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19 07

经过近几年努力推进，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顺利 ：中蒙

俄铁路、公路和边境口岸的跨境

基础设施联通网络得到进一步完

善，中俄同江——下列宁斯阔耶

界河铁路桥中方侧完工，中俄企

业联合体基本完成莫喀高铁项目

设 计 等 等。2018 年 9 月 12 日，

总书记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

会上提出要构建东北亚经济圈，

这将中蒙俄经济走廊放到了更大

的国际舞台中。中蒙俄经济走廊

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

分，二者必须统一起来、同步起

来。在东北亚格局中，辽宁省位

置突出、优势明显。但是，我们

对自己的开放优势挖掘不足、利

用不足，开放的长板没能加长加

强、开放的短板没补长补强，开

放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未得到充

分释放。我们应当提高站位、拉

高标杆，将辽宁省的发展融入到

东北亚的开放格局中、挺到东北

开放的最前 沿和领头雁位 置，

全面深入细致地挖掘地缘政治

优势、港口优势、通道优势、平

台优势，拿出具体举措，敢闯敢

干，努力将开放优势转化为促进

地区发展的优势。

一、在构建东北亚经济

圈的大格局中推进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放眼东北亚客

观审视辽宁省开放优势，努

力将辽宁省建设成为东北亚

重要国际舞台之一

东北亚地区在人口规模、经

济规模等指标都强于欧盟，在世

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特别是随着中美贸

易摩擦的持续，东北亚的重要性

将会日益显现。“西方不亮东方

亮”，经略东北亚将是未来的发

展方向。从我国的开放格局看，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东北亚经济圈

的小多边合作、次区域合作，是

推进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的先手

棋。所以，要将中蒙俄经济走廊

建设放在整个东北亚经济圈建设

朱 军  曾兆勇  

充分发挥辽宁省开放优势  深度融入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

摘  要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必须放在东北亚经济圈格局中。辽宁省

是东北的开放前沿，位置突出、优势明显，应充分利用综合开放优势将辽宁省打造为东北亚重要国际舞台之一 ；

充分释放辽宁省港口整合、沈阳港建设的优势，深入推进辽宁省港口与东北内陆城市和口岸的合作或整合，促进

东北陆海联动 ；充分发挥辽宁省产业基础和运输体系优势，打造出口加工品产业园，将廊道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 ；充分发挥辽宁省国家级平台多、能级高的优势，推进三省一区重要平台的共建共享和深度合作，共同提升

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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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中，进行战略谋划和策略

安排。

2018 年 9 月 12 日， 总 书 记

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提

出要构建东北亚经济圈，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提出要加

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

程，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

略布局，也是应对国际贸易环境

变化的重要举措。这些都为辽宁

省、为东北地区的开放发展提供

了巨大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

个机遇，加强合作，发挥各自的

优势，全面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

经贸合作，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与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统一起

来、协调起来，同步抓、同步推。

辽宁省地处东北亚的核心

位置，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

份，是联结欧亚通道的重要出海

口，也是支撑中蒙俄经济走廊的

东方桥头堡。在构建东北亚经

济圈中，我们要发挥国内面向东

北亚国家唯一的陆海双重门户、

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发挥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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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模能级和话 语权与韩国釜

