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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

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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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发展与冲突成为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东北地区在我国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要以统筹发展与安全视角来研判东北地区经济发

展形势和面临的挑战，并要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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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

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当前，统筹发展与安全的

背景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过去几十年，在和平与发

展作为时代主题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在持续扩大对

外开放的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既推动了自身经济

的较快发展，也提升了在全球经济和治理中的战略

地位。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

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由此，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外部风险因素也将明显增多。为适应国际

形势变化，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谋划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

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

全、信息安全等领域，需要在区域布局、产业布局与

制度安排等方面统筹谋划。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重

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

发，及时准确研判国际局势对国内经济的综合影

响，要把统筹发展与安全作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取

得新突破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核心目标

目前，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浪潮进一

步加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能源和粮食等面临严

重危机。在此特定背景下，我国需要以统筹发展与

安全作为核心目标。在经济发展中强化安全保障，

既有利于我国自身中长期发展，又有利于营造安全

稳定的区域经济贸易环境，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全

球化。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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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

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前，全球范围

内的“冲突”因素不断加大，发展与冲突逐渐演变成

为全球突出矛盾。例如，俄乌冲突持续，是对二战

后全球秩序的重大冲击，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和重

塑。由此，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受到

严重冲击。中美欧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状况存在

明显差异。2008—2021年，中国GDP由4.59万亿美

元增长至 17.45 万亿美元，增长了约 280%；美国

GDP由14.71万亿美元增长至22.99万亿美元，增长

了约56%；欧盟则由16.29万亿美元增长至17.08万

亿美元，仅仅增长了约 5%①。由此，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首先，经济全球化面临危机。经济全球化的制

度根基被动摇。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制裁，极易引发

多边主义危机。美欧等西方经济体利用 SWIFT制

裁俄罗斯，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会破坏国

际支付清算体系的公平性、削弱美元自身信用以及

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利用自身的货币主权没

收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将多边关系的公共产品

退化为双边关系中的一国货币秩序，极易引发国际

金融规则危机。

其次，中美经济博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1978年

我国GDP不足 4000亿元，2000年GDP突破 10万亿

元，2012年GDP突破50万亿元，2020年GDP首度突

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超 1万美元②。比较来

看，1978年，美国GDP是中国的 15倍，人均GDP是

中国的30倍；到2020年，美国GDP是中国的1.5倍，

人均GDP是中国的 6倍（见图 1）。未来 10—15年，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概率较大。据测算，只要

未来10年中国保持5%左右的增长，中国的GDP有

可能超过美国。据此可推测，未来较长时期内，美

国将采取多种手段继续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年份）
图1 1978—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世界经济面临危机

在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背景下，俄乌

冲突使动荡不安的世界雪上加霜，加剧了全球经济

增速放缓。

2022年 10月 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从早前的 2.9%调低至 2.7%，但 2022年的经济增

长预测保持不变，仍为 3.2%。IMF引述最新《世界

经济展望》预测称，2023年全球可能将有三分之一

经济体陷入萎缩。IMF把亚洲 2022年的预测经济

增长率下调至4.4％，低于7月时预测的4.6％。IMF
下调亚洲经济增长预测，是因为通货膨胀率不断上

升迫使许多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出口则面对美

国等经济放缓的影响③。

2022年 6月 7日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全球经

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7%
下降到2022年的2.9%，低于1月预测的4.1%和4月

预测的3.2%。2023年至2024年的增长率也将维持

在这一水平。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发展

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比疫情暴发前低近 5%。

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由2021年的5.1%
大幅降至 2.6%，较 1 月份的预测低 1.2 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经济增长率也

从 2021 年的 6.6%降至 2022 年的 3.4%，远低于

2011—2019年4.8%的年均增长率④。

第一，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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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可能将

