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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东北一流的高科技、精细化、生态型、循环式

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区、钢铁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大宗货物物流枢纽区

全国特色化、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高端化工产业示范园区
充分发挥其产业特色和辐射主干市场优势，实现产品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形成以高档着色剂、专用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为发展主体

的多元化产品结构；向上游延伸发展多元化的原料配套，向下充分延伸产业链，使化工产业与下游应用领域充分靠近，实现上下游发展一体化、资源利用一体

化的发展格局，最终发展成为特色化、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高端化工产业示范园区。

辽宁省著名的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实施钢铁企业的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打造以轨道交通、粉体冶金新材料、铸锻件及钢铁延伸产业为一体的钢铁

精深加工集聚基地，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将园区建设成为辽宁省著名的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海城市产业升级和自主创

新示范基地、鞍山腾鳌经济开发区新型工业化先行区域。

以精细化工、钢铁深加工和装备制造相关产品为基础，优先建设以钢铁物流产业链上游大宗原辅料仓储物流及钢材下游深加工为主导方向，大力发展钢

材及废钢的贸易、仓储、物流及加工，实现贸易、仓储、物流的一站式服务；并且为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的配送、分拨和储运提供安全可靠的物流服务，以

打造专业化的化工产品及危险品物流基地。

辽中南城市群大宗商品物流基地，鞍山市化工及钢铁物流产业发展示范区

（一）目标定位

全周期发展、全产业协同、全品类升级的智慧生态绿色园区总体愿景

功能定位

一、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目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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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格局

两带双园多驱动发展格局示意图

◼ “两带双园多驱动”的总体空间格局

两带

◼以鞍羊路、沈海高速公路作为园区发展主轴

线

双园

◼园区整体实现“一区双园”发展格局，西部

产业园区及东部产业园区

多驱动

◼以园区内龙头企业、研发中心作为园区发展

核心驱动节点。

一、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目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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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鞍山腾鳌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基础及鞍山腾鳌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领域。

（一）产业发展规划

主导产业及重点领域

产业发展方向

钢铁精深加工
重点领域：精品特钢、钢结构线材制品、粉末冶金新材料、通

用设备制造

精细化工新材料
重点领域：高档着色剂、高端专用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绿色

低碳化工板块

大宗商品物流
重点领域：钢铁及装备物流、化学品物流、工业原料物流、

综合商贸物流

钢铁精深加工

精细化工新材料 大宗商品物流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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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规划 策略：围绕核心产业发展趋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园区产业体系(1+1+1)

支柱（主导）产业 战略（主导）产业 支撑（主导）产业

钢铁精深加工 精细化工新材料 大宗商品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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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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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产
业基础

高端专用化学品板块

化工新材料板块

高端化工助剂

医药及中间体

绿色低碳板块

高性能树脂

改性工程塑料及复
合材料

橡胶加工
塑料加工
高端涂料

生物医药
大健康

可降解材料
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智能制造

电化学学品

镁专用化学品

高档着色剂板块

功能性膜材料

其他化学新材料

信息技术
集成电路

建筑行业
汽车制造
电子元件

建筑行业
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
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发展理念：形成以高档着色剂、专用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为发展主体的多元化产品结构；向上游延伸
发展多元化的原料配套，向下充分延伸产业链，使化工产业与下游应用领域充分靠近，实现上下游发展一体化、资源
利用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最终发展成为特色化、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高端化工产业园区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6

钢铁精
深加工
产业集

群

成为鞍山钢铁产业集群

链上的重要结点和关键

延伸出口，乃至成为整

个辽宁省钢铁产业链集

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和核心动力。

重点发展先进轨道交通用钢、钢板桩和海洋工程用钢、特高压
输变电铁塔用耐候特钢、大跨度钢结构桥高性能热轧U型肋等
新产品，促进钢材深加工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满足机械行
业对高速长寿命轴承钢、齿轮钢、高强度标准件用钢等高端钢
材需求。

发展目标
围绕五大方向实施钢铁精深加工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

粉末冶金新材料

精品特钢产业

线材金属制品深加工

钢铁再生资源

通用设备制造业

以鞍钢优质线材为原料，发展合金焊丝、高强度紧固件、弹簧、
预应力钢绞线、钢帘线等。

开展矿山冶金装备制造、环保化工装备制造、普通机械、交通
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军工装备、金属制品、
电子和通信设备、仪器和仪表等通用设备制造业发展。

建设地区废钢加工配送中心，提升废钢铁资源的回收、拆解、
加工、配送、利用一体化水平，满足钢铁企业优质合格废钢的
稳定供应。组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废钢铁回收加工配送
中心，提高废钢铁资源供给量。

发展方向

钢铁精深加工产业调整优化

产品结构，推动迈向中高端，

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提高

产品附加值和经济效益。

产业升级
利用鞍钢原料和副产品的便利优势，通过合作、合资等多种方
式，引进国内外领先企业和关键技术，重点发展水雾法铁粉扩
能和粉末冶金、磁性材料和电池正极材料等项目。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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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区
大
宗
商
品
物
流
产
业
链

信息流

商流

物流

资金流

物流企业 互联网物流平台 社会化物流资源

依托云服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手段，以大数据为中心，构建综合型“互联网+物流”平台

