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5年2月26日

鞍山市全力推动央地合作共赢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黄思涵 张微微

鞍山市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央地合作的工作部署，深度聚焦

“深化央地融合发展、创新央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的合作主题，牢牢把

握“国家所需”“央企所能”“鞍山所长”的合作主线，全市上下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组建央地合作专班，设立央企服务科。总体统筹 28 家部门按行业领域谋

划推进项目落地，10个县（市）区、开发区按产业基础夯实项目。市委、市政府

月调度、季总结，围绕资源向“活”、产业向“新”、项目向“实”、交流向“质”

多维度推进央地合作，展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一、鞍山市央地合作项目发展现状

鞍山市委、市政府围绕央地合作坚持高位谋划高位推动,秉承来鞍驻鞍央企

“自家人”、推动央地合作“牵线人”、真心解决问题“服务员”的理念，在产



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生态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2023

年以来，共滚动推进央地合作项目 159 个，总投资 3021.27 亿元。18 个项目列入

2024 年省央地合作重大项目库，年度投资完成率 110%，项目开复工率达到 100%。

鞍山市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与央企形成融合发展之势，央地“双

向奔赴”擘画振兴发展新蓝图的步伐铿锵有力。

（一）向“活”推进央地资源合作

鞍山市整合央地资源、资本、资产三期叠加优势，让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成

为发展优势，注入强大发展动能。

央企在鞍布局再创新高。2023 年以来，包含鞍钢集团总部在内的 29家央企

156 家央企分支机构在鞍落户，中国能建集团东北首家地级市域总部在鞍设立。

资本投资模式实现创新。辽宁奥亿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引入中国石化等央

企战略投资人，在国内率先推动第三代半导体热场隔热材料的进口替代，进一步

完善“石油沥青-沥青基碳纤维-热场隔热材料”的全产业链布局。国企改革重组

效果显著。鞍山燃气集团与华润集团实现资产重组。重组后企业供销差率由 11%

下降到 3.81%，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双鞍”融合进程走深走实。发挥鞍钢集

团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吸引 66 家鞍钢域外供应商在鞍完成公司注册。鞍钢产品

本地加工率、供应链本地配套率分别同比提高 3.5 和 3 个百分点。高校人才支撑

双向奔赴。2024 年，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校企合作签约，

成立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中核集团、中国华能选派博士到鞍山挂职交流。

（二）向“新”推进央地产业合作



鞍山市以央地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紧扣“8+1+4”产业方向，延链补链强

链，形成产业招引的集聚效应。

聚焦打造国家级综合性钢铁产业基地和铁矿石储备基地。鞍山市携手鞍钢集

团在“铁矿开采、精品原料供应、高品质钢材生产”方面全链条助推发力。一是

鞍钢集团西鞍山铁矿、鞍钢集团东部矿区联合产能提升，五矿集团陈台沟铁矿 3

个超百亿元项目加速建设中。二是总投资 14.8 亿元鞍钢集团矿业东烧厂辽宁首

条 400 万吨/年带式球团项目创造国内同类规模产线工期最短纪录，为高炉高效

清洁低碳绿色生产和智慧化球团厂建设提供典型案例。三是总投资 10 亿元鞍钢

股份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硅钢成功下线，实现新能源汽车电机用硅钢品种全覆

盖。2024 年全市钢铁高端产品占比由 9.6%提升到 16.3%。

聚焦打造世界级菱镁产业链基地。连续两届举办菱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现场签约技术合作 41 项。海镁集团与中核集团、鞍钢集团、中国建材等央企积

极对接，全力整合区域菱镁产业，打造东北耐材产业龙头企业。全市菱镁高端产

品占比提升到 25%。

聚焦打造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以“政府与市场、园区与企业、资

源与项目”三结合的方式助推发力。鞍山经济开发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园区和鞍

钢冶金固废综合利用园区建设初具规模，鞍钢绿色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和鞍钢废钢

资源（鞍山）有限公司现已成为鞍山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投资 30 亿元

鞍钢矿业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入选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投资 16 亿元鞍钢矿业大孤山铁矿生态修复项目，作为省内唯一入选自然资源部