要进入“低增长和高通胀”的“滞胀期”。

在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消失、俄乌冲突愈演愈烈

的背景下，本身全球经济就面临着增速下行的压

力，各国竞争性收紧货币政策，将会加剧全球经济

衰退的可能性。未来两年，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会下

行，但全球的通胀率将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

这是典型的“滞胀”格局。“滞胀”将是各国最不愿看

到的一种情形，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

于改变滞胀局面都很难发挥作用。

第二，能源和粮食危机。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

天然气出口国，占全球天然气出口总量的16.2%，同

时是第二大原油出口国，占全球原油出口总量的

11.3%；俄罗斯是钯、锑、钒、铂、钛、镍等稀有金属的

主要供应国，占全球出口的 10%以上；俄罗斯还是

氮肥第一大出口国、磷肥和钾肥第二大出口国⑤。

乌克兰在世界谷物和植物油贸易中占有重要

地位。2021—2022年度乌克兰玉米、小麦、大麦和

葵花籽油出口量分别为 2750 万吨、2000 万吨、580
万吨和 575 万吨，分别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14%、

10%、17%和47%⑥。

俄乌两国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出口量共计占全

球出口总量的 29%、19%和 80%⑦。当前，由于俄乌

冲突持续升级、美欧制裁封锁及交通运输中断，使

得俄乌两国出口受阻，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供需失

衡，引发国际能源、粮食危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报告，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预计

2022年全球能源价格将上涨 50.5%。其中，布伦特

原油期货平均价格将维持100美元，较2021年上涨

42%，远高于60美元/桶的近五年的平均水平⑧。

3.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互为条件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世界经济面临严

重危机的背景下，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目

标，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关键和条件，没有经济

发展就难以形成持久可靠的安全保障；安全是前

提，没有安全保障就难以形成稳定发展的环境和条

件，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与安

全相互融合、互为条件。要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度融合、良性互

动。当前，我国在产业链、能源、粮食等方面安全发

展仍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统

筹发展与安全。

发展是第一要务。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

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

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

60位。从 2001年到 2020年，我国人均GDP从 1053
美元增加到10434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均GDP
从3.71万美元增加到6.32万美元，日本人均GDP从

3.44 万美元增加到 4.02 万美元，韩国人均 GDP 从

1.16万美元增加到 3.16万美元（见表 1）。2001年，

美国、日本、韩国人均GDP分别是我国的 35.23倍、

32.67倍、11.02倍。到 2020年，我国人均GDP与其

他国家差距明显缩小，但仍存在较大程度的差距，

2020 年美国、日本、韩国人均 GDP 分别是我国的

6.06倍、3.85倍、3.03倍（见表1）。

由此可见，我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

大差距。对于我国而言，发展仍是最大的目标，发

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第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国在产业链供应

链、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安全发展是事关国家稳定

表1 2001—2020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人均GDP比较

年份
国家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

1053
1148
1288
1508
1753
2099
2693
3468
3832
4550
5614
6300
7020
7636
8016
8094
8816
9905
10143
10434

美国

37133
38023
39496
41712
44114
46298
47975
48382
47099
48466
49882
51602
53106
55049
56863
58021
60109
63064
65279
63206

日本

34406
32820
35387
38298
37812
35991
35779
39876
41308
44968
48760
49145
40898
38475
34960
39400
38891
39808
40777
40193

韩国

11561
13165
14672
16496
19402
21743
24086
21350
19143
23087
25096
25466
27182
29249
28732
29288
31616
33422
31936
31631

数据来源：2002—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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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目前来看，仍然面临严峻

