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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建设跟踪研究报告

吴　昊＊　赵　朝＊＊

一、“规划纲要”的落实与重点建设任务的进展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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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 “规划纲要”）以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全省上下努力推进 “规划纲要”的落实工作，长吉图先导区建设基本上实现
了良好开局。

（一）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宣传与推介
为使国内外社会各界充分了解 “规划纲要”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前景，扩大长

吉图品牌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吸引国内外资本、人才积极参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建设，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推介与宣传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吉林
省省长韩长赋和常务副省长竺延风向国内外新闻媒体详细介绍吉林经济发展情
况，以及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战略意义、基本思路和政策措施。这
次新闻发布会正式拉开了吉林省社会各界推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序幕。此
后，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长吉图规划实施座谈会和研讨会，深入探讨落实 “规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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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教授
赵朝，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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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的措施，明确制定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的基本思路。

２０１０年 “两会”期间，省政府在北京分别召开了央企、知名民企和大型企
业集团座谈会，重点推介长吉图先导区建设规划和发展前景，努力吸引国内大型
企业来吉林投资和积极参与长吉图先导区建设。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于２０１０
年３月３日、５日、７日、９日、１１日、１３日，以 “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系列特刊”
的形式推出了新闻版和品牌形象版，全面反映了长吉图规划区域的优势、特色以
及实施的情况和前景，为加快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在韩国江原道举办的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首脑会议上，
王儒林省长做了 “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推进图们江区域开发”的主旨
讲演。这对于与会各国地方政府首脑理解中国的长吉图开发战略，并与中国合作
推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使国内外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 “规划纲要”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２０１０年第六届东北亚博览会将主展馆确定为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展示馆”，该馆以高科技手段从多角度、多方位展示
和解释了规划主要内容。

（二）编制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和专项规划
王儒林省长在吉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

面启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着力打造吉林振兴新引擎”。２０１０年１月４
日，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省政府提请的议案，做出了 《关于加快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建设的决定》，要求省政府认真组织 “规划纲要”落实，尽快制定专项规划，
加强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长吉图先导区城镇化和一体化进程，确保规
划目标顺利落实。

《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对长吉图先导区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项
目作出了明确部署，并且进一步明确了 “十二五”期间的建设目标，即 “到

２０１５年，形成比较完善的涉外管理体制，畅通我国通往日本海的国际运输通道，
对俄对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打造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
显、具有较强集聚能力的国际产业合作园区，延龙图基本实现同城化，长吉基本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长吉图区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２０１２年２月初召开的吉林省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王儒林省长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加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积极开展对朝、对俄在
交通设施、资源开发、跨境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加快中朝罗先经贸区建设，积极
争取设立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进一步畅通对外通道，争取
中俄珲 （珲春）卡 （卡梅绍瓦亚）铁路口岸国际联运稳定通行，推进珲春—扎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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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诺—束草航线恢复开通，支持珲春—扎鲁比诺—釜山、珲春—扎鲁比诺—新泻
航线持续运营，推动做好恢复图们江出海航行权工作。加快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建设，力争年底前通关运营。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

在国务院批复 “规划纲要”以后，省发改委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会同有
关部门迅速启动了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
意见，２０１０年５月省委省政府正式下发了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实施方
案》（吉发 ［２０１０］１２号，简称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先导区
建设 “一年有良好开局，三年有明显进展，五年取得实效，十年实现跨越”的目
标要求，并且就编制专项规划和加快推进长吉图先导区建设的政策措施提出了明
确部署。经过有关部门一年多的努力，各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大致可
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金融支撑规划、社会发展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六大类。

（三）积极争取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先导区的支持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是一项涉及面极为广泛的复杂系统工程，既需要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国家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为此，吉林省省直各
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努力加强与国家对口部委的沟通和协调，形
成了各方面积极支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良好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一是与国家有关部门签订省部合作协议。经过沟通和协调，吉林省政府先后
与国家海关总署、国土资源部、民政部、交通部、工商总局、进出口检验检疫
局、中科院、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各部门承诺在各自领域积
极支持吉林省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

二是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对先导区建设重大事项的支持。省经合局加强与国家
相关部委和图们江项目专家组的联系和协调，争取国家批准设立 “中国图们江区
域 （珲春）国际合作开发示范区”；省农委在争取设立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已经批准公主岭、榆树两个示范区的基础上，又争取农业部
同意设立永吉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省公安厅争取公安部的支持，使白山市和
延边州先后获准开展边境游异地办证业务；经过商务厅、经合局和科技厅的争
取，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被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海关成功争取海关总署批准珲春开
展内贸外运试点，推行 “属地申报、口岸验收”和无纸化通关制度。

