，整合资

源，促进相关科技成果转化，为绿色冶金产业集群的打造奠定智力基础。 

（2）以余江龙教授为核心的焦化及环保科研团队。我校的化学工程相关学

科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较强、学科科研发展水平较高，拥有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辽宁省重点特色学科（化学工艺学科），建有辽宁省先进

煤焦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先进煤焦化技术工程技术

中心、精细分离工程中心（辽宁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原冶金部重点实验

室（化学工程研究中心）。近年来，以余江龙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煤和生物

质清洁转化与利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科技园将依托该团队的技术优势，

积极孵化相关企业，努力打造焦化及环保产业集群。 

（3）以胡知之、张志强教授为核心的有机光电子材料研发科研团队。依托

我校化工学院相关科研骨干教师及高水平科研成果，在分子识别与生物成像研究、

金属有机催化研究、聚酰亚胺研究、精细化学品开发、生物传感器研究、有机光

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所开发

的耐高温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薄膜是国内唯一符合承接国家航天设备项目要求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科技园将与该科研团队密切联系，加强沟通，协调资

源，进一步促进团队科研成果的转化，打造优秀的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团队。 

（4）以赵洪阳教授为核心的镁资源综合利用科研团队。高温材料与镁资源

工程等相关学科在我校发展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有着鲜明的教学、科研特色，

主要承担高温材料、菱镁矿选矿提纯、镁化工、镁建材四大方向的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工作。近年来，以赵洪阳教授等专家构成的科研团队，在镁资源综合开发

利用方面（尤其是镁制耐火材料）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可为相关产业集聚提供

技术和人才支持。 

（5）以王勇教授为核心的绿色有机农业科研团队。王勇生物工程学科团队

是我校重要科研团队，团队结构合理、精干高效。近年来，团队在生物农药及其



质量控制研究、生物肥料改善作物品质和改良土壤结构的机理研究、食品生物技

术及天然产物精细分离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并在校企合作方面进行了

有意探索。该团队与科大聚龙集团合作运营的有机农业板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未来几年里，科技园将加大与该团队的合作力度，促进更多技术的

转化、更多项目的落地，努力打造绿色有机农业产业集群。 

（6）依托软件学院打造的互联网+科研团队。我校的软件学院近年来发展迅

速，在图形及图像处理研究、中文信息处理研究、软件工程、数据挖掘等方面实

力突出、成果丰富。学院的科研团队不但有较突出的计算机基础研究成果，而且

善于把计算机科研成果从理论推向应用；承担或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63 高技术计划信息领域资助项目、省部级项目和横向项目多项，具有多项国家

实用型专利。科技园将积极引导产学研对接，推介相关项目，关联相关产业，努

力打造快速成长的互联网+产业集群。 

    （7）依托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打造的先进装备制造科研团队。机械工

程与自动化学院是我校办学历史比较悠久的学院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拥有辽宁科技大学先进磨削技术研究所、辽宁省高校冶金设备及过程控制重点

实验室、冶金设备及过程控制重点实验室等优秀的科研平台，不仅为辽宁省地

方经济建设而且为全国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冶金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才，还承

担了大量国家、国防重大项目、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和冶金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

宋华教授的科研团队已经有多个项目落地科技园，科技园未来将充分挖掘相关

学科和技术潜力，紧紧抓住国家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努力打造先

进装备制造科研团队和产业集群。 

（8）依托化学工程学院打造的现代医药科研团队。我校化学工程学院生物

工程方向的相关研究人员和团队，在生物药物右旋糖酐及其新工艺研制、新剂型

开发，新型医用抗生素的筛选、鉴定与药理分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已

有一批先进成果具备转化应用潜力。科技园将积极关注和跟踪，适时给予推广和

孵化，培育优质企业，打造优秀的科研团队和相应的产业集群。 

（9）以刘声远教授为核心的文化创意科研团队。近年来，依托学校工科专

业的背景和优势，立足辽宁中部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升级，围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建设，学校逐渐形成了以刘声远教授为核心的文化创意科研团队，团队特色鲜

明，“民间传统手工艺技术与现代设计艺术的结合”、“多学科门类交叉融合，组



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团队在手工艺设计、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工业设

计与加工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团队师生在玉雕、动画等领域已经

开展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活动。科技园将与该团队密切合作，扶持相关企业，积极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综合配套打造九个龙头公司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以企业为载体，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快速成长更加离不开优

