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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振兴东北的

“重头戏”，目前进展如何？

东北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加

速发展新兴产业、促传统产业提

质增智取得怎样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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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如何抓住东北亚

经贸合作机遇，加快构筑向北

开放新高地？

东北地区发展特色文化旅

游具备哪些优势？对推动区域

经济增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地区关乎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面临体制机制僵化、产业结构单一等诸多制约因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健全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统筹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

用“冷资源”撬动“热经济”

把握中俄“东北—远东”经贸合作机遇

抓住关键啃下国企改革硬骨头

李政（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东北国有企
业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东北要振兴，国企必

振兴；国企要振兴，改革是关键。啃下国企改革

这块“硬骨头”，是东北实现全面振兴的一道必

答题。近年来，东北地区积极实施国有企业改

革深化提升行动和国有企业振兴专项行动，大

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数

智化转型和数实融合。总体来看，国有企业生

机活力不断增强、面貌焕然一新，经营质效明显

提升，重点改革领域实现破冰突围，企业经营态

势、市场化意识、干部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发生深

刻转变。

国 有 企 业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取 得 明 显 成 效 。

体制机制弊端是长期束缚东北地区国有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突出表现在市场化

经营机制不健全，“铁饭碗”“大锅饭”和平均

主义问题突出，国企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不

高。东北地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从构建

市场化经营机制入手，以建立管理人员能上

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能

机制”为突破口。辽宁省全面实施省属企业

“三能机制”建设攻坚计划，明确 9 大攻坚战、

27 项重点任务。目前，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

化 管 理 覆 盖 率 100%，中 层 管 理 人 员 普 遍 实

行 竞 争 上 岗 ，新 进 员 工 公 开 招 聘 比

例 稳 定 在 100% ，各 级 经 理 层

成员内部收入差距倍

数 达 到 2.2。 鞍 山 市 出 台“ 三 能 机 制 ”改 革 攻

坚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 先 改 主 席 台 、再 撤 前 三

排 ”，粮 食 、供 热 等 集 团 开 展 竞 聘 上 岗 改 革 。

经理层成员全部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实现公开招聘 100%，吸引一批“双一流”高校

毕业生来鞍山国企工作。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增强核心

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的重点，也是东北地区国有资本和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必由之路。东北地

区 国 有 经 济 布 局 结 构 不 断 向“ 新 ”而 行 、向

“绿”流动，在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

公共服务等方面充分体现国企使命担当，对

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辽宁省通过强化资本支撑，进一步推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布局。辽宁控股集团与央企

中国诚通、中国国新发起设立辽宁振兴发展

基金，辽粤两地国企设立辽粤科创发展母基

金，拥有 11 只基金 230 亿元规模的“辽宁国资

基金系”初步形成，同时新组建数智集团、科

创集团、要素服务集团等，推动国有资本向科

技创新前沿和产业升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

沈阳市围绕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开展收

购并购，抢占行业技术高地；围绕航空航天、

食品加工服务等领域挖掘并购资源，增强市

场 竞 争 力 。 吉 林 省 聚 焦“ 科 技 创 新 、产 业 引

领、安全支撑”，结合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精

准定位改革方向，推动省属国有资本向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旅

游 等 优 势 产 业 ，交 通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以 及 生 态 保 护 、民

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

国有企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实体经

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日益紧密。数智化转型已

经不是国有企业的选答题，而是事关国有企

业 提 升 核 心 竞 争 力 和 优 化 战 略 部 署 的 必 答

题。吉林省国资委瞄准产业趋势、抓住关键

领域重点发力，从全省国有企业中选取两批

17 家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黑龙江省哈

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以“场景破题—系统重

构—智能跃迁”为梯度逐步进阶，持续提升高

端装备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老牌国企的

数智突围。近日，“东北国有企业 AI+赋能行

动”正式启动，旨在为东北国有企业打造集战

略指引、技术赋能、实践落地、经验共享于一

体的融合平台。依托场景优势与科教人才优

势，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积极把握国务院《新一

代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规 划》和 央 企“AI+”专 项 行

动要求，肩负起智能化升级与数智技术创新

的双重使命。

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发展量质

齐升。2024 年，辽宁省属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75.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4.1%，其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50.7%，31 个省级以上

