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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摇 言

前摇 摇 言

2009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批复了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

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以下简称 《纲要》),

《纲要》 中强调了长吉图的先导作用, 力图通过长吉图先导区的率

先发展, 带动图们江整体的开发开放, 促进共同发展。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 到 2030 年, “东北实现全面振

兴, 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冶。 随后, 长春新区正式获国务院

批复成立, 为推动 “一带一路冶 战略和促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建设提供了重要平台。

在这种背景和前提下研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 有

利于有效整合国内、 国际资源, 增进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进一步合

作, 推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程, 对于提高长吉图各地区发展信

息的精确度、 政策信息的实用性以及降低信息冗余度都是十分必

要的。

1



目摇 摇 录

目摇 摇 录

第一章摇 多维合作理论 1………………………………………………

一、 多维合作的内涵与外延 1……………………………………

二、 长吉图多维合作理论衍生基础 4……………………………

三、 长吉图区域合作常规开发模式 13…………………………

四、 长吉图区域传统合作机制分析 18…………………………

五、 GMS 对多维合作研究的启示 23……………………………

第二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研究的意义 38…………………

一、 长吉图区域规划背景 38……………………………………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41…………………………………………

三、 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的提出 45…………………………

四、 多维合作平台研究意义 52…………………………………

第三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理论基础 56………………

一、 信息平台理论 57……………………………………………

二、 信息平台规划理论 59………………………………………

三、 多维系统分析理论 60………………………………………

第四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条件分析 69………………………………

一、 区位条件分析 69……………………………………………

二、 产业条件分析 71……………………………………………

三、 科技条件分析 75……………………………………………

1



!"#$%&'()

四、 政策条件分析 82……………………………………………

五、 交通条件分析 91……………………………………………

六、 经济条件分析 107……………………………………………

第五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机制设计 125………………………………

一、 主体维设计 125………………………………………………

二、 主体维合作模式设计 128……………………………………

三、 主体维合作机制设计 135……………………………………

四、 领域维设计 148………………………………………………

五、 领域维合作机制设计 154……………………………………

第六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分析 174……………………

一、 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的必要性 174………………………

二、 信息平台维度划分的作用 175………………………………

三、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信息平台维度

摇 摇 设计 178………………………………………………………

四、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架构 181…………………………

五、 需求分析 184…………………………………………………

六、 可行性分析 190………………………………………………

第七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设计 195……………………

一、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的原则 195…………………

二、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的目标 197…………………

三、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总体规划 199……………………

四、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拓扑结构规划 201………………

五、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层次结构规划 203………………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摇 摇 录

第八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功能模块设计 208………………

一、 总体设计 208…………………………………………………

二、 后台管理模块 210……………………………………………

三、 社区论坛模块 212……………………………………………

四、 办事查询模块 213……………………………………………

五、 其他模块 213…………………………………………………

第九章摇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方案的实施 217……………

一、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关键技术应用 217………………

二、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安全体系设计 222………………

三、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安全管理措施 225………………

四、 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规划方案的实施步骤 226………

第十章摇 推进长吉图多维合作发展对策 229…………………………

一、 构建长吉图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实施保障体系 229…………

二、 加快多维合作信息平台应用的推广 230……………………

三、 争取政府部门更多的支持 231………………………………

参考文献 234……………………………………………………………

3



第一章摇 多维合作理论

第一章摇 多维合作理论

长吉图是吉林省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 它是面向东北亚开放的

重要门户, 以及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 要把长吉图开发

开放先导区进一步打造成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国际合作平台, 建

设成为内陆地区沿边开放体制创新的改革试验区, 加强多维合作成

为必然。 这种多维合作, 融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于一体, 是

研究的理论基础, 因此, 首先要对多维合作理论进行界定和阐释。

摇 摇 一、 多维合作的内涵与外延

长吉图的合作研究, 从学术角度归类属于经济学范畴, 但是多

维概念的提出却来自于系统工程理论, 这就需要把经济学的区域合

作理论与系统工程理论进行深入融合, 才能在后续研究中有据

可依。

在多维合作理论的建设过程中, 要有中国特色, 要服务于外交

策略, 从理论层次方面我们要论证中国是一个责任大国, 他有能力

也有实力负担起区域合作的各项事务, 能够为多维合作提供自己的

力量, 这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这里有两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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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的问题: 一方面是中国应该如何定位, 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多

维合作方面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小平曾经指出, 中国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 在长期的政治格局中, 在国际合作日益加深的今天和将

来, 中国都要保持不当头的战略。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多做一

些规划和研究, 多负担一些责任和义务, 因为中国本身的发展, 很

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区域性合作、 多维合作的发展。 中国现在只是一

个区域性国家, 是一个区域性大国, 像中国这种发展中、 区域性的

国家还有很多, 因此要加强多维合作, 这也是中国的基本策略。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多维合作理论的研究与发