的国际环境。即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深度融

合，但是仍不能完全阻挡反经济全球化的逆流。当

前，我国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仍与美欧存在较大差

距，关键技术普遍存在“卡脖子”现象。例如，我国

关键材料上对外依存度较高，高端光刻胶、5G芯片

所需高端封装材料基本依赖进口，12寸硅片国产化

率不到 1%⑨。同时，美欧正在实施“再工业化”和

“制造业回归”战略，高端制造正从我国向外转移。

基于此，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增强产业链

韧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经成为

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

第二，能源安全。在能源方面，我国尚处于工

业化和城镇化转型期，对能源需求极大。2021年，

全国能源净进口总量11.2亿吨标准煤，比2012年增

长83.2%，年均增长7.0%。原煤净进口自2016年连

续6年逐步上升，2021年净进口3.2亿吨，创近年来

新高，比 2012年增长 14.9%，年均增长 1.6%。原油

净进口自2019年突破5亿吨后持续保持高位，2021
年达到 5.1 亿吨，比 2012 年增长 90.0%，年均增长

7.4%。天然气净进口高速增长，2021 年达到 1620
亿立方米，比2012年增长3.1倍，年均增长17.1%⑩。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是全球最大的石油

进口国，2021年原油进口对外依存度为 72%（明显

高于国际上公认 50%的安全警戒线）。我国石油

对外依存度从 1990年的 6.61%大幅上涨至 2019年

的 86.85%（见图 2）。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

2010年的15.22%大幅上涨至2019年的43.56%。目

前，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产销国，产销占全球

之比都在50%以上，煤炭能源形势严峻。

（年份）

注：石油对外依存度=进口石油量/石油总供给量。

第三，粮食安全。在粮食方面，我国一直将确

保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视作头等大事，

粮食供需一直维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因此，俄乌

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但是，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供给失衡，粮食进口价格和

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禁止农产

品出口，使得我国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农作物（如大

豆、油脂油料等）保供、稳供的压力陡增。

2021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突破1.6亿吨，对外依

存度超过 19%。总体来看，我国粮食总量有保障。

但是，主要存在结构问题。从我国粮食历年对外依

存度看，由大到小依次为大豆、大麦、高粱、玉米、小

麦、稻谷。其中，我国大豆对外依赖度历年均在

80%以上（见表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稻谷
（%）

1.5
1.3
0.5
0

0.3

小麦
（%）

1.9
2.0
1.2
1.0
2.5

玉米
（%）

1.1
1.1
1.3
1.8
4.2

大豆
（%）

84.5
86.2
84.6
83.0
83.7

大麦
（%）

83.2
89.1
87.7
74.7
79.9

高粱
（%）

75.6
67.0
55.3
20.1
61.7

年份

指标

表2 中国部分粮食对外依存度

注：对外依存度=净进口量/总消费量。总消费量=国内

总产量+净进口量，净进口量=进口量-出口量。稻谷和小麦

国内总产量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进出

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玉米、大豆、大麦、高

粱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进出口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图2 1990—201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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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视角下研判

东北地区经济形势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日趋复杂，区域不稳定因素

越来越多，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

缓。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

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更为严重，近年来一直在低位徘

徊。2022年上半年，东北三省中有两个省增速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2.5%）。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吉林出

现负增长-6%。黑龙江和辽宁仅实现2.8%和1.5%的

增长。

从全国来看，在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演变的大背景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极为重要。在

统筹发展与安全视域下，经济增长速度是东北地区

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更

要研究分析东北地区在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全

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东北

地区经济存在一定突出亮点和发展空间。

1.统筹粮食发展与安全

东北地区具有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天然优势，

是国家粮食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基地。在国家粮食

发展与安全中，东北地区的作用举足轻重。

东北地区在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为68284.77万吨，黑龙江产粮

7867.72 万吨，同比增长 4.3%，产量稳居全国第一

位，占比为 11.5%（河南 9.6%）。2010—2021 年，黑

吉辽粮食产量增长合计增幅达到 41.24%（见表

3）。黑龙江粮食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 1/8
和 1/3，相当于为全国每人每年提供 100斤原粮；吉