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185.1 亿元。吉林省国有资

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增长、上缴税费均创近

5 年最好水平。黑龙江省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0.43%，实现四连增，战略性新兴产业营

收占比 19%，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全国地方

国企平均水平。

李凯（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发展新兴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以新的产业结构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东北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老工业基地改

造的终极目标。近年来，东北营商环境发生明

显变化，各种有利于振兴的因素加速集聚。产

业结构转型逐渐拉开序幕，老工业基地“老、旧、

沉”的形象发生变化。

发展新兴产业有两条路径，其一是依托传

统优势产业的基础进行扩展，这是东北目前新

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其二是超越当地产业

基础，发展完全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机床与

重型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新型交通装

备、新型储能装备、碳纤维产业等产业，与东北

地区传统制造业相结合，依靠技术与人员等优

势，在规模上已成为东北新兴产业的主体。

发 展 完 全 新 兴 产 业 相 对 困 难 ，但 在 半 导

体、通信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东北

地区开始重点布局，通过对接高等院校与科

研院所，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目

前，辽宁省已成为国内半导体装备的重要供

应基地之一，拥有相对完整的半导体装备产

业链以及多家以半导体装备为主业的上市公

司，涌现出一批特色龙头企业。其中，沈阳芯

源微公司多年深耕半导体设备领域，是国内

唯 一 能 提 供 量 产 型 前 道 涂 胶 显 影 设 备 的 厂

商；富创精密是国内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

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为数不多能量产应用

于 7 纳米工艺制程半导体设备的精密零部件

制造商。2024 年沈阳半导体装备产业总产值

超 100 亿元，虽然产业规模不是很大，但对辽

宁省以及东北地区都有重要启发意义和借鉴

价值。东北地区拥有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和科研院所，在研发能力上具有一定优势，因

地制宜进行产业转化创新，是一条走得通的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经过努力，东北地区新兴产业规模逐渐扩

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东北有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 1201 家、规模以

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2973 家、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企业 11.8 万家。东北规模以上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占全部规上工业

企业数量的比例为 17.35%，接近全国中游水

平，较过去有较大进步。

用新技术新要素改造传统产业，是东北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老工

业基地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十

四五”期间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中，东北三省都

强调将农业和传统工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数字

化改造放在重要位置，传统产业改造力度不断

加大。黑龙江省制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行动计划，目标是用

3 年时间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并组建全省工业数

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同时，还遴选 51 家优秀的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供强有力支持。在数字化改造领域，“十四

五”时期以来，辽宁省建立近 90 个省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222 个数字化车间和 115 个智能工

厂，重点企业鞍钢完成 55 条生产线智能升级，

关键工序数控应用率超 80%。吉林省培育省级

未来工厂 4 个、智能工厂 27 个、数字化车间 50

个。黑龙江省培育省级智能工厂 14 个、省级中

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 100 个、工业互联网新

模式示范应用 67 个。

虽然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

是距离新产业形成经济规模并对传统产业产生

较大规模替代的目标仍有差距。未来，要把握

好“新”与“大”的关系，将新产业发展与东北经

济规模的提升紧密结合，抓住海洋经济等产业

规模大的领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重视传

统产业改造，尤其是传统优势产业延伸与提升，

因地制宜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上下功夫，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

势。将结构转变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在达

成新产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培养更多经营主

体和民营企业，探索出政府与市场结合促进产

业变革的合适方法，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建立

坚实的制度基础。

笪志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
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东北地区冰雪旅游、