展, 也要多参考和借鉴西方的文化和实践, 并按中国的特点来规范

新的发展思路、 新的趋势和动向, 这也是多维合作理论在建设上的

技术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使得西

方很多学者, 在理解上和认识上有些偏差, 在学术语言上中国与西

方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多维合作

理论, 要想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又要被西方一些国家认可, 我们不

能只是一味的自满, 很多情况下, 如果西方其他国外学者不能清楚

地理解我们这些理论, 就会被质疑, 最终生存的时间也不会很久。

所以, 我们要多了解和研究一些西方文化, 学习他们的一些专业术

语、 专业概念、 专业结论等, 这样才能有效地研究新理论和规律,

从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在多维合作理论的研究中, 也必然会有一些新的趋势产生, 我

们要继续把实践注入到新趋势中, 进一步完善基础理论。

本书中所提出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 是对加快长

吉图开发开放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方性、 合作领域的多面性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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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多样性的有机集成。 参与主体的多方性是指在开发开放先导

区的建设过程中对项目的规划、 承包、 监督、 实施等参与主体范围

的广泛; 合作领域的多面性是指参与主体在多个专业化的领域彼此

联合, 相辅相成进而达到共赢的目的; 合作模式的多样性指的是参

与主体之间彼此合作的方法、 方式、 策略的多种形式。 这些合作内

容都是嵌入到整体合作机制中的内容要素, 其有关研究在区域经济

中较为成熟, 但是用多维合作概念加以集成并在长吉图领域应用的

尚属首次。

具体来讲, 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研究过程中, 界

定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郾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主体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 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转移速度进一步

加快, 俄罗斯、 韩国、 日本、 蒙古国、 朝鲜等都提高了对长吉图地

区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 中俄、 中蒙在基础设施、 能源等方面的

合作势头良好, 将有利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更大范围地利用国

际资本、 资源、 技术和市场,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这些合作主体构

成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合作的外部实体。 同时, 区域内部政府

相关部门、 银行、 债券持有者以及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单

位, 构成了合作的内部实体。 这些内、 外部实体在长吉图开发开放

先导区多维合作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发挥着重要作用。

2郾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领域研究

以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 新材料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加速发

展, 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以高新技术为引领, 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 发展高技术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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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产业和石油化工这样的主导产业对其他产

业的拉动作用, 如何加快畅通国际大通道工程, 是多维合作研究的

主要内容。 同时, 先导区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弱、 产业层次低、 产

业结构升级滞后等问题如何解决, 如何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的汽车、 石化、 农产品加工、 光电子信息、 冶金建材、 装

备制造、 生物、 新材料八大新型工业基地, 以加深各合作主体的多

领域合作, 挖掘合作方向, 是多维合作研究的重点之一。

3郾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多维合作模式研究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不同合作主体立足于不同合作领域, 形

成了不同的合作模式。 由长春市科技局、 吉林市科技局、 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科技局三家发起成立的长吉图科技合作组织, 是公益型、

非盈利、 松散型的区域合作组织, 是实施长吉图科技合作联动发展

模式的主体。 汽车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 冶金建材业具有较好的产

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是优势产业主导模式应用的主要领域。 以珲春

为中心, 中俄、 中朝相继启动 “路、 港、 关、 区冶 工程项目以及木

材加工基地项目, 这是关键项目推行模式应用的主要领域。 这些合

作模式的应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推广, 多样性的合作模式还有待于

进一步完善, 这是多维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

摇 摇 二、 长吉图多维合作理论衍生基础

长吉图多维合作理论的产生与提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一是长

吉图地区的合作开发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还存在较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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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来的预期目标相比差距较大; 二是现在针对长吉图合作开发的

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 对长吉图地区合作开发的指导作用

较小, 迫切需要指导能力较强的新理论的产生。

摇 摇 (一) 长吉图合作开发的实践

1郾 长吉图合作历程

1991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在纽约向全世

界宣布了 “在图们江口地区建设一个国际城市和自由港, 并使其成

为东北亚的经济中心和欧亚大陆桥东端的桥头堡冶 的图们江开发计

划。 1995 年中国、 俄罗斯、 朝鲜、 韩国、 蒙古五国签署了 《关于

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 与 《关于

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环境保护谅解备忘录》 等框架

性法律文件, 2005 年 9 月, 中、 俄、 朝、 韩、 蒙五国一致同意将

1995 年签署的两个协定和一个备忘录再延长十年, 并签署了 “大

图们江行动计划冶, 决定将图们江合作区域扩大到整个大图们江地

区, 范围包括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朝鲜罗津自由贸易

区、 蒙古的东部省份、 韩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大图们江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在交通、 能源、 投资与贸易和旅游领