林粮食常年调出量近500亿斤。东北地区在统筹粮

食安全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北地区在保障全国粮食安全上的作用存在

一定提升空间。2018 年到 2021 年，东北地区粮食

产量占全国比重从 20.26%提升到 21.15%，提升了

近1个百分点。为适应国际格局变化给粮食市场带

来的巨大挑战，东北地区应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种植

面积，并通过中低产田改造，进一步提升粮食产

量。总地来看，东北地区是有条件也是有可能的。

若如此，东北地区将在全国统筹粮食发展与安全方

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见表4）。

2.统筹能源发展与安全

东北地区在国家能源发展与安全中的战略作

用在提升，同时也存在较大压力。

东北地区在能源供应等方面有诸多亮点。

2022年上半年，东北地区原煤产量为 5184.3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2.36%；原油产量为2228.1万吨，占

全国总产量的 21.66%；天然气产量为 43.3 亿立方

米，占全国总产量的3.95%；原油加工量为6099.4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18.36%；发电量为 2039.2亿千

瓦时，占全国总产量的5.15%（见表5）。

东北地区在全国一次能源格局中的作用仍有

待提升。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东北地区能源供

给总量在全国的占比有所下降。2018 年到 2020
年，东北地区一次能源生产占全国的比重从 2.94%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东北地区累计

2010年

（万吨）

5632.86
2790.72
1803.97

10227.55

2021年

（万吨）

7867.7
4039.2
2538.7
14445.6

增长

幅度（%）

39.68
44.74
40.37
41.24

指标
地区

表3 2010—2021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局、

黑龙江省统计局数据中心。

地区
年份

全国

黑龙江

辽宁

吉林

东北地区合计

东北地区占比

2018
65789
7505
2192
3633
13330

20.26%

2021
68285
7867.7
2538.7
4039.2
14445.6
21.15%

表4 全国粮食产量及东北地区占比（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

局、辽宁省统计局数据中心。

地区

指标

全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东北地
区总量
东北地
区占全
国比重

原煤
（万吨）

219350.7
1587
416.7

3180.6
5184.3

2.36%

原油
（万吨）

10288.5
527.8
220.3
1480

2228.1

21.66%

天然气（亿
立方米）

1095.8
3.8

10.2
29.3
43.3

3.95%

原油加工
量（万吨）

33221.8
4809.6
464.9
824.9
6099.4

18.36%

发电量（亿
千瓦时）

39631.1
1014.4
470.7
554.1

2039.2

5.15%

表5 2022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能源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局、

黑龙江省统计局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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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2.39%，降低了约0.56个百分点（见表6）。

在全球经济和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

俄乌冲突的特定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化石能源至关

重要。要主动应变，加大东北地区石油、天然气、煤

炭等的产量和储备。此外，东北地区周边是能源重

要产地，要建立和保持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包括加

大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由此，充分发

挥东北地区在能源进口、能源加工、能源储备等方

面的重要战略性作用。

3.统筹制造业发展与安全

东北地区在装备机械、汽车等工业领域具有一

定优势，是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国际产业竞

争加大的新形势下，东北地区有责任也有条件在统

筹制造业发展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东北地区在高技术制造业等方面的亮点。

2022 年上半年，辽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2.2%。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2.5
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0.7%，提高

7.9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吉林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3.5%，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10.9%，比上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集成电路

产量增长 3倍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2022 年上半年，黑

龙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于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1 个百分点。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

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经济增长0.6个百

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1.0%。东北地区在全

国装备制造业格局中的作用有待提升。数据显示，

2018—2020 年，全国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36.79万亿元增长到 39.92万亿元。其中，2020年，

辽宁为0.8万亿元，吉林为0.35万亿元，两省占全国

比重仅为2.88%。对于装备制造业主要地区来说，

东北地区在担负统筹全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与安全

上的重要作用仍有待提升，任重道远。

三、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和压力

总体来看，由于多重影响因素叠加，2022年我

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

既面临与全国同样的挑战，也承受着某些方面的特

有压力。

1.疫情的挑战

当前，统筹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的挑战加大。

疫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冲击，除了拉低

经济增速，也对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在人均收入增长方

面，东北三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半年

全国居民收入平均为18463元，辽宁、吉林、黑龙江

分别为18326元、13112元、12775元，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二是企业投资预期转弱。近几年，东北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由此带来多方