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特色文旅持续升温，

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特别是冰雪

旅游，从“尔滨热”火爆出圈，到吉林“冰雪丝

路”不胫而走，再到沈阳“冰雪嘉年华”体验

升级，不仅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传统服务业

升 级 ，还 催 生 冰 雪 演 艺 、冰 雪 运 动 、冰 雪 文

化、冰雪穿戴、冰雪研学等新业态，以“冷资

源”撬动“热经济”。特色旅游已成为拉动消

费、增加就业、带动产业发展，深化东北振兴

的新动能。

东北地区发展特色文旅优势明显。从资

源优势看，一是生态类型多样，自然条件得天

独厚。东北地区旅游资源富集，拥有森林、山

川、草原、湿地、冰雪、湖泊、江河、海洋等自然

景观，以及夏季宜人的凉爽温度、冬季漫长的

低温严寒等气候资源。二是历史文化悠久，民

族风情浓郁。东北地区是肃慎、女真、满族等

北方少数民族发祥地，拥有渔猎文化、金源文

化、京旗文化，边疆文化、冰雪文化、民俗文化、

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也十分丰富，为文旅产业

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三

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开放潜力巨大。东北地区

与俄罗斯、朝鲜等国接壤，是我国连接欧亚大

陆的重要通道，形成了内外交融的欧陆风情、

移民文化、俄侨文化，具有发展特色文旅的开

放氛围。

从政策优势看，国家高度重视东北地

区 文 旅 业 发 展 。 中 央 和 地 方 发 布 文

件，明确东北的世界级冰雪旅游度

假 地 、中 俄 文 旅 交 流 合 作 示 范

区、中国生态康养旅游体验

区等功能定位，为东北发展

特 色 文 旅 提 供 了 方 向 。 2024

年 ，吉 林 省 、辽 宁 省 、黑 龙 江

省、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 分 别 审 议 通 过《关 于

促进东北三省一区

旅游业协同发

展的决定》，明确了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

发展的目标，即推动区域旅游资源协调互补，

提升整体竞争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东北

地区旅游整体品牌。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协同

发展路径，包括冰雪旅游、绿色旅游、红色旅游

等多个重点领域。

特色文旅为东北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

能 。 仅 2025 年 春 节 假 期 ，辽 宁 省 接 待 游 客

5335.88 万人次，旅游收入 536.98 亿元；吉林

省接待游客 2770.68 万人次，旅游收入 337.55

亿元；黑龙江省接待游客 2626.3 万人次，旅游

收入 336.5 亿元。2024 年，东北三省接待游客

约 13.2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约 1.64 万亿元，旅

游收入占三省 GDP 比重约 25.8%，拉动文化、

饮食、民俗、体育等相关产业附加值翻番，尤

其是哈尔滨亚冬会在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投

资上效果显著。“赏冰乐雪”沉浸体验游，滑

雪、雪橇等冰雪运动游提升了冰雪旅游附加

值，东北地区正形成以冰雪运动为牵引、冰雪

旅游为支撑，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协同发展的

产业格局。

未来，东北发展特色文旅产业重点要遵

循以下路径。首先，立足特色，打造东北冰

雪文化 IP。突出区域特色，深入挖掘东北地

区的历史、民俗、自然等文化资源，为文创

产业提供丰富的素材，打造辨识度更高、特

色更加鲜明的文旅地标。其次，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由于冰雪旅游资源

分布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单一地区难以满

足多样化市场需求，要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

互 补 ， 打 破 区 域 限 制 ， 提 升 资 源 利 用 效

率。进一步强化东北文旅在共商宣传推

广营销一体化、共享跨区域冰雪旅游

线路、共建特色文化旅游带等方面的

机制建设。最后，立足边疆特色，

拓展国际冰雪旅游合作。依托东

北地区东接日韩亚太、西联中

亚欧洲的区位优势，加强与国

际冰雪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主动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市场模式，积极对接国际

客源市场，着力打造世界

级冰雪旅游度假胜

地和冰雪经济

高地。

张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随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加速调

整，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今

年 5 月，中俄共同签署并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商定全面深化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切