（四）重点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国务院批复 “规划纲要”以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全面加快，许多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２０１０年９月，长春至珲春高速公路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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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贯通；２０１１年１月长春至松原至白城至石头井子高速公路竣工通车，高铁将
原来长吉之间１小时４８分的车程缩短到了３０分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长春至吉林
城际铁路按期投入运行；吉林至珲春快速铁路已经完成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
作，原计划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工，受国家发展高铁政策调整的影响，近期恐难以
实现项目上马；２００９年６月，长春龙嘉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开工。２０１１年８月工
程全部完工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飞行区等级由４Ｄ升级到４Ｅ，机场消防等级提
升至８级，最大可使用波音Ｂ７４７－４００型同类及其以下机型。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零
时起，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航站楼续建部分及新增的两部Ｅ类国际登机桥全部投入
使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吉林省政府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进一步加快推进吉林铁路建
设会议纪要，确定了吉林省中东部城市群快速铁路网等重大项目建设规划；长吉
天然气管线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并将于年底前竣工，“气化吉林”工程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敦化抽水蓄能电站顺利开工，老龙口水利枢纽已建成
运营；图们、长白、沙陀子、古城里等四个口岸已经升格为国家口岸。

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优势产业项目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吉
林省委省政府下发的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规划了一百多个项目，并拟定了一批
特色园区建设方案。这些项目和特色园区的目标就是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工业升级。随着 “规划纲要”的逐步实施，长吉图开发开
放先导区的产业发展目标也更加清晰，即依据国家确定的重点支持产业领域，根
据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对区域带动能力较强的生物、信息、新材料、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长白山特产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２０１０年，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一大批特色支柱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或竣工：一汽大众１５万辆扩能、丰
越２０万辆整车、通用１０万辆整车和一汽吉林公司４０万辆整车扩能、新湖吉林
通田５０万辆整车项目等项目开工建设；吉化千万吨炼油改造项目竣工投产；大
成百万吨化工醇一期工程顺利推进；轨道客车产业园一期竣工投产；建龙３００万
吨精品钢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五）长吉一体化和延龙图一体化取得积极进展
以长吉一体化增强腹地的支撑能力，以延龙图一体化提升 “前沿”地带的整

体功能，并从而实现 “腹地”与沿边地区的有效联动，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规划纲要”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推进长吉一体化
和延龙图一体化的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２０１０年７月，长吉两市签署了推进长
吉一体化发展战略框架协议，明确了重大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
务、合作平台等领域的合作内容，建立了两市合作协调机制。

长吉一体化发展思路的确定，使得两市的未来发展目标更加明晰。长春市将
按照 “西南东北工业轴、东南西北生态轴”的城市空间总体布局，实施 “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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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扩”战略，加快 “三城两区”建设，着力打造南部新城、北部新城和西部新
城，重点开发西南工业区和长东北开发开放先导区，把长春打造成为东北亚对外
开放的重要平台、国内竞争力较强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北地区独具科教优势的
人才高地和生态环境优美的绿色宜居城市。按照上述建设目标，长春市规划全力
实施３００万辆整车扩能工程和新能源汽车发展工程，建成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研
发基地、世界级汽车产业基地；重点推进１　０００辆高速动车组和１　０００辆城轨车
项目，建设世界级轨道客车产业基地；创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重点建设集口
岸通关、出口加工、保税物流、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等多种功能集一
体的综合保税区，形成面向东北亚的重要对外开放平台。

吉林市则着力强化中心城区的 “核心”功能，突出加强长吉联结地带重要节
点市镇和功能区建设，按照建设综合性、特大型城市的总体定位，引导城市重心
向北部、西部拓展，与长东北、长东南开发建设相对接；加快建设北部工业新
区，力争用５到１０年时间再造一个 “工业吉林”；实施哈达湾老工业区整体搬迁
改造，力争用５到８年时间把污染较重的哈达湾老工业区整体改造成为现代服务
业集中区；规划建设西南部宜居新城，推进口前镇与市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建设吉林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按照千万吨级炼
油、百万吨级乙烯的总体规模，打造国际性、综合性、生态型化工基地。按照与
长春市的差异定位原则建设吉林汽车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轻型车、多功能车和经
济型轿车，逐步形成百万辆整车规模。