山港、日本横滨港和神户港等东

北亚重要港口相匹敌的港口。目

前，沈阳市正在推进以招商集团

为主导的沈阳港建 设 工作，进

一步推 进沈阳内陆港口与大 连

港、营口港、丹东港、锦州港、

盘 锦港、 葫 芦岛港等 6 个海港

以及多个物流结点多式联运平台

（“1+6+N”体系），建设国际物流

通道，形成集现代物流、国际贸

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信息

交流为一体的完善功能，打造面

向东北亚、服务东北地区的全新

开放平台。未来，辽宁省地区开

往欧洲班列的货物将在沈阳统一

编组。沈阳港的陆海联动是推进

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互动的有益

之举，是扩大港口经济腹地的创

新之举。

目前， 三省一区均 在 大 力

扶持发展各省的中欧班 列，但

尚未形成规模优势，与四川、陕

西、重庆等走在 前列的省市差

距 较 大。2018 年， 全 国中欧 班

列 6300 列， 辽宁 省仅 开 行 394

列，四川、陕西、重庆分别开行

2600 列、1235 列和 1442 列。东

北地区中欧班列还存在线路高度

重叠相互间竞争激烈，在没有政

府补贴的情况下大都处于亏损状

态等问题。这种过度竞争，既造

成了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又削

减了东北地区在全球经济经贸中

的话语权。东北三省一区应加强

合作，借鉴沈阳港“1+6+N”陆

海联动的创新之举，由招商集团

牵头，推进辽宁省港口资源与黑

龙江、吉林、内蒙古内陆重要城

市和开放口岸的合作，共同建设

涵盖海港、陆港、口岸等开放资

源的东北港（虚拟港），统筹协

调各省物流资源，集中统一编组

出境货物 ；同时，加强与全国各

地重要港口和重要口岸的合作，

整体提升东北地区在东北亚经济

圈乃至全球物流运输网络中的话

语权。从深度推进东北陆海联动

的需要看，在东北地区需建设形

成三条陆海联动的通道 ：中线，

加快大连港、营口港向哈大干线

城市布局，加快物流、人流、资

金流、信息流汇聚，夯实“辽满

欧”大通道建设 ；西线，加快锦

州港、盘锦港向辽西、蒙东地区

布局，构建“辽蒙欧”大通道 ；

东线，加快丹东港向吉林、黑龙

江东部地区布局，推进东北东部

经济带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物流体系，强化各类交通运输体

系衔接，形成设施先进、网络完

善、运行高效的集疏运体系。促

进三省一区跨境电商平台的深度

合作与整合，共同打造“东北网

上丝路”。

同时，还要走出国门，推进

辽宁省港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蒙古国的合作与布局，大力发展

跨境物流 ；密切关注 并积极参

建“冰上丝路”建设，参与北极

保护和资源开发。推进辽宁省港

口集团与俄罗斯远东运输集团合

作，开辟跨境直达运输班列和新

运输航线，通过发展跨境物流，

省作为中国、俄罗斯、日本、韩

国、朝鲜、蒙 古国最便 捷的中

转枢纽功能以及与东北亚各国人

缘相亲、经贸兼容互补等综合

优势，深度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

和“中日韩 +X”模式，促进更紧

密更自由更便利的互联互通、经

贸投资和人文交往，共建以辽宁

省为枢纽和先行区的东北开放格

局，努力将辽宁省打造为东北亚

重要国际舞台之一。沈阳，应发

挥在东北地区的政治优势、城市

基础以及会展等功能完备优势，

联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共

同打造东北亚政治交流、人员

来往、文化融合、信息汇集的中

心。大连，应以自由贸易港为核

心，探索完善以服务东北亚各国

的离岸金融为核心的自由贸易港

功能，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为先导，打造东北地区面

向东北亚、面向全球的开放龙头。

二、充分释放辽宁省港

口 整 合 和 沈 阳 港 建 设 的 优

势，深入推进辽宁省港口与

东北内陆城市和口岸的合作

或整合，促进东北陆海联动

港口、岸线资源是 一 个 地

区开展外向经济的基础性资源。

2019 年 1 月 4 日，辽宁省港口集

团成立，标志辽宁省港口跨入新

的发展阶段。引入招商集团开展

港口整合，是辽宁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优化环境的重大举

措，必将在 东北亚地区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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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东北四省区物流协同发展。