实保障双边合作在 2030 年前实现提质升级。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开放

的最前沿，在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中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深化中俄“东北—远东”经贸合

作将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新机遇。

中国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地

区开发对接进程加快。中国积极推动东北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出台支持东北产业升级、

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政策，将东北地区打造成

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2014 年起，俄罗斯

开始实施远东开发战略，通过设立超前发展

区和自由经济区等举措，加大远东地区开发

开放力度。2023 年，俄罗斯颁布《2035 远东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打造农业深加工业、清洁

能源、智能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集群，远东地

区开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过去三年，俄罗

斯远东地区 GDP 增速连续高于其国家平均

水平 2.8 个百分点。俄罗斯将远东开发视为

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通过实行特殊优

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目前，中国投资占俄罗

斯远东地区外国投资总额的 90%以上，中国企

业 参 与 建 设 的 58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达 116 亿

美元。

随着俄罗斯远东开发进程加快，远东地区

对 各 类 商 品 和 服 务 需 求 持 续 增 加 ，中 俄“东

北 — 远 东 ”贸 易 规 模 逐 年 增 长 。 2014 年 至

2023 年，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贸易

额实现翻番，2023 年两地贸易额约 270 亿美

元，占中俄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11.2%，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比重有望升至 20%左右。

在农业领域，黑龙江作为对俄农业合作

的前沿，已在远东地区建成 160 家经营主体，

开发耕地 750 万亩。2023 年启用的“中俄新陆

路粮食走廊”累计运输谷物 700 万吨，带动远

东地区对华农产品出口增长 91%。在制造业

领域，沈阳装备制造园为俄罗斯提供 70%的

矿山机械设备。未来几年，双方产业合作有

望向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新

兴领域延伸。在资源能源开发领域，俄罗斯

为加快发展远东地区，计划进一步开发远东

矿产资源。俄罗斯远东地区因技术与基础设

施落后、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希望中方参与投

资与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俄罗斯计

划到 2030 年将远东地区铁路运输能力提升到

2.1 亿吨/年，未来几年要完成 3100 公里的铁

路铺设，由此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合作需求，中

国企业有望参与铁路、港口、能源管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

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的背景下，要抓住俄罗斯加快远东地区开发

的重要机遇，将深化中俄“东北—远东”经贸

合作作为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的重要抓

手，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积极打造我国向北开

放 的 重 要 窗 口 和 东 北 亚 区 域 合 作 的 中 心

枢纽。

一是打造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总部基地”。2024 年，东北三省对俄贸易额

为 784 亿美元，占中俄贸易总额的 30.4%，预计

未来 2 年至 3 年将突破 1000 亿美元。要统筹发

展东北地区总部经济，建立专项扶持基金，简

化企业赴远东投资审批流程，加快形成国内企

业走向远东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系。

二是推动东北自贸试验区与俄罗斯远东

超前发展区产业合作。充分发挥黑龙江自贸

试验区、辽宁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平台的作

用，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超前发展区政策对

接，探索建立“两国双园”模式，重点吸引农业

科技、装备制造、清洁能源、跨境电商等领域企

业入驻园区，共同打造产业协同示范平台。

三 是 拓 展 中 俄“ 东 北 — 远 东 ”资 源 能 源

领 域 合 作 。 充 分 发 挥 中 国 东 北 地 区 与 俄 罗

斯远东地区接壤的区位优势，持续加大中资

企业在俄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加

强 石 油 、天 然 气 、可 再 生 能 源 等 领 域 合 作 。

充 分 利 用 东 北 地 区 矿 产 资 源 开 采 和 提 炼 技

术优势，积极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矿产资源

开发。

四是探索建立中俄边境自由贸易区。积

极发展边境自由贸易，在黑河、同江、绥芬河、

满洲里等口岸探索设立不同形式的边境自由

贸易区，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允 许 区 内 企 业 开 展 保 税 加 工 、跨 境 金 融 等

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