域。 2009 年 7 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宣布退出大图们江区域合作

开发。

2009 年 11 月 18 日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

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将长吉图地区

作为中国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核心区, 提升东北亚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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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区, 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立足图们江, 面向东北

亚, 服务大东北, 全面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 未来发展目标是

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成为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

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 以及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

台。 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对东北亚国际合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

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是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对于促进东北亚的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

是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成为中国建立和谐东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

之一。

2郾 长吉图合作成果

20 多年来, 在合作各方的积极推动下, 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

不断健全,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合作方式不断创新, 为进一步推进

中国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以及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坚实基

础。 长吉图地区, 特别是对外合作前沿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开

发开放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 图们江区域合作日益加深。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珲春边

境经济合作区、 出口加工区、 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合作平台不断健

全, 作用进一步凸显。 国际通道建设进展顺利, 长春———图们高速

公路、 珲春———俄罗斯扎鲁比诺港铁路全线贯通, 口岸功能不断完

善, 中俄珲春———哈桑 “路、 港、 关冶 工程项目、 中朝珲春———罗

先 “路、 港、 区冶 工程项目、 中俄克拉斯基诺木材加工基地项目、

中俄珲春———卡梅绍娃亚铁路贯通等工程项目开始启动, 形成政府

推动、 企业参与、 市场化运行的运作模式。 保障和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 一批能源、 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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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竣工, 有的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我国参与大图们江区域合作的

主体格局初步形成, 珲春市与毗邻地区投资、 贸易、 旅游和过境运

输等领域有了实质性进展, 边境合作开发与吉林省腹地特别是吉

林、 长春等地区呈现互动发展态势。 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极大

地加快了长吉图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 极大地改善了这一地区的基

础设施环境, 极大地提高了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 极大地促进

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第二, 长吉一体化加快推进。 龙嘉机场通航和长吉城际铁路建

设, 为长吉一体化打下交通基础; 长吉两市的汽车、 农产品加工、

旅游等产业联系不断加强, 长吉一体化加快发展时机已经成熟。 长

春西———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吉林———珲春高速铁路和高速

公路可到达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俄、 朝两国位于日本海的多个港

口; 南与长平高速公路相连, 经沈阳可到达大连港, 是吉林省重要

陆路通道。

另外, 延龙图一体化发展开始启动。 吉林省政府批复的 《延

吉、 龙井、 图们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中指出,

延龙图一体化要在 5084郾 7 平方公里区域内, 到 2020 年建设 100 万

以上人口的吉林省东部区域中心城市, 基本确立延龙图在东北亚图

们江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在长白山旅游中的枢纽地位、 在自治州体

制改革中的示范地位、 在东北地区具有民族地域个性的特色地位。

3郾 长吉图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长吉图区域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相对于西南部的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推进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 (GMS) 和东南部的泛珠江三角区合作下的珠———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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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区域合作, 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为核心的图们江区域合作

开发进程缓慢, 存在较多的问题。 从整体开发进展来看, 与预期的

目标相距较远, 主要是图们江地区的经济总量不大, 人口集聚度不

高, 产业竞争力不强。 具体来看, 加快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还面临

着一些不利因素, 主要有: 对外运输道路通而不畅, 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不多, 腹地与前沿联动不够, 窗口地区经济总量不大, 体制

机制创新不足等。

摇 摇 (二) 长吉图合作开发的理论研究现状及不足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进展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影响理论研究

的深度, 同时相比实践而言, 理论的探讨严重滞后, 对长吉图开发

开放先导区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也影响着长吉图开

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 目前来看, 指导长吉图地区发展的理论研究

可以概括为合作模式研究、 产业发展研究、 长吉图合作研究等

方面。

首先是对合作的模式进行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是韩国和日本

学者对东北亚的区域合作模式进行了探讨。 韩国学者认为应采取以

地方为主的区域开发模式。 韩国学者孙炳海认为东北亚应采取以地

方合作为主的合作方式, 把局部地区合并为一个市场, 应连接据点

城市间的自由贸易区, 建立 “线型自由贸易区冶 的模式。 韩国学者

吴勇锡 (1996 年) 提出 “波浪式冶 合作模式, 主张在目前的形势

下, 只能在个别条件成熟的局部地区率先建立经济合作区, 然后逐

渐扩大其合作范围。 韩国学者宋熙年 (1998 年) 认为图们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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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最重要的物流据点及据点间相互连接的有效网络物流模式。