钢铁大宗商品 化工大宗商品 综合商贸

以大市场集聚要素资源 全链标准化安全运输 冷链物流、商品物流

规模化 智慧化 标准化 安全化

大仓储 大运输 大配送
引培结合，适度超前 打通“陆铁海空”四大通道 服务主导产业，助力产业发展

供应链金融 智慧金融

工业原料 中间品 工业成品 农产品 消费品

钢铁原材料 能源 大宗运输化工原材料 化工产品运输 冷链物流 商贸物流 电子商务

工业原材料

服务主导产业供应链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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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产业本底，拓展未来产业能级 开展精品钢、粉末冶金等钢铁新材料技术研发
依托辽宁紫竹集团等研发实体，重点发展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减排的可循环钢铁流程技术，生
态型非高炉炼铁技术，高合金钢铸轧一体化技术，特殊性能钢材、合金及制品的先进制备加工技术等新
材料研发；依托鞍钢实业微细铝粉有限公司重点研发多规格铝粉产品。

提升精细和专用化学品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水平
依托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奥亿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实体，重点发展千吨级高阻隔树脂合成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有机无机复合型高性能颜料，有机颜料连续化技术、开发高端装备用高性能润

滑脂产品，润滑油添加剂复配技术、基础油性能提升技术、新稠化剂体系开发技术等。

推动先进制造核心技术攻关和关键零部件研发

发展先进冶金矿山装备关键技术、燃气轮机、清洁燃烧与集成储能换热装置等先进能源装备技术、专用

车及汽车零部件关键技术，培育一批产品特色鲜明、创新水平突出、产业优势明显的企业。以提高装备

智能化率为主攻方向，推动全区现有产业实施新一轮智能化技术改造。

发挥产业优势融入国家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
快推进钢铁行业和新能源、储能行业深度融合，开展新能源汽车车身轻量化及关键零部件结构优化设计、

合金成分开发、材料加工制造、先进连接技术开发；依托辽宁奥亿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实体开展新能源

电池原材料技术研发，推动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围绕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技术打造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

发挥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以智能装备及机器人技术为突破点，大力发展智能化流程处理机器人技术、

管线检测机器人技术、救援探测机器人技术、抢险救援机器人技术、焊接机器人技术、涂装机器人技

术、装配机器人技术、高速并联机器人技术、遥控无人机、安防智能机器人、环卫智能机器人等。

发挥
产业
本底
优势

拓展
未来
产业
能级

新材料

先进制造与
自动化

新能源与节能

新一代
人工智能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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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产业链接循环化

钢铁精深加工产业物质循环利用图 精细化工新材料循环利用图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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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导产业布局规划

扩大发展高档着色剂板块、升级发展高端专用化学

品板块、推进构建新材料板块、着力打造绿色低碳

板块。

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区

包括精品特钢产业、特殊性能钢材、合金及制品的

先进制备加工、船舶用钢、油气采输用高性能管线

钢、海工结构用高耐蚀材料等钢铁产业升级发展。

延伸发展通用设备制造业产业。

打造以钢铁精深加工产业、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大宗商
品物流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园区

钢铁精深加工产业区

推进智慧物流建设，积极发展商品集散、仓储配送、

中转代理、配套加工、检验检测、商品展示、信息

服务等功能齐全、运转高效、辐射范围广的物流经

济。

大宗商品物流发展区

二、园区发展提升规划—产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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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总用地面积为1255.36公顷。其中：

规划工业总用地1085.32公顷，占比86.45%。仓

储用地15.58公顷，占比1.24％。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109.57公顷，占比

8.73%。规划区道路网形成网格状道路网格局。

规划防护绿地总面积7.19公顷，占比0.57%。主要

为高压走廊和市政设施用地旁的防护绿地。

规划园区建设用地统计表

三、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用地提升规划
（一）土地使用规划

分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
(ha)

比重(%)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22 0.02

商业服务业用地 2.37 0.19

工矿用地 1085.32 86.45

仓储用地 15.58 1.24

交通运输用地 109.57 8.73

公用设施用地 30.60 2.4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19 0.57

特殊用地 2.53 0.20

留白用地 1.98 0.16

总计 1255.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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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体系规划
道路系统:

园区内部道路采用方格网道路布局形式。次干

路均匀的分布于规划区内，各园区与镇区主干

路衔接；城市支路弹性分布于规划区内，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建设。

客货运交通系统：

货运交通：由于货运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影响较

大，因此货运交通主要利用交通性主干道，应

尽量减少对城市生活的干扰。规划车行道红线

宽度分别为40米、36米、33米，30米、27米、

26米、24米和20米等多个断面宽度，分别为双

向6车道、双向4车道、双向2车道。

客运交通：规划产业园区主干路、次干路为产

业园区主要对外客运交通道路。

以沈营公路为主体规划一条危化品专用运输路。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规划在化工园区东南部增设危险化学品专用停

车场。面积为0.6公顷。

三、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用地提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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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地景观规划

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但因生

产工艺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规划产

业园区绿地率不超过20%。

三、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用地提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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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用设施地布局

其中：

规划区工程设施用地包括现状的污水处理

厂、位于南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内部的

66kv变电站用地和换热站用地。规划区

工程设施用地面积为30.60公顷，占比

2.44%。

完善园区市政设施，统筹规划园区供排水

管网、供电网、通讯网、供气站、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开展市政管线、第二污水

处理厂、应急事故水池、消防站、变电站

等设施配套建设，提高园区综合承载能力

及要素保障能力

三、园区发展提升规划—用地提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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