秀的龙头公司。在科技园未来发展战略实施落地过程中，我们将以打造优质的龙

头公司为重要抓手，依靠龙头公司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积

极性，吸引相关资本进行投资兴业，引领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智力汇聚、企业汇

集的良性发展局面，为相关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奠定坚实的企业基础。 

科技园以辽宁科技大学为依托，以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为基础，以技术创新、

孵化、辐射为重点，努力实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

展壮大，科技园已成为鞍山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技术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企

业孵化基地、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基地、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辐射基地、产学研结

合示范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相应地，孵化培育出辽宁科大托田炉料有限

公司、辽宁科技大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辽宁科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科大聚龙

集团等多家优质企业，可分别作为绿色冶金产业、焦化及环保产业、互联网+产

业以及绿色有机农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 

下一步，科技园将继续加大既有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围绕龙头企业招商引

资、汇集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初步形成相应的产业集

群。与此同时，高效整合学校、政府、企业、社会资源，深入挖掘科研项目和科

技成果，创新合作方式，继续推进校企合作，努力促成项目对接，围绕先进装备

制造业、现代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以及功能材料相关

产业，重点做好龙头企业的孵化工作，补齐短板，完善板块，为科技园的全面发

展奠定现实基础。 

加快开发打造九个经营人才 

企业之间的竞争，首先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企业家能力素质的竞

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企业正在加快把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



动者素质提升和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这就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经

营管理人才。无论是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自身，还是科技园孵化的各类企业，要

在未来更为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必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

理念和方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加快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大力加强经营管

理人才的培育和队伍建设。 

目前，科技园已经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扶持了诸如邹力、李会一等优秀的

企业家，在相应的产业领域中，带领着各自的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此

外，科技园还积极支持大学生创业，培养优秀的青年企业家，科大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的创始人李春宇、鞍山易升科技的伏全皓、鞍山影像力的张岩，便是近年来

科技园帮扶培养的优秀青年创业者。未来几年里，科技园将继续秉持人才优先发

展的战略思维，将招才引智与孵化培养有机结合，优化人才培养和使用环境，汇

聚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抢占人才制高点，为科技园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智力

基础。 

在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借助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的有利

契机，科技园依托辽宁科技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整合学校、政府、企业、

社会的多方资源，找准功能定位、突出战略重点、狠抓战略落实，锐意进取，不

断创新，科技园一定会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科技园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辽宁科技大学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未来蓝图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目标，稳步实现。经过未来 5 至 10 年的发展，科技园的最终目标

是，把辽宁科技大学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是：科技园硬实力显著增强，孵化科技企业 100 余家，年销

售收入达到 30 亿以上，优秀龙头企业实力雄厚，相关产业集群初步形成、稳步

发展；软实力方面，按照现代管理理念和思维，完善科技园治理结构，理顺内外

关系，形成良好的制度体系，建立控股（参股）企业经营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科技园的功能完备，知名度显著提升，对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撑作用明显提高。 

（2）两个平台，有效运转。科技园对内是辽宁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校

企合作的出口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学校的科研项目、科学技术得以产业化，实



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反哺学校的教学科研，为学校发展提供必要支

撑。对外，科技园则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整合多方资源，进行科技企业孵

化的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孵化优质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经过未来五到十

年的发展壮大，两大平台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协调运转，科技园发展步入良性

快速发展的轨道。 

（3）三个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园的美好未来，离不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

升，努力锻造内功才能实现科技园发展的阶段目标，形成科技园的核心竞争能力，

促进科技园的长期发展。未来五到十年，科技园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孵化能力、

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科技园与政府、高校、企业的联系将更加紧

密，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明显增强，能够有效地整合人、财、物、技术、信息等

资源，资源的汲取、利用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园能够顺应市场需求，为创业者提

供技术、信息、资金、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综合帮扶，企业孵化能力明显提升。

最后，摸索出一套适合科技园自身经营发展需要的经营体制和管理体系，科技园

自身经营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明显改进，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 

（4）四个抓手，有力落地。经过未来五到十年的努力建设，科技园的“四

个八”战略规划得以有效实施，八大产业集群初步建立，其中，打造有一定规模、

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两到三个；八个科研团队研发能力明显提升，面向市场

的科研成果不断涌向，为科技企业孵化和产业聚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八家

龙头企业补齐短板，持续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的辐射、引领作用突显，围绕龙头

企业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八个经营管理人才开发完成，形成相应的经营管理团

队，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日益显现，人才聚集效应开始呈现，较好地推进企业和

产业的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