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怎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王 澜

摘摘 要要：：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

质属性，从“因地制宜”四个字上做好文章。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源

于创新，作用于产业，其实质是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从

创新到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逻辑。要从辽宁省

产业资源禀赋出发，发挥科教大省大院大所集中、产业门类齐全、工

业体系完备、工科科研成果与辽宁省产业链中间节点优势之间关系

密切等基础和条件，重点发展和鼓励产业链中间节点类型企业，鼓

励高校科研面向产业、面向转型实践，积极扶持具有法人资格的制

造业中试平台和创新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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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澜，辽宁大学教授，辽宁大学产业转型研究院院长，辽

宁省区块链与数字经济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沈抚创新研究院院

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评审专家，国家制造服务业产业联盟专家组

成员，中煤科工集团信息技术公司首席专家。历任神华集团信息管

理部高级经理、神东煤炭集团副总经理、神华集团改革办公室书记、

中企港资本集团高级合伙人、区块链工场创始合伙人。先后投资、

孵化矿用无人驾驶技术公司“踏歌智行”、“宣力环保新能源”等 40

余家企业，创办的链工场科技被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并购。主要研究

方向为产业转型、商业模式创新、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与人工智能。

先后主持神东信息化战略规划（IT Strategic Planning）、企业资

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数字矿山等项目。曾担任国

家支撑计划“矿业组合服务技术”课题负责人（2013BAH12F00），开

辟矿井共享服务输出新模式，年创服务性收入超过10亿元。担任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综合竞争力测评体系构建技术”课题负责人

（2021YFF0901004），开展全国首个将“区块链+隐私计算”应用于教

育培训领域的研究示范。为中智集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海

尔集团、京东数科、武汉传神、沈阳地铁等多家知名企业提供咨询或

培训。为沈抚示范区设计“微生产”科创模式、“一支队伍管执法”体

系架构等制度性创新规划。创办国内首个“精益创业营”，主讲网络

课程《创业：道与术》获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2020），著有《转型创

业》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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