长吉一体化的推进使两市呈现共赢、协调的发展局面。以汽车产业为例，

２０１０年，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汽车及其零部件完成总产值１　２００亿元，区内在建
项目１０６项，一座汽车新城已具雏形。吉林市汽车工业园区建设也取得较大进
展，２０１０年汽车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０亿元，进驻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达４８
户，并计划到２０１５年形成１００万辆的整车生产能力，建成以微型车为主的汽车
生产基地。

延龙图一体化稳步推进，前沿功能逐步增强。２０１０年，延边州完成了延龙
图城镇体系、交通、旅游业发展、生态建设、城区建设等专项规划，公交、金
融、电信等领域的一体化整合业已取得明显进展，龙华延吉热电、延吉西部新区
开发建设正式启动。在延龙图一体化的带动下，延边州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州城镇化率已达６６．４％，高出全省平均水平１３．２个百分点，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９个百分点。

（六）畅通长吉图开导区对外通道取得重要进展
对外通道 “通而不畅”一直是制约我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瓶颈。为此，

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过程中，吉林省各级部门一直千方百计摸索突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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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约瓶颈的途径。经过近两年多的努力，铁路、公路、航空、海上通道建设都
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与朝鲜、俄罗斯的协商，中、俄、朝三方就中国图们—朝
鲜南阳·豆满江—俄罗斯哈桑国际铁路联运通道试运行达成共识，中俄双方货运
协议已经签订。

２０１０年３月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相
继发布公告，在吉林省开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试点工作，即正式批准延边州利用
朝鲜清津港开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吉林省首批内贸货物
跨境运输货物成功运抵上海，至此中国珲春—朝鲜罗津港—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的
内贸货物跨境运输通道正式开通。与此同时，珲春创力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已完成
了罗津港１号码头的改造工程，并且已经购置一批港口设施，并租用了运输船
舶。由中方承担的朝鲜元汀丁口岸至罗津港公路维修改造项目顺利进行；开通中
国珲春—朝鲜罗津—韩国釜山国际陆海联运航线也正在协商之中，罗津港至釜山
港定期集装箱航线已成功试航。截止２０１２年初，珲春已有１０万吨煤炭通过 “借
港出海”的方式运抵东南沿海各城市。珲春矿业集团原计划实现煤炭跨境运输

５０万吨、１４　０００余车次发展目标，但因朝鲜元汀至罗津港公路改造项目的实施，
致使货运量和通车次数受到较大影响。随着元汀至罗津港公路工程的完工和朝鲜
境内路况的改善，“借港出海”运输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年运输量５０万吨的目
标也有望尽快实现。

２０１１年８月，在珲春市举行了中俄珲卡铁路千万吨国际换装站奠基仪式。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扎鲁比诺港，举行了扎鲁比诺港国际合资有限责
任公司揭牌及陆海联运航线启动仪式。在中俄双方铁路部门、吉林省和俄罗斯滨
海边疆区各级政府以及双方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珲卡铁路有望尽早恢复运营，与
之配套的千万吨国际换装站项目也将正式开工建设。

由吉林省长吉图国际物流集团公司与特洛依滋海港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扎鲁
比诺港国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港口物流运输、装卸作业、过境运输等
业务。珲春—扎鲁比诺港—釜山、珲春—扎鲁比诺港—新潟航线的启动，对进一
步加强中、俄、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促进区域投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
跨境旅游、国际物流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国家批准设立兴隆综合保税区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长春兴隆综
合保税区位于长春市东北部、长春经开区兴隆山镇内，处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
区的核心位置，距离长春龙嘉机场１０公里，邻近１０１省道、１０２国道，具备公
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综合交通优势。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在功能定位方面
明确以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为主，同步发展国际转口贸易、商品展示、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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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物流业产业发展目标是利用长春陆路口岸、龙嘉国际机场口岸功能，依
托东北亚中、日、韩、俄联运通道，打造立足长吉图区域，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
物流网络；进出口加工业则以汽车电子产品为主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加工制造业和
交通装备工业零部件制造与模块组装两大主导产业为重点，不断提升加工制造能
力。截止２０１２年６月底，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已有４３个项目落户，投资额达

８３．７亿元，预计两到三年可实现进出口额１７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吉林省珲春市设立 “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以下简称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并印发了 《关于支
持中国图们江区域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２〕

１９号），从财税、产业布局和投资、土地利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创新、

海关监管及口岸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通关便利、专项资金支持等九个方面赋
予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特殊的支持政策。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包括四
个方面。即我国面向东北亚合作与开发开放的重要平台，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我国东北
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桥头堡。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日，中国
图们江区域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新闻大厦举行，引起
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八）中朝两国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区开始起步

