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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乙丞  焦晓燕  于 涛

“一带一路”是“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简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提出了“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合作倡议。东北亚地区是中国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

域之一，也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

重要区域，辽宁是中国东北地区

唯一一个沿海省份，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在“一带一

路”倡议和“东北振兴”战略的

推动下，辽宁的经济以及对外开

放情况将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新形势下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分析

（一）地理优势

首先，辽宁有着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优势，是东北地区经济

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地。

辽宁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些

资源为辽宁的沿海开发提供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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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空间和前景。辽宁的港口城

市如大连、营口等已经成为东北

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吸引

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和企业进

驻。此外，辽宁还是“冰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为欧亚

地区通往太平洋的国际通道提

供了重要的支撑。其次，辽宁地

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为辽宁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

要的支持和保障。辽宁作为“共

和国长子”，拥有先进的生产技

术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实

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技

术、产业和市场等方面的互补和

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和繁荣。最

后，辽宁大连港口是中国东北地

区的重要港口之一，是中国东北

地区通往世界各地的重要门户，

也是中国三大原油进口港之一。

大连港是“辽海欧”和“辽蒙欧”

大 通道建设的起点站，通过满

洲里和北极东北巷道连接其他国

家，大通道建设有着重要的综合

性运输作用，它们覆盖了广泛的

地理区域和物流节点，为促进国

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同时，辽宁也是“冰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之一，在促进欧亚地

区的互联互通方面起到关键的作

用。

（二）历史优势

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

辽宁对新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辽宁不仅是古

代丝绸之路途径沿线的重要地

区之一，而且还是汉武帝时期开

辟的三条重要海上航线之一。此

外，辽宁还是丝绸之路向东延伸

的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方文化

的重要地带。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中，辽宁起到关键作用，肩

负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希

望，也肩负着历史上丝绸之路精

神的继承与发扬。辽宁在历史上

曾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

和交通枢纽，它在这方面的优势

也被充分利用到了现代的“一带

一路”建设中。在未来的发展进

程中，辽宁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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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的优势，通过对当前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分析，剖析其融入发展的困境，并提出

了一条适合辽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化路径，为辽宁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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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工业基

地，拥有雄厚的资源优势和工业

基础。同时，辽宁是东北地区对

外开放的门户，辽宁发展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东北振兴的程度。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

进，辽宁也将继续发挥重要 作

用，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经济

中心和交通枢纽。

（三）政策优势

辽宁是“一带一路”建设重

要的战略区域，有着相对 完善

的经济体系与制度，为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制

度基础。在辽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过程中金普新区与自贸试

验区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

为辽宁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交流

提供了平台。金普新区是面向蒙

古、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家

贸易合作的重要战略区域，与海

外市场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金普新区和自贸试验区承担着探

索新机制和新战略的任务，为东

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这些区域战略为辽

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东北振兴提供了坚实基础，

也为东北振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新形势下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政策支持现状分析

辽宁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 方面， 采 取了一系列 有力 措

施。首先，强调了辽宁对外开发

合作的优势，为辽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其次，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 加强顶 层设

计和总体规划文件，为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统筹布局

和总体规划。再次，出台《辽宁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辽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

保障。此外，印发了《辽宁“一

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

案》，积极谋划对外开放总体布

局，形成多方位、全领域的合作

开放新格局。最后，与周边多个

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沟通便利

条件。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为辽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从 产业 上 来 看， 辽宁工业

基础雄厚，2022 年辽宁地区生

产总值达 28975.1 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 达 2597.6 亿 元， 第二产

业达 11755.8 亿元，第三产业达

14621.7 亿元。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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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50.4%。由此可见，当前

辽宁的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绝

大部分。从对外经贸上来看，辽

宁近年来对外贸易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存在着一定起伏，贸

易差额正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辽宁 2022 年进出口额总额

为 1124.2 亿 美 元， 同比 2021 年

相比增长了 2.4%， 近 几年进出

口总额情况正在逐年向好，但受

到辽宁省整体经济下滑因素的影

响，辽宁的贸易差额从 2018 年负

168.3 亿美元到 2022 年负 105 亿

美元，贸易差额正在不断拉开。

（三）社会环境现状分析

从 人口规 模 上 来 看， 截 至

2020 年 年末， 辽宁 省人口总数

为 4259.14 万人， 其中城 镇 人口

数为 3072.59万人， 占总人数的

72.14%，乡村人口数为 1186.54 万

人，占总人数的 27.86%。辽宁具

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口数为 775.83 万人 ；拥有高

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

624.83 万人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

的人口数为 1822.85 万人 ；拥有小

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 804.48 万

人。从人口流动性上来看，截至

2020 年年末，全省人口中，人户

分离人口为 1567.01 万人。其中，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567.69万

人，流动人口为 999.32 万人。流动

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为 284.73万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 714.59万人。