日本学者也进行过积极的探讨。 齐藤优提议, 在图们江环日本海地

区, 构筑地理上接近地区的运输、 通讯等交流体系, 让具有增长点

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在短期内向外辐射, 不断扩大经济合作的效果,

这种理论称作 “发展回廊理论冶。 小川雄平 (1995 年) 主张, 东北

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仅要扩大国家层次上的经济交流, 而且还要从

民间角度积极促进地方间的经济交流。 国内也注重图们江区域开发

模式的研究。 陈才 (1999 年) 提出, 应选择多国合作与联合开发,

最高的地域组织形式, 应选择建立跨国自由经济贸易区。 目前, 在

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条件下, 朱显平 (2008 年) 认为沿

边开放需要进一步调整, 特别是需要提升边境城市功能。 张家成

(2014 年) 提出长吉图地区应采取 “哑铃冶 开发模式。

长吉图地区产业发展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王胜今 (2007

年) 提议, 挖掘农业方面的合作潜力, 形成以延边为龙头, 以中部

为依托, 逐步向西部推进的 “扇形发展模式冶。 朱显平 (2006 年)

认为能源合作是大图们江区域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 通过跨国能源

合作可以满足我国能源需求, 还可改变以地区政府为主体的局面,

提高合作的层次。 2007 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的 《东北地区振兴

规划》 也指出, 要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 多数专家也赞同, 大力发

展国际旅游业, 利用本区独特的旅游资源, 开展跨境旅游, 开拓东

北亚国际旅游市场, 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 另外, 有些学者提

出图们江区域应该发展金融、 物流等产业, 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

策略。

还有些学者研究了长吉图地区的合作主体、 发展布局、 通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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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在主体合作中, 赵娜和吴兴识 (2014 年) 提出长吉图合作应

加强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 周晓 (2013 年) 提出地方政府在先导

区建设中占重要地位, 地方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集中在规划职能、

政策引导职能、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及协调职能四个方面。 刘

丽琴和刘晓辉 (2010 年) 提出应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动图们江

区域的国际合作。 在发展布局的研究中, 李秀敏 (2006 年) 认为

应采取点轴开发模式, 以 “大、 小三角冶 的顶点城市为增长极, 即

以延吉、 清津、 海参崴为中心的经济区和以珲春、 斯拉夫扬卡、 罗

津为中心的跨国经济合作区, 以及相应的三条轴线重点开发, 构建

图们江地区 “T 字型冶 空间构架即沿江空间开发轴带和沿海空间开

发轴带, 促使点———轴———面在地域上的融合。 在通道建设研究

中, 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办主任祝业辉提出, 中国和俄罗斯要实行

“路港关一体化冶, 对朝鲜要实现 “路港区一体化冶, 打通中蒙大通

道。 于潇 (2010 年) 提出建设长吉图先导区的首先任务是加快建

立图们江国际大通道, 为先导区探索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新模式提供

有力支撑。 为加快图们江区域国际通道的建设, 于潇提出了几点

建议。

上述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和促进了长吉图地区的经济发

展, 然而长吉图合作开发的成果与预期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 这与现在的理论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有较大的关系, 目前多数

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某一个方面, 例如集中研究开发模式, 或

仅研究区域内某一产业的发展, 或仅研究合作的主体归属。 长吉图

区域的合作开发, 涉及的内容复杂且各部分内容相互关联, 因此,

长吉图区域的合作开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合作主体、 合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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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合作模式只是这个巨系统中的一部分子系统, 每一个子系统的

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子系统的变动, 同时, 每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又受

其他子系统的影响, 每一个子系统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子系统的支

持。 针对子系统的研究成果指导的长吉图合作开发的实践也只能是

促进相对应合作开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由于没有解决其他

子系统对其影响作用, 因此, 只是进行长吉图合作开发中某一个子

系统的实践, 必然在发展中受到制约, 发展成果不够理想。 这就要

求产生新的理论, 从长吉图合作开发的全局出发, 考虑到长吉图地

区的主体合作、 领域合作及合作模式等各方面, 并研究合作主体、

合作领域与合作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将长吉图区域的合作开发作

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进行研究, 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实

践指导能力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摇 摇 (三) 长吉图合作理论的升华———多维合作

基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研究

的不足, 本书首次提出长吉图多维合作的概念, 并将多维合作界定

为主体维合作、 领域维合作和模式维的合作。 长吉图开发开放区多

维合作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长吉图区域的合作开发策略, 将长

吉图区域视为一个系统, 提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应该从

主体维、 领域维和模式维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三个维度缺一不可,

这就保证了长吉图区域合作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实现良性互动。

主体维的合作理论既可指导长吉图地区长春、 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的合作方式, 同时也为长吉图地区领域维和模式维的合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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