２０１０年，中朝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共同开发、共同管理罗先经贸区。此
后，中朝两国在国家层面设立了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联合指
导委员会，吉林省和朝鲜罗先特别市成立了共同开发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联
合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１年５月，吉林省和朝鲜罗先特别市签署了 《关于中朝罗先
经贸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规划框架的协议》。提出将朝鲜罗先区建设成为东北亚区
域重要的国际物流、先进制造业、特色休闲旅游、高效现代农业和中朝文化交流
基地，并确定了发展目标、发展重点、管理模式、投资形式和保障措施。此后，

吉林省组织有关部门完成了编制 《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总体规划》和 《中朝罗先
经济贸易区先锋白鹤核心区和罗津港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高效农业
示范园区、长春亚泰集团年产１００万吨水泥、赴朝自驾游等首批合作项目启动实
施，中外运长航、国电集团、香港招商集团投资合作开发建设罗津港，上海绿地
集团投资开发罗先经济贸易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合作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之中。

吉林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明确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旅游等产业项目为重点，

全面启动朝鲜罗先经贸区建设，加强对大型企业的招商活动，吸引一批汽车、纺
织、食品、家电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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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总体经济运行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逐步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吉林省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总体经济运行状况
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并且经济总量、主要工业品生产、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增速
均大幅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一）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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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和各项建设的稳步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
导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与环境不断改善。

２０１０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　５７７．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７％，与全
国增长１０．３％的平均水平相比，快３．４个百分点。其中，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
州的ＧＤＰ规模分别为３　３２９．０亿元、１　８００．６亿元和５４５．０亿元， “两市一州”
合计为５　６７４．６亿元，约占全省总量的６０．３％。从增速方面看，“两市一州”有
一定的差距。其中延边州ＧＤＰ增速最高，为１７．２％，比全省增速高３．５个百分
点；长春市ＧＤＰ增长率为１５．３％，比全省增速高１．６个百分点；吉林市ＧＤＰ增
长率为１２．３％，略低于全省水平。

表１．１　长吉图两市一州ＧＤＰ总量和增幅比较表 （单位：亿元、％）

各市州 全省 长春 吉林 延边州

２００６年
总量 ４　２４９．２　 １　７４１．２　 ７２８．９　 ２４３．４

增速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２．９　 １２．１

２００７年
总量 ５　２２６．１　 ２　０８９．０　 １　００８．０　 ３０７．２

增速 １６．１　 １７．７　 １８．４　 １７．９

２００８年
总量 ６　４２４．１　 ２　５６１．９　 １　３００．２　 ３７９．６

增速 １６．０　 １６．５　 ２０．６　 １８．０

２００９年
总量 ７　２０３．２　 ２　８４８．６　 １　５００．１　 ４５０．０

增速 １３．３　 １５．０　 １７．７　 １８．２

２０１０年
总量 ８　５７７．１　 ３　３２９．０　 １　８００．６　 ５４５．０

增速 １３．７　 １５．３　 １２．３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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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各市州 全省 长春 吉林 延边州

２０１１年
总量 １０　５３０．７　 ４　００３．０　 ２　２０８．０　 ６５１．７

增速 １３．７　 １３．３　 １４．３　 １５．４

　　注释：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 《吉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１年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延边州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制作。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０　５３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７％，与全
国９．２％的增长水平相比高出４．５个百分点。其中，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州的

ＧＤＰ规模分别达到４　００３．０亿元、２　２０８．０亿元和６５１．７亿元，“两市一州”合计
为６　８６２．７亿元，约占全省总量的６５．２％。从增速方面看，延边州增速最高，为

１５．４％，高出全省增速１．７个百分点；吉林市ＧＤＰ增长率为１４．３％，高出全省
水平０．６个百分点；长春市ＧＤＰ增长率为１３．３％，比全省增速低０．４个百分点。

上述情况表明，自设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以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
州在吉林省经济总量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长春市和吉林市作为吉林省经济
核心区的地位在进一步巩固。

（二）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发展速度加快

２０１０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３　７５５．１１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１９．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７９４．７４亿元，比
上年增加３１７．１６亿元，增长６６．４％；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２８９．３％，比上年提高３７．１个百分点。其中，长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１　４７６．２亿元，约占全省总额的４０％，其主要支柱产业为汽车制造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能源工业，上述三大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总额的８４．３％。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６２６亿元，约为全省的