面的不利影响。从一些关键的金融指标看，东北地

区企业的投资预期较弱，尚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的迹

象。例如，2022 半年东北地区存贷比为 74.1%，低

于全国 8.3个百分点。三是市场信心不足。以消

费为例，2022 年上半年全国消费增速同比下

降-0.7%，东北地区降幅更大，辽宁为-2.9%，黑龙

江为-3.2%，吉林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为-17.1%。

再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

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三个指标来看，2022年上

半年辽宁分别下降 22.1%、33.5%、37.4%；吉林分别

下降 39.5%、52.3%、55%；黑龙江分别下降 22.5%、

25%、34.7%。

2.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

从中长期看，东北地区面临更大的问题是经济

结构转型的挑战。总体来看，近几年东北地区的经

济转型有一定进展，但尚未实现重要突破。

从产业结构看。一是先进产业集群缺位。

2021 年，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先进制造业集

群，全国共有 25个，东北三省未有入选。尤其是当

年曾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装备制造业也无一

入选。相比之下，广东、江苏分别有 6个集群入选；

浙江有 3 个集群入选。二是产业核心竞争力不

强。 2020 年，黑龙江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为

全国（万吨标准煤）

辽宁（万吨标准煤）

吉林（万吨标准煤）

黑龙江（万吨标准煤）

东北地区合计（万吨标准煤）

东北地区占比（%）

2018
378859
3403.37
1619.84
6132.6

11155.81
2.94

2020
407295
3128.83
1040.16
5557.7

9726.69
2.39

年份
地区

表6 全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及东北地区占比（单位：万吨标准煤）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

71



区域经济评论 2023年第1期

1.57%，在全国排名仅高于西藏；辽宁和吉林分别排

在第 23位和第 24位。2011—2020年，东北地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下降 8.92%，与同期

全国整体趋势相比形成较大反差，同一时期的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1.22%。三是

产业结构不优。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中，

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高达

93%，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仅占7%，而2020年全国

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为11.97%。四是研发投

入不足。2020年，东北三省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

重平均约为 1.58%，其中辽宁为 2.19%、吉林为

1.30%、黑龙江为 1.2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40%。

从资本布局看。东北区域经济重复布局等矛

盾较为严重。比如，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占比前10位

的行业，大部分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较大相似

性。国有资本大多集中于传统竞争性行业，功能

性、保障性领域布局明显不足。例如，调查显示，辽

宁近 70%的国有资产分布于煤炭、钢铁、装备制造

等领域；吉林的地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大类

中均有分布，其中，工业领域只有不到 8%的资产，

农林牧渔、建筑、服务业等其他 16个行业的资产占

地方国企90%以上。与之相比，江苏80%的国企集

中在科技、基础设施、能源、媒体、新兴产业、金融、

投资等领域；上海 60%的国企集中在新兴产业、先

进制造等领域，以及功能性、保障性的重点领域。

国有资本布局不合理，是制约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抗

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例如，在 2020年，黑龙江国

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率为-0.59%，在全国仅高于西

藏，而辽宁和吉林分别为0.98%和2.74%，分别位于

第27位和第18位。

从企业结构看。2021年，东北地区市场主体有

所增加，其中辽宁市场主体总量突破444万户，全年

新增市场主体 73.52万户，同比增长 21.57%。吉林

新增市场主体达63.6万户；黑龙江市场主体291.23
万户，同比增长 10.7%。但是，民营经济发展仍是

短板。2021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中，浙江

有 96家上榜，而东北三省加起来仅有 8家。尤其

2022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较大，东北地区民营企业

和中小企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东北地区 2022年

上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要原

因在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相对滞后。

3.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挑战

一是东北地区开放度不高。东北地区 1993年

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为 7.3%，到 2020年大幅降

至2.9%，其中出口总额仅占1.8%。同期，长三角地

区外贸占全国比重达到 36.9%。二是东北地区与

东北亚区域发展结合度不密切。2019年，辽宁、吉

林、黑龙江对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出口规模分别仅

为 1051.08 亿元、75.9 亿元、127.03 亿元，仅相当于

所在省份出口总额的 33.59%、23.5%和 36.34%。

三是，东北地区尚未有效发挥毗邻东北亚的区位优

势。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合力尚未充分形成。例如，

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城市港口资

源丰富，但在面向东北亚的开放上仍未有效整合资

源。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东北地区仅

营口港进入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10位，而

且被广西的北部湾港口超越。

4.全球与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挑战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