与邻近的京津冀地区相比，辽宁

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但人口流动

性相对较低，这主要是源于辽宁

当前经济发展不景气，大部分辽

宁学生会选择往南发展，小部分

人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导致了大

量辽宁本土人才流失。

三、新形势下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开放基础较为薄弱

辽宁是中国的 沿 海工业 大

省，是 东北 地区 对外开放的门

户地区，有着毗邻韩国、日本的

地理优势，但与沿海其他省份

相比，辽宁的经济外向程度并不

高， 这与其发 展 历 程、 产业结

构、 政 策等因素有关。 辽宁的

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并且国

有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占据主导地

位。这些特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对于辽宁的经济发展起

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特征限制

了商品、要素和服务流动。尽管

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经济

发展，但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的

固化现象十分严重，过度依赖原

有路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短

期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 果。此

外，辽宁省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交

通不便也限制了该地区与国内和

国际的连通性和进一步开放。沿

海城市和开放城市享有的优惠政

策可能会受到先期效应的影响，

不同规模和等级城市的开放水平

也存在显著差异。

（二）省内中欧班列竞争激烈

首先， 辽宁 沿 海 港口之 间

的交流合作不够，缺乏合理的分

工，相互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

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比，

辽宁港口的竞争力并不强，全省

港口收获效益不断下降，出现重

复建设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造

成投资压力巨大。全省港口尚未

形成大连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的共识，当前辽宁全省港

口布局主要是由大连港、丹东港

和营口港进行主导，三大港口之

间的融合程度不高，在管理上各

自为政，产业发展趋于一致化，

相互之间压价竞争，造成重复建

设以及资源过度浪费，很难形成

全系港口合力发展。其次，政府

的非市场化介入和竞争，引发不

合理布局和线路设置混乱现象越

来越严重，可能导致无序竞争、

资源浪费、物流运输成本增加、

运输效率降低，给中欧班列的发

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交通运输效率亟须提升

尽管辽宁的交通网络骨架已

经建成，但它的综合运输体系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辽宁海陆

空三种运输方式之间仍处于独立

发展阶段，相互之间并没有建立

有效衔接。这就形成了辽宁交通

网络虽然密度较高、里程较长，

但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此外，

长期以来辽宁在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布局方面将主要规划建设的目

标放在与邻省社会经济快速连接

上，对潜在以及新增的社会经济

节点联通性上的处理能力仍显不

足。与此同时，辽宁通向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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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蒙古国的潜在矿产资源产地的

铁路通道运输能力趋于饱和，急

需提升运输能力以此来改善局面。

四、新 形势下辽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对外开放基础

首先， 应 建 立大 连中心地

位，加强互联互通合作。大连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东北

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及物流集

散中心。加强互联互通，不仅能

加强与各地区之间交流合作，还

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提升其运输

效率，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其次，应加快辽宁优质产能向外

输送工作。当前形势下，辽宁产

业应向中高端市场进军，提高其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快经济转

型升级。最 后，要畅 通 运输主

通道。加快“辽蒙欧”大通道建

设，打通辽宁与蒙古国以及欧洲

交通通道，增强运输能力，提升

运输效率。“辽蒙欧”大通道建

设是“一带一路”战略极为重要

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重在提

升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联

系。与此同时要加快“辽海欧”

海上运输通道建设，实现运营常

态化。这包括航运、港口建设和

物流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和服务提

升。

（二） 建立联动协同机制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体系良好

的实践来看，若将辽宁沿海经济

带发展战略也融入其中，将有利

于辽宁与邻近省份的协调发展。

同时， 也要加快 推 进自贸区建

设，有利于提高我国在鸭绿江地

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促进

沿江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与开放。

另外，在制定或改进辽宁省工业

发展的策略方案时，要充分考虑

辽宁省的实际情况，立足于“一

带一路”建设的思想，突出产品

的特点，突出品牌，提高品质，

在政策上、税收上、融资上给予

相应的扶持。促进辽宁省加工贸

易的集群化、跨越化发展，更好

地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宝贵

经验。从搭建企业与重点国家对

接机制的角度来看，可由政府来

牵头，搭建出东北亚地区国家与

辽宁之间合作交流平台，这不仅

能够促进辽宁与“一带一路”北

部沿线国家的对接，还能够推动

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入交流

与合作。

（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

国家发 展和 改革委、 外 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

推动“一 带一路”建 设的 重 要

文件。文件中提到，要加强中国

与“ 一 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经

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过

程中，辽宁应以沈阳、大连、盘

锦、葫芦岛、营口、锦州、丹东

等城市为重要节点，积极参与并

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和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在积极参与

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辽宁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形成面向欧洲、

俄罗斯、蒙古以及东北亚地区的

现代物流基地，促进辽宁与周边

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辽宁省

是我国东北唯一的近海大省，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要进一步

利用口岸“外引内联”的优势，

提升海陆联运的运输、清关和服

务水平，形成全方位的“无缝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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