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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潮以及

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我国东北

地区如何利用与东北亚更加接近

的地缘条件，在推进区域经济合

作进程中打造国内市场与东北亚

市场的重要连接点，并形成东北

扩大开放的新优势？

一、以推进中日韩自贸进

程为契机形成东北扩大开放

新动力

中日韩三国产业联系深度

嵌入、产业内分工协作紧密。后

疫情时代，需要加快推动日中韩

自由贸易区谈判，尽快达成全

面、高水平、互惠互利的三边自

贸协定 ；需要尽早出台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早期收获清单，在医

疗、养老、环保、能源、电子商

务等现代服务业项下率先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全面拓展和深化三

方合作 ; 需要以共同维护制造业

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点，推动形

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

例如，明显提升汽车制造、电子

通信、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

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

便利化水平。

开放度低、开放滞后是制

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也

是东北地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的突出掣肘。这就要

求东北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形

成东北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

新动力。作为东北唯一既沿海又

沿 边， 且 GDP 占 45%、 外 贸 总

额占 80% 的省份，辽宁有条件带

动东北扩大开放进程，打造我国

向北开放的最前沿，并在对接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的

平台作用，成为连接东北与东北

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枢纽。

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传统制造业实力雄厚，

但总体上还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

链的中低端，正处在转型升级进

程中。日韩制造业大多处在全球

产业链的中高端，与东北地区制

造业互补性较强。东北地区要抓

住中日韩推进自贸与产业链、供

应链区域化的重要机遇，实现与

东北亚产业对接。例如，适应疫

情防控常态化需要，在医疗物

资、医疗药品器械等领域加快与

日韩共建装备、设备制造业产业

链 ；适应疫情后日韩等拓展外部

市场需要，加快建立自贸区性质

的跨境合作产业园，在汽车制

造、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工业

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形成分工合

作新机制，提升这些产业领域的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二、适应服务贸易发展合

作大趋势，务实推进东北地

区与日韩在服务业项下的自由

贸易进程

东北地区突出的短板是服

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

对滞后，而日韩的生产性服务

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

业都比较发达。无论是从东北亚

经贸合作趋势看，还是从东北振

兴的现实需求看，服务贸易已成

为促进东北亚深化区域经贸合作

的重点，也成为东北地区加强与

日韩经贸合作的重点。

从 现 实 需 求 出 发， 东 北

地区要争取以产业项下的自由

贸易参与东北亚区域服务贸易

合作。例如，率先在研发、设

计、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

业领域对日韩人才实行职业资

格单向认可制度，最大限度降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振兴



05

EXVLUSIVE 特稿 2021 03

低人员流动壁垒 ；率先在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探索实行跨

境 服 务 贸 易 负 面 清 单 管 理 制

度，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

待遇，降低“边境后”壁垒。

适应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大

趋势，推动中日韩数字经济合作

进程。目前，东北三省数字经济

占 GDP 比重仅为 28.2%，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36.2%）。辽宁

占比刚超过 30%，黑龙江和吉林

占比只有 23% 左右，与西部欠发

达省区排在全国的第四梯队。东

北三省需要抓住中日韩数字经济

发展的机遇，着力推进产业数字

化转型。例如，推动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数字经济规则、规制、

管理和标准等的对接和互通，开

展数据确权、数据认证、数据定

价、数据监管、数据交易、数据

安全等标准规则制定及其相互对

接，支持数字经济企业打造数字

产业发展联盟，率先在通信产

业、计算机基础技术产业、软件

产业、互联网产业和电子商务产

业项下实行零关税、零补贴、零

壁垒的自由贸易政策。由此，使

数字经济发展成为与中日韩服务

贸易合作的突破点，成为东北地

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三、适应东北亚合作新

趋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一

体化进程

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相邻，

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偏低。

携手推进东北亚基础设施一体

化，可以考虑推进中国东北、日

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临海

港口群之间的集装箱远洋干线业

务、海内支线业务、国际邮轮业

务的共同开发运营 ；共同参与中

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东北亚

各国之间跨境大桥、跨境铁路和

跨境公路建设，提高中、朝、

韩、俄、蒙陆路交通运输网络的

互联互通水平。

依托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

区位条件，在加快东北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中实现东北亚陆

海联运，需要以东北经济一体

化为目标加大东北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力度。例如，围绕中

蒙俄经济走廊构筑东向出海、

南联内陆的大通道，加快建设

面向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互

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推进

“图们江开发开放”等。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作者在“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振兴”国

际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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