鼓励和支持辽宁省有实力的企业

投资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

建设港口、铁 路 等物流基础设

施和集疏运体系，全方位推进资

本、服务和管理输出。探索与俄

罗斯、朝鲜、韩国等主要港口组

建东北亚港口联盟，提升东北亚

物流体系在全球的影响力。

三、充分发挥辽宁省产

业基础和运输体系优势，打

造出口加工品产业集群，全

国招商、精准招商，将物流

廊道和节点优势转化为经济

发展优势

目前，由辽宁省编组开往俄

罗斯、欧 洲的班 列货物主 要来

源于长三角等南方省市，由辽宁

省企业提供的货物比重不大，在

30% 左右。也就是说，在中欧班

列上，辽宁省在花钱帮南方企业

降低物流成本，运货到欧洲开拓

市场。辽宁省花了钱却没形成对

地区经济强大的带动作用。同样

的苦恼也存在于黑龙江、甘肃等

廊道省市。甘肃省武威市是丝绸

之路的黄金节点，是全国多条铁

路西出的交汇点。全国多路中欧

班列最后都要汇集到武威，很多

班列还需要在此重新编组，再发

往欧洲。为了将廊道优势转化为

经济发展优势，武威成立了保税

物流中心，提供物流、仓储、配

送等服务，并同步建设了武威国

际陆港，加强与全国各地具有口

岸功能地区合作 ；同时，还规划

建设了一个产业园区，吸引货物

来源地的企业到武威投资建厂。

要深入分析 辽宁省中欧班

列货物结构和相关企业情况，

建设相应的产业园区，并大力吸

引相关企业集聚，以出口加工为

起点，发展壮大产业。目前，由

辽宁省编组的中欧班列出口产品

主要有：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

件， 锅 炉、 机 器、 机 械 器 具及

零件，服装等。辽宁省具备生产

这些产品基础。未来，应 加大

力气，围绕这些主要出口产品开

展“双招双引”工作，打造相应

的产业集群。比如，要充分利用

沈阳综保区的基础和沈阳港的优

势，以及沈阳电机生产的基础条

件、鞍山西柳、辽阳佟二堡等服

装生产的产业基础，围绕出口企

业精准招商、全国招商，努力培

育相应的产业集群，争取将物流

廊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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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优势。

四、充分发挥辽宁省国

家 级 平 台 多、 能 级 高 的 优

势，推进三省一区重要平台

的共建共享和深度合作，共

同提升开放水平

辽宁省对外开放平台多、层

级高，包括辽宁省自贸区、沈抚

改革创新示范区、大 连金 普新

区、中德 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

等，但是这些开放平台改革创新

的力度不够、举措不多，能级还

不够高、效果还不够好，示范和

带动作用发挥不够。这些年，国

家给 予了东北各省区许多层次

高的开放平台，各省都有综合保

税区，各省区还有自己特色的平

台，吉林省有长春新区、长吉图

开发开放先导区，黑龙江省有哈

尔滨新区等。但是，三省一区的

平台间缺 少协 作，尚未形成 共

建共享机制，平台的规模效应不

足、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够。再

如，为了提升地区形象、融入中

蒙俄经济走廊，三省一区都在依

靠区位优势和贸易基础，努力打

造自己的国际品牌展会，黑龙江

有“中国— 俄罗斯博览会”，内

蒙古有“中国—蒙古博览会”。

但是，三省一区各自为战，会展

的规模、规格都与山东的“中日

韩产业博览会”、广西的“中国—

东盟博览会”有一定差距。

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需要

高层次平台载体支撑。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东北 地区可以发 挥 更大作

用，要加大工作力度，形成对外

开放合作新格局。对外开放不足

是东北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在

全国，东北地区属于人口密度较

小的地区，三省一区必须联合起

来促开放、促外贸、促发展，才

能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形成开

放的绝对优势。一是以发展“飞

地经济”为切入点，建立三省一

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国家

级新区等平台共建共享机制。共

同布局和建设一批面向俄罗斯及

其它东北亚国家的科 技交流中

心、技术转移平台和高科技企业

孵化基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让载体充分释放、拉动增长。鼓

励内地园区与沿边地区合作，共

建“飞地经济”，在沿边地区建立

“园中园”，与当地的区位优势、

产业特色、要素资源紧密结合，

打造出口加工区、 商贸物 流园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形成

联动发展。二是鼓励三省一区高

能级平台共同走出国门。加快步

伐“抱团融进去”，充分利用三

省一区的产业优势和企业资源，

在蒙 古国、 俄 罗斯建 设园区，

迅速形成产业集群，扩大与两国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大力开

拓市场，显著提升当地居民的获

得感 ；同时，要迈开步子“走出

去”，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并购俄

罗斯研发团队和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获得先进技术、集聚高端人

才、完善营销体系。鼓励有实力

的企业与蒙古国、俄罗斯相关企

业加强合作，利用他们的市场和

资源，拓展我们的市场和业务。

三是促进三省一区共享“走出去”

企业服务平台。联合搭建中蒙俄

经济走廊投融资平台，联合设立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产业投

资基金，有效解决企业在“走出

去”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 ；加强与中铁 建、中

电建、中交建等知名央企的合

作，深度参与到他们的国外业务

中，拓展辽宁省企业国际市场 ；

共同搭 建 东北“ 走出去” 企 业

联盟，促进走出去企业“抱团出

海”，加快企业适应当地规划、

标准、法律法规和程序，共同加

强“软联通”；加强三省一区驻

外商会的协作，共同招商、共同

推介，为“走出去”的东北企业

服务，加快打造一支逐鹿东北亚

市场的“东北军团”。四是促进

三省一区通过资本运作促进会展

资源的深度整合，成立东北会展

集团，轮流举办面向东北亚的大

型国际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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