速放缓，同时面临滞胀危机。俄乌冲突加剧全球能

源与大宗商品危机，包括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供应

链产业链危机等。为此，全球及区域经济格局变化

对东北地区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东北亚区域格局的变化使东北地区发展面临

新挑战。首先，美国通过制定一系列标准企图遏制

我国的发展。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中，以日韩

为支点的东北亚成为其重点和核心之一。其次，东北

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面临新变局。由此可见，东北地

区的发展面临着全球与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挑战。

四、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目标推进东北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的是在保持一定

经济增速的前提下，把握住东北地区在统筹国家发

展与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把握住国内外的发展趋

势，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比仅仅从增速来看东北

地区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增长固然是基础、是关

键，但是从全局来说，服务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

大局更为重要。

从现实看，统筹东北地区发展与安全，实现东北

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需要在推动东北

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寻求新动力、新路径，并由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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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维护国家国防安全、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能力。

1.优化产业布局

从现实情况看，东北地区为实现统筹发展与安

全的目标，重点在于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

优化。调整优化东北地区产业布局的基本要求，是

要从围绕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

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定位出发，加快制定东北地区

产业一体化行动计划，推进东北地区产业资源优化

整合，力争到 2025年初步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加大国防安全产业布局。加强国防安全产业

保障，提升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战略

性地位。优化东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布局。整合优

化全域农业资源，以区域一体化布局拉长东北地区

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巩固国家粮食“压舱石”地位。

协同促进生态产业发展。东北地区应围绕“双碳”

目标，实现统筹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使

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优化区域能源

布局。东北地区应注重关键能源技术和设备的创

新，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巩固和提高其在国

家能源安全中的地位。加大人才培养吸引力度。

东北地区的科教基础较好，拥有一大批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要加大力度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优化以装备制造为核心的产业布局。东北地

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包括制

造业种类较为齐全、产业链条较完备、工业成熟度

较高等。要充分发挥作为国家重器的装备制造业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以比较优势推进

区域产业错位发展，强长链、补短链，打造一批优势

产业集群，实现装备制造业优化布局。不断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将“东北制造”升级为“东北智造”“东

北创造”，从而在维护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

中发挥更大作用。

2.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对于东北地区来说，统筹发展与安全，国有经

济优化布局是关键。国有资本向战略性安全保障

服务领域集中，是东北地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

任务。由此，要以东北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统筹发

展与安全的国有经济布局，强化国有经济的战略安

全保障能力。

从现实需求出发，把全面统筹优化东北地区国

有经济布局作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验

的重要目标。力争到2025年，国有经济在促进东北

地区产业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一体化中的作用显著增

强，基本形成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带动民营企业发展

的新格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化调整国有经济产业布局。要着力提

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优化国有经济的区域

布局，积极引导国有资本集中于前瞻性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高国有资本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

响力以及抗风险能力。二是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区

域布局。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要素集聚等方面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带动和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布局，努力打造在东北亚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圈及相适应的产业集群。

三是优化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布局。加大国有资本

在国家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服务和应急

能力建设中的配置力度。在此基础上，着力加强公

平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作

为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目标，为民营企

业发展开辟新的制度空间，使民营经济成为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

国有资本在区域互联互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完善跨省公路、铁路、航空、海运等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形成东北地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

系，并构建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大通道。有效发挥央

企的重要作用。加大央企对战略性、前瞻性、基础

性创新领域的投入，发挥央企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重点支柱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