１７％，其主要支柱产业为石油化工业、冶金业和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三者共
实现盈利１３．８亿元。延边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２１０．１亿元，其四大支
柱产业分别为食品、医药、林产和能源矿产业，上述四大产业的增长率分别为

２０．１％、１６．３％、２８．７％和１２．５％。从增速方面看，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重
大考验后，各地工业经济在市场需求回暖、产能有效恢复及２００９年低基数影响
下，工业产值持续快速回升，增幅普遍处于高位运行 （见表１．２）。长春市和延
边州以２０．９％和２０．４％的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吉林市的增长率为１４．２％，
比全省平均增速低５．７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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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长吉图两市一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较表 （单位：亿元、％）

各市州 全省 长春 吉林 延边州

２００７年
总量 １　８７３．９　 ８４６．８　 ３４４．７　 ９７．４

增速 ２３．６　 ２３．８　 ２２　 ２５．０

２００８年
总量 ２　４９１．３　 ８８４．５　 ４３７．８　 １３３．６

增速 １８．６　 １５．７　 ３０．２　 ２０．０

２００９年
总量 ２　９２６．７　 １１５７　 ４８９．６　 １６５．７

增速 １６．８　 １１．５　 １０．８　 ２３．０

２０１０年
总量 ３　７５５．１　 １　４７６．２　 ６２６　 ２１０．１

增速 １９．９　 ２０．９　 １４．２　 ２０．４

２０１１年
总量 ４　９０７．７　 １　７４９．４　 ８０２．１　 ２６６．２

增速 １８．５　 １３．３　 ２０．５　 ２７．０

　　注释：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 《吉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１年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延边州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制作。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４　９０７．７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１８．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１　１２１．３亿元，比
上年增加 ３２６．５ 亿元，增长 ４４．６％；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３２０．１％，比上年提高１２．６个百分点。其中，长春市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７　００５．０亿元，同比上年增长２２．９％；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１　７４９．４亿元，同比上年增加１３．３％。吉林市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２　７８０．１亿元，同比上年增长３７．９％，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８０２．１亿元，增长２０．５％。延边州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９．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５％；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２６６．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７．０％。从总量来看，“两市一州”工业产值持续提高，各项指标呈
平稳增长态势。从增速来看，延边州和吉林市分别以２７．０％和２０．５％的增速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长春市以１３．３％增速水平低于全省平均。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
由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围绕投资计划目标，协同推进投资拉

动、项目带动和创新驱动战略，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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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 “保稳促调”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２０１０年，全省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９　６２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５％，
创 “十一五”以来新高。其中，城镇投资７　９２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０％；农村
投资１　６９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４％。从增速方面看，长吉图 “两市一州”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三项投资绝对值都有大幅
提高。其中，长春市上述三项投资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３１．０％、３３．９％和

２２．３％，比较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延边州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最高，同比增长分别为４１．９％和４５．２％，远高于吉林省平均水平。

表１．３　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长吉图 “两市一州”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地区
固定资

产投资

同比

增长率

城镇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

同比

增长率

房地产

开发投资

同比

增长率

２０１０年

全　省 ９　６２１．８　 ３２．５　 ７　９２５．７　 ３３．０　 ９２１．０　 ２１．７

长春市 ３　００１．５　 ３１．０　 ２　１９２．８　 ３３．９　 ５４２．８　 ２２．３

吉林市 １　９５０．１　 ３０．９　 １　５４４．５　 ２３．１　 １３９．５　 ４０．５

延边州 ７３９．８　 ３０．１　 ６２３．９　 ４１．９　 ３９．９　 ４５．２

２０１１年

全　省 ７　４４１．７　 ３０．３　 ７　２２１．６　 ３０．４　 １　１６５．４　 ２６．５

长春市 ２　４３３．４　 ３０．３ ｎａ　 ｎａ　 ６６６．４　 ２２．８

吉林市 １　４９８．７　 ２６．９　 １　３４２．５　 ２２．３　 ２０６．２　 ４７．８

延边州 ５０７．３　 ３１．８　 ４６７．９　 ４１．８　 ４９．７　 ２４．４

　　注释：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标准从计划总投资额５０万元提高到５００万元，因此

２０１１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数与２０１０年不可比，但比上年增速是按可比口径计算的。

资料来源：根据 《吉林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１年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１年延边州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制作。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７　４４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３％。其中，长春市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　４３３．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３０．３％；吉林市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　４９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９％；延边州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５０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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