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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博览会在区域合作中的平台作用研究 

王  杨 

【内容摘要】 

东北亚各国山水相依，人脉相连，经济相通。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是东北亚区域合作

的重要窗口和平台。长吉图的开发开放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东北亚博览会的举办更发挥了区域互补、内外联动的主导作用。吉林省

应有效利用东北亚博览会这一平台，抓住契机，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发挥经济特区带动效应，继续提高

吉林省在东北亚核心地区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能力，继续坚持十大产业的主攻方向，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远发

展。 

【关键词】 

东北亚博览会；“十二五”；老工业基地 

东北亚各国山水相依，人脉相连，经济相通。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是面向东北亚区域

开放的重要窗口。2005年，东北亚博览会应运而生。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东北亚区域各国寻求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愿望愈发强烈。

国家发改委编制《东北地区“十二五”振兴规划》，使历经8年之久的东北振兴进入更为细化的发展阶段。吉林省应利用东北亚博览会抓住国

际与国内的发展契机，加快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加强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把吉林省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优势互补、内外联动的

载体，加快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中国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综合国力在短短的几十年

间得以迅速提高的坚实基础。当前乃至以后，东北老工业基地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坚实基础。从目前国际形势看，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振兴也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东北老工业基地多是资源型城市，是中国的“工业摇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增长极”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发挥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发展同周边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与交流，可以强有力地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本方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质，既不能等同于一般欠发达地区的初次开发，也不能按原有的工业化道路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的程度，而是根据自然

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对原有的发展方向、经济结构等进行重大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充实产业基础，提高产业素质，推进更高工业化水

平的过程。而政府主导型的东北亚博览会，更表明国际区域合作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效途径。 

3、东北亚地区合作的自然条件 

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周围有日本、韩国两个发达国家，也有俄罗斯这样有着巨大潜力的资源大国，还有朝鲜、蒙古经济处于起步

阶段的两个国家。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周边环境对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投资以及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基于地缘政治、

经济和人文等综合因素，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东北亚合作两个国内国际热点问题紧密相连。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规模大，互补性强，合作

潜力大。2007年日本、中国、俄罗斯、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52900亿美元、30100亿美元、11400亿美元、992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

量的19.9%。东北亚地区巨大的经济总量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振兴的互动关系上看，东北老

工业基地振兴需要东北亚合作的国际环境和机遇；东北亚经济合作也需要中国东北作为交流平台。 

4、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 

自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和措施，“振兴东北”成了“十六大”以来的

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十一五”期间，东北三省一区对外开放水平明确提高，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蒙东和黑龙江地区

的开放正在加速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沿海延边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特别是东北亚博览会举办以来，与周边

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入推进，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能力不断增强。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1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905亿元，同比增长13.1%（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9.6%）。

从全年看，有望在年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万亿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11131亿元，同比增长30.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2.9%，进出口总额增长16.6%，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二是民生状况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也得到

显著的改善。采煤城乡区治理，各位棚户区改造，已使250万户居民受益。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也加快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

增强。 

三是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东北地区粮食产量连创新高，2010年粮食产量超过220亿斤，占全国的20%，工业调整步伐加快，重点产业优势进

一步巩固，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东北地区高速公路旅程达7555公

里，对自身发展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 

四是资源性城市的节能取得了积极进展，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

东北地区正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热土。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联动性日益频繁 

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长吉图开发开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这一战略将进一步推动东中西联动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优势互补、内外联动的有效合作载体，为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1、“十一五”期间东北三省与东北亚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深化 

近年来，随着东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东北三省沿边开放战略的带动下，双边贸易合作广泛展开，且呈持续扩大之势，周边国家在东北三省

进出口贸易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1  2007年东北三省与东北亚国家进出口比较（单位：亿美元） 

 朝鲜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蒙古 五国总计 占全国与东北亚五国 

外贸额的比重（%） 

辽  宁 7.8 121.5 71.2 13.4 - 312.9 4.79 

吉  林 3.4 14.8 7.1 8.0 1.004 7 33.3 0.75 

黑龙江 0.8 5.9 4.2 107.4 1.1 119.4 2.68 

东北三省对东北亚五国的进出口比重占全国外贸额的9%。在东北三省外商投资国别中，日韩两国一直处于东北地区外商投资国（地区）的前

列。日本的投资在吉林省相对比较稳定，而在辽宁、黑龙江两省的投资下降较快。韩国的投资在辽宁、吉林两省增长较快，在黑龙江省则明显

下降。东北地区吸引投资最多的行业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占辽宁、黑龙江两省外商投资总量的一半左右，在吉林省则达到70%以上。 