域的特殊作用。推动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的战略对接与合作。例如，在竞争性领域，引进

民营和境外投资者，促进国有企业重组，允许非公

有制经济控股。

3.优化开放布局

统筹发展与安全，优化开放布局是引领并取得

突破的战略举措。因此，未来东北全面振兴、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扩大开放发展，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是主攻方

向。要以东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统筹发展与安全的

开放布局，形成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合力。争取

到2025年，初步形成东北地区协同融入东北亚经济

圈的新格局。

把握RCEP生效机遇。RCEP正式生效为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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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也为东北

地区加强与日本、韩国等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条

件。2022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

加强与日韩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是东北全面振兴

的重要责任。一是借助RCEP关税减免措施和投资

便利化安排，充分利用更加灵活的原产地规则，抓

住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调整的有利契机，

以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为重点强化与日本和韩国

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强与东北亚的产业对

接。二是加强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旅游业合作

交流。例如，以珲春、图们江为主，形成日本海旅游

合作圈。三是加强资源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等领域和产业项下的多国合作。充分利用辽宁

和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率先探索部分产业项下的自

由贸易。四是推动地方层面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园

区。要抓住RCEP机遇，鼓励地方层面加快共建经

济合作园区，用好RCEP等相关政策机制。

在中俄战略合作中发挥特殊作用。中俄战略

合作为推动东北地区深化对俄经贸合作提供了重

要机遇。东北地区要发挥地缘与发展优势，努力在

中俄战略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与俄罗斯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中

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9000 亿元，达到 9486.6 亿

元，同比增长 26.6%，其中，中国对俄出口达到

4364.3亿元，同比增长 24.7%，连续 6年保持同比增

长态势。从俄进口为 5122.3 亿元，同比增长

28.2%。2022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可能突破 1650 亿

美元至 17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此外，俄罗斯对

人民币的需求量近期出现激增。为此，东北地区要

抓住机遇，扩大对俄经贸合作规模。扩大绿色发展

领域合作，尽快在农业、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文

化体育、信息化与数字化等领域对接俄罗斯形成新

的区域开放布局，因地制宜推动相关产业项下的自

由贸易。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加快推动东北地

区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与东北亚国家互联互通。

力争在未来 5—10年内，构建覆盖东北地区主要节

点城市、港口城市和连接东北亚各国的国际交通运

输网络体系，推动东北亚经济走廊建设进程。发挥

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的作

用，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面向东

北亚的开放合作大平台。以沿海城市为重点建设

面向东北亚的重要开放门户。以大连为龙头，加快

整合东北地区沿海城市港口资源，形成合理分工、

错位发展、资源共享的港航一体化新格局。

形成高水平开放与合作机制。促进东北地区

与东北亚国家的政府间合作与民间人文交流。建

议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建立常态化的地方政府间沟

通协调机制，推动地方层面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园

区；充分发挥东北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网络

优势，为东北亚合作提供前瞻性、专业性的智力支

持。创造多种条件，加强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区域的

人文交流。形成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行动计划。

发挥辽宁、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在开放合作中的引领

作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重点积极探索创新，争

取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同

时，为加强东北地区融入中日韩、中俄经济合作，建

议增设中国（吉林）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东北地

区经济一体化高规格的跨省协调机制。建议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在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机制的

基础上，形成由国家层面主导、各省主要领导参与

的高级别工作协调机制，并建立多层次跨省合作

机制。

总体来看，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目标推动东北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一体化，

需要解放思想、主动作为，大胆改革创新。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需要在注重东北地区经济

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东北地区的周边区域经济格

局变化，深化东北地区的全面改革，推动东北地区

的高水平开放，这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核心目标下实

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重大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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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战略任务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 Strategic Task for Promoting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Chi Fulin Ma Yu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orld's unprecedented changes have accelerated their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have
becom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facing the world. To this en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and be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Northeast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industrial security. Therefore, we should study and jud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tak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s the core goal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Five Major Safety；Development；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Optimiz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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