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全市资源利用率平均提高 17.3%。



（三）向“质”推进央地交流合作

鞍山市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围绕国家战略，强化应用研究、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央地协同各环节合作衔接。

央地融合发展提“质”。一是市鞍设集团发挥技术所长为央地合作项目前期

提供全方位服务。2024 年与华润集团、中国船舶等多家央企签订金额 428 万。五

矿陈台沟铁矿 66KV 变电站选线定线规划等 30个项目均已实施，有力助推项目快

速开工建设。二是市冶金集团与鞍山钢铁集团成为振兴东北央地百对结对企业。

双方在物流运输、电商平台、包保服务、技术攻关等方面开展合作，助力鞍山钢

铁本部环保晋“A”。双方共签署协议 3000 余项，合同总额超 60 亿元。中国华

能聚焦“绿电点亮鞍山”全面更新城市路灯。三是鞍山银行为驻鞍央企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为鞍钢集团等央企及其子公司投放贷款 3.455 亿元，购买各类债券 4.6

亿元。仅用一周时间成功为央企上游供应商办理 1亿元授信业务，有效解决其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央地要素集聚引“智”。驻鞍央企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39 个，其中国家级 6

家、省级 19家，打造钢铁、菱镁等“2+N”科技创新中心体系。清华大学合肥院

与鞍钢矿业成立非煤矿山安全联合研究院，鞍山五矿陈台沟矿业与辽科大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辽科大与鞍钢矿业集团联办的千山湾矿业实验室揭牌运行。鞍钢绿

源科技、鞍钢矿业齐大山选矿厂获批省级绿色工厂。同方威视与鞍钢矿业联合攻

关智慧选矿，中国同辐对接推进“核医学科”示范建设。12家驻鞍央企承担国家、

省科技计划项目 26项，获得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央地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创新实行实体化专班模式

一是组建市级实体化央地合作专班。市级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建立高位推动

机制、问题解决机制、长效沟通机制、跟踪督办机制、信息报送机制，探索建立

1+8 鞍山央地合作模式。二是成立“双鞍”融合专班。充分利用鞍钢集团总部位

于鞍山的“独特优势”，将“优势”变为“胜势”，推动鞍钢与鞍山市的良性互

动。

（二）精准谋划开展央地推介

制定《98家央企央地合作信息库》《鞍山市央地合作谋划项目清单》，共梳

理央企下属重要企业 893 家，上市企业 412 家，业务板块数量 579 个，寻求合作

机会共 256 个。纳入省“揭榜挂帅”项目 70 个，匹配 38 个合作央企，涉及 18

个产业方向，总投资 1651.48 亿。自 2023 年以来，全市上下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带队开展走出去央地招商推介活动，共会谈会见中核集团、中国中车、中

国资环等央企集团 42 家，围绕合作事项对接 148 次，签约项目 38 个，总投资

952.74 亿元。

（三）提升效能推动项目建设

建立央企“接待日”“月例会”“信息互通”三项机制，打通堵点卡点，扎

实做好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服务。开展“串并联”和“容缺办理”等“手递手”

式服务，西鞍山铁矿项目前期手续审批时间缩短 29个月、五矿陈台沟铁矿项目

缩短 18个月，刷新国内同行业新建大型铁矿开采项目办理记录，两个项目均实

现百亿级大项目“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打造了央地合作实施矿产资源开发的

新典范，《人民日报》头版点赞“鞍山速度”。



（四）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项目跟踪服务机制

出台《鞍山市央地合作项目谋划和落地协调保障机制》《开展央地合作重点

项目和驻鞍央企全委全员全力跟踪服务工作方案》等全生命周期系列制度文件。

成立入企“敲门”招商小分队，进行“一对一”走访对接。先后协调妥善解决中

国五矿集团陈台沟铁矿征地搬迁、劳动用工、后勤服务，中国船舶集团鞍山公司

土地证照办理、员工通勤等多项问题。

（五）精准实施包保成效与实绩考核挂钩

对 12 个重点产业链实行市级领导包保。通过走访链上企业、实地调研、座

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梳理企业所需，积极回应企业所盼，全面打造“领导干部进

企业”升级版。17 个市直重点部门、32 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分片包保

央地合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并将包保成效与部门实绩考核、干部提拔晋级紧

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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