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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究本溪市“真实问题”为目标的调研报告

姚树洁 杨 达 张紫薇 徐 堇 何真瑜

吕玮城 谢明佳 兰 兰 安静兰 孙方媛

本溪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是辽宁省的重要工业城市之一。全市

总面积约 8414 平方公里，2023 年末户籍人口 139.97 万人，比上一年减

少 2.25 万人，城镇人口占 70.37%。人口出生率 0.279%，死亡率-1.444%，

自然增长率-1.165%，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极其突出。本溪市地处长白山

余脉，属于辽东山地，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 76%，气候

温和湿润，资源丰富。市内有本溪水洞和五女山两个 5A 级旅游景区。

本溪水洞是亚洲最大的地下充水溶洞，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五女山是

新进的 5A 级景区和高句丽发源地（公元前 37 年至唐代）。本溪市交通

发达、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加上毗邻沈阳市、抚顺市、辽阳市等人口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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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城市。同时。本溪市也是我国人参等贵重药材的生产基地，具

有发展康养旅游产业的丰富资源，已经成为省内外广大游客热衷旅游

休闲的地方。除此之外，市内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迹和风景名胜，如关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纪念馆等。

一、辽宁省本溪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本溪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石的储量极为可观，因此

成为了全国钢铁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早在“一五”时期，本溪市就开

始发展重工业，尤其以钢铁生产著称，至今仍是市内工业的支柱。近年

来，本溪市经济结构逐步优化，除了钢铁产业，化工、医药、旅游等新兴

产业也开始崛起。尤其是药都本溪市的打造，



整、人口老龄化、生育愿望低迷、外部竞争加剧、生态建设任务紧迫等各

个方面的挑战，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本溪

市辖区包括平山区、明山区、溪湖区、南芬区，以及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

仁满族自治县两个自治县，省级经济开发区七个，包括本溪高新区、桥

北经开区、本溪河经开区、南芬经开区、五女山经开区、观音阁经开区、

太子河经开区。作为中国重要的钢铁、化工基地，本溪市因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工业体系，被誉为“钢铁之都”，并且享有“枫叶之

都”的美誉，近年来也逐步发展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

图 1 辽宁省本溪市户籍人口（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课题组调查数据

二、调查案例及简要分析

（一）行天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行天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坐落于辽宁省本溪市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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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满族自治县辽宁五女山经济开发区，主营各类中药材、人参及其衍生

类产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截至目前，集团累计投资 1 亿元，已建成人

参、细辛等道地中药材基地 11600 亩，野山参、园参、细辛、苍术、威灵

仙、五味子、龙胆草等东北道地药材标准化种植溯源基地（GAP）10000

亩；每年可产鲜参 150 万斤，是国内面积最大的标准化可溯源林下人参

种植基地，也是辽宁省智慧农业应用基地。多年来，公司致力于回报当

地经济发展，围绕“药材种植、药材加工、科研创新、产品销售”四位一体

全产业链部署，全力打造中国人参药材龙头企业。2020 年，集团公司销

售收入 7.2 亿元爔元



中保持了竞争优势。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和市场拓展，参中堂逐渐在

健康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尽管如此，参中

堂在品牌影响力和研发能力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与国内如同仁堂、

吉林敖东等知名品牌相比，参中堂的品牌知名度较为有限，难以在短时

间内迅速扩展至全国。此外，企业的研发力量相对薄弱，缺乏设立在更

大市场和人才集中的研发中心，这使得其在产品创新和专利技术积累

上与行业领军者存在差距。同时，企业的销售业绩高度依赖于桓仁当

地的旅游业，旅游淡季时，产品销售明显下降，导致收入波动较大，增加

了经营风险。为应对这些挑战，企业应加强品牌建设，积极参与社会责

任项目，如支持当地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以

此提升品牌知名度。与此同时，参中堂可以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合作，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提升产品创新能力。企业还可以通过促销

活动和积分兑换机制，吸引更多消费者前往桓仁旅游，最大化利用旅游

旺季的市场潜力，从而缓解季节性销售波动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三）辽宁众达轧辊有限公司

辽宁众达轧辊有限公司作为中小型离心轧辊制造企业，依托其在

铸造和加工方面的优势，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生产运营体系。公司拥有

先进的铸造、热处理及精加工设备，年产轧辊能力达 20000 吨以上，产品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钢铁企业，远销美国、韩国等国。得益于严格的质量

管理体系和高端检测设备，公司确保了产品在高温、高强度条件下的优

异表现，深受客户好评。同时，公司积极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新材料

开发，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巩固了其在行业中的竞争力。然而，企

业在品牌影响力及市场推广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尽管公司产品已经

进入国际市场，但与更大规模的知名品牌相比，市场认知度仍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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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技术研发上虽有一定突破，但要实现更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市

场扩展，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研发能力，特别是在提升新材料技术和节能

减排领域的突破。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辽宁众达需要通过技术

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来提升竞争力，并在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方面投入

更多资源。未来，辽宁众达可以通过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继

续推进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企业应加强品牌

建设，拓展国际市场影响力，并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实现节能降耗目

标，提升在全球钢铁行业中的竞争地位。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升级，辽

宁众达轧辊有望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四）本溪腾祥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发现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通过对本溪市多个经济开发区的调研，我们发现该地区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尤其在钢铁、汽车部件、人参等传统产

业上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本溪市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

挑战，包括产业规模较小、创新链不足、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这些因素

对本地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构成了制约。一是本溪市的产业规模

较小，缺乏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和创新链尚未完善。为此，政府和企

业应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吸引龙头企

业落户，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同时，进一步发挥现有资源优势，特别

是在医药、健康、钢铁和旅游等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

二是高端人才的缺乏和产学研用合作不够紧密，是本溪市在技术

创新上面临的重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溪市应加强高端人才的引

进和本地人才的培养，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系统性的人

才培养机制，解决关键技术短板，提升本地的创新能力。

三是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流失，也对本溪市未

来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为此，本溪市需要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吸

引外部劳动力和人才，缓解人口流失的压力。同时，要制定“三生空间”

（产业、生态、生活）的协调发展规划，促进产业发展和城市生活的有机

融合，提高生活质量。

四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不足也限制了本溪市现代化管理和高

效运营的发展。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管理能力，是推动本溪

市经济智能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五是研发能力低、产品大多处于中低端状态也是需要亟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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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溪市应通过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设立创新中心，推动高端

产品研发，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

六是本溪市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较低，企业国际化水平不足，这

导致了市场同质化竞争严重。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提升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推动本地产业向全球化方向发展。

七是本溪市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标准不完善，以及对民生问题的关

注不足，也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市

场化水平，关注就业、教育和养老等社会服务问题，将为本溪市未来的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本溪市毗邻沈阳，应该积极主动融入沈阳都市圈，努力

拓展市场空间范围，提升发展韧劲和空间。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技

术、产业优势，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萎缩的时代现实，构建经济社会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集中力量发展拳头产品、产业和服务业，以增加

就业和居民收入为出发点落脚点，充分利用人少地多、资源丰富天然优

势，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之地，打造世界知名国内领先的人参等贵重药

材产品及产业园，锻造具有本溪特色的产业文化旅游康养产业链，围绕

两个 5A 级景区大力发展旅游康养产业和银发经济产业，聚焦优质钢铁

产品、汽车部件、新材料、新能源、啤酒等，形成全国知名品牌，形成规模

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全面提升

政府管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水平，通过产业优化、人才引育、数字化建

设、研发提升以及国际化扩展等多项战略举措，攻坚克难，拉动全市广

大地区实现可持续均衡高质量发展，为辽宁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本溪市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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