2、东北东部（12+1）区域联系网络建成 

2010年5月11日，东北东部（12+1）区域合作总部大厦在丹东市正式开工建设，东北东部区域秘书处也随之成立，初步建立起区域合作联系

网络。东北东部（12+1）区域包括黑龙江省的鹤岗、佳木斯以及辽宁省的本溪、大连等城市，吉林省的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和

通化市位列其中，这一合作区域涵盖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和辽宁沿海经济带两个国家级战略。按照规划，东北东部各市（州）将在工业、商贸、

物流、旅游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随着东北东部地区的铁路建设，东北东部的沿边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将使港口和腹地形成良性互动。 

3、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亚博览会效应 

东北亚博览会是中国政府为推动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在经贸、投资、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加快推进区域合作进程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

措。2005年，商务部振兴东北办和吉林省共同举办了首届东北亚博览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随后的历届展会，规模越来越大，辐射面积越来

越广，逐渐凸显“东北亚博览会效应”。 

2011年9月6日，第七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为期6天的东北亚博览会，共吸引来自104个国家的客商5万多人。博览

会期间举办东北亚五国商务日等活动，组织对接洽谈活动98场，参与各种对接洽谈活动的客商7700多人次，洽谈项目4230个。吉林省签订的

投资合作项目达305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838亿元人民币，比第六届增加200.82亿元人民币，境外投资1788亿元人民币，对外商品贸易成

交额达6.65亿美元，比第六届增长13.8%。国内贸易成交额18.22亿元人民币，比第六届增长13.3%。巩固和加强了东北亚区域国家企业间的

合作。 

这次展会首次设置了中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展示馆，充分发挥作为承载国家战略优势的载体作用，由国家发改委组织东北三省一区全面展示

“十一五”期间东北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十二五”时期各省区振兴发展的新思路。历经8年之久的东北振兴已经进入更为细化的发展阶

段。随着东北亚博览会的举办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的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承接外来投资能力显著增

强，成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 

三、东北亚博览会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 

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东北地区“十二五”振兴规划》，历经8年之久的东北振兴已经进入更为细化的发展阶段，东北亚博览

会凭借东北亚各国山水相依，人脉相连，经济相通的优势，是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的重要平台，一定会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东北亚博览会促进吉林省经济发展和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一是坚定不移的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积极与东北亚各国开展多层次的务实合作，与各方一道共同开拓东北亚区域，加快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实

现。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发展特色。针对吉林省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总量分布不均衡；对俄、朝、蒙市场开发力度不够；日韩市场需进一

步拓展等问题，重点突出对俄、朝、蒙经贸合作，积极扩大日、韩市场份额。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 

二是发挥经济特区带动效应。吉林省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区城市的带动。长春市、吉林市地处环日本海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也是未来新亚

欧大陆桥的中心点。延吉处于三国金三角地带，锦州处于环渤海西北部，珲春地区在东北亚合作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以珲春为圆心800多

公里半径的半圆内，分布着俄、日、韩、朝等4国10余个海港。设立吉林延吉（含珲春）和辽宁锦州经济特区，以长春、吉林为直接腹地构筑

起西接哈大线、东连东北东部通道的经济增长带，进一步拓展合作内涵和空间，增强区域合作活力和实效。 

三是继续提高吉林省在东北亚核心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工业能力。发挥吉林省在东北亚核心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动性。由于东

北亚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彼此间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共同特点，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间必然形成一种

多层次、多水平的分工协作格局，随着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与东北亚各国分工协作的紧密联系，吉林省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和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有利于吉林省参与东北亚地区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为吉林省区域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四是继续坚持“十大产业”的主攻方向。包括汽车、化工和农产品深加工等支柱产业，光电信息、现代医药制造等优势产业，矿业、人参等特

色资源型产业等，通过实施“十大产业发展计划”，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十二五”时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着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并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借助东北亚博览会的平台，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互补优势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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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收藏此文】【关闭窗口】

上一篇 :展览与节事旅游方兴未艾，美食节亟待品牌锻造

下一篇 :会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以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为例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