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地区 + 蒙东五盟市

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

拥有 1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1.21 亿多人口

      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重镇，在这里

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第一根钢轨、第

一张热轧板、第一根超高压管的样管、第一台

五轴联动机床……为中国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

新时期，国家实施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战略，

辽宁省肩负起了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和全方位创新改革试验的重大使命。

      2018 年，辽宁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

1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3700
家；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470%，工业

机器人增长 18%。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

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以沈阳为中心，半径 150

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以基础工业和加工工

业为主的 8 大城市，构成了资源丰富、结构

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沈阳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民用航空港，全国

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和全国最高等级的“ 一环

五射”高速公路网，沟通世界各大港口的大

连港、正在开发建设的营口新港和锦州港，

距沈阳均不超过 400 公里，具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区位优势。作为东北中心城市的沈阳，

对周边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的吸纳力、辐射

力和带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2021.9

       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主轴，做好空

间规划顶层设计，培育形成东北地区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支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打造国内

领先的新兴产业集群。比如，支持沈阳市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加快完善创新政策和人才政策；在沈阳—大连等创新资源集聚地区

布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水平推进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建设。

东北三省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对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局

地区           2021            2020         增量       名义增长    实际增长     

辽宁省       27584.10        25115.00       2469.10         9.83%           5.8%

黑龙江省      14879.20        13698.50       1180.70          8.62%           6.1%

吉林省        13235.52         12311.32        924.20           7.51%           6.6%

  全国         1143670     1015986    127684     12.57%       8.1%

东北各市 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单位：亿元）

  城市                 2021                2019                 增速        

1              大连市                 7825.9                  7001.7                   11.77%  

2              沈阳市                 7249.7                  6470.3                   12.05%

3              长春市                    7103.1                 6208.0                    14.42% 

4              哈尔滨                    5351.7                 5249.4                    1.95%

5              大庆市                    2620.0                 2568.3                    2.01%

6              鞍山市                   1888.1                  1745.3                    8.18%

7              吉林市                   1550.0                  1416.6                    9.42%

8              营口市                   1403.2                  1328.2                    5.65% 

9              盘锦市                   1383.2                  1280.9                    7.99%

10           齐齐哈尔                 1224.5                  1128.9                    8.47%



     在铸造行业转型升级，迈向铸造强国的关键时期，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铸造协会整合上下游资源，在沈阳举办 2022 中国（沈阳）国际铸造及热加工展览会。适逢第二十一届中国装备制造业

博览会同期举办，铸造展与制博会协力同行，联动互助，推进后疫情时代供应链、产业链重构，聚焦转型升级，畅通产业循

环，打通线上线下双渠道，跑出铸造行业产业复苏的“加速度”。

优质铸件、零部件
铸造原辅材料、循环再生设备及技术、铸
造技术、工艺解决方案、教育培训、艺术
铸造

铸造设备、环保设备、质量检测设备、 
3D 打印设备、专用机器人、铸造智能化
及解决方案、铸造模具、工装夹具等

展品范围：

地区           2021            2020         增量       名义增长    实际增长   

1              大连市                7825.9                  7001.7                   11.77%  

2              沈阳市                7249.7                  6470.3                   12.05%

3              长春市                    7103.1                 6208.0                    14.42% 

4              哈尔滨                    5351.7                5249.4                    1.95%

5              大庆市                    2620.0                 2568.3                    2.01%

6              鞍山市                   1888.1                  1745.3                    8.18%

7              吉林市                   1550.0                  1416.6                    9.42%

8              营口市                   1403.2                  1328.2                    5.65% 

9              盘锦市                   1383.2                  1280.9                    7.99%

同期活动：

知名展商：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中国汽车轻量化铸造技术交流会暨中国铸

造协会汽车铸件分会 2022 年会

2022 振兴东北三省一区老工业基地铸造

行业高峰论坛

高端机床铸件供应链与市场交流会暨中国

铸造协会机床铸件分会 2022 年会

中国铸造协会管件阀门分会 2022 年会

沈阳展费用：

展位类型	 价格	 备注

高级标准展位 RMB 8000/9 ㎡（3m*3m） 主办方统一搭建

光地展位 RMB 800/ ㎡（最小 36 ㎡起租） 展商自行搭建

中国铸造协会专家委员会换届大会

《中国铸造发展史（第三卷）》（现代卷）

首发式暨第二届东北地区老铸造工作者联

谊活动

《东北三省一区铸造企业名录》首发式

铸件金奖、材料金鼎奖、装备创新奖颁奖仪式

“恒利来”杯全国铸造行业微课大赛颁奖仪式

铸造科普片发布仪式



观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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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热加工、制博会
双展联动

总展出面积 10 万余平

铸造热加工展出面积 1.3 万平米

吸引 812 家展商参展
铸造热加工展商 137 家

组织 20 余场铸造、热加工行业论坛与

交流活动

吸引 10.3 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吸引 14.29 万人次观众线上观展、互

动交流

100000m2

20+ 场

142963 人次

103000 人次

812 家

精
彩
瞬
间

能源动力

轨道交通

工业自动化

船舶工业

电子通讯

通用零部件

石油石化

汽车工业

暖通供热

矿山机械

工程机械

国防军工

重型机械

科研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