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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常态，而东北亚经济圈也

成为继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后又一令人瞩目的地方。2011 年，中国与

东北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24.6%。吉林

省在东北亚的版图中位置颇为特殊，处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这为

吉林省经济开放和搞活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基础。“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更为吉林省面向东北亚的开发开放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走了一条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地区

再到沿江、沿边和省会城市的渐进式开放模式。2009 年 8 月 30 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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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规划纲要》），这是我国为进

一步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十二五”规划提出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面向东北

亚开放的重要枢纽，2014 年 6 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编制的《中

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 ～ 2020）》，对东

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撑。

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吉林省如何提升自己的对外开放水平，利

用身处东北亚的区位优势，摆脱经济发展困境是摆在吉林人面前的

问题。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开放条件下，对日本、

韩国、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等周边国家的经济政策、对外政策的

解读，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性的作用，更是促进吉林省与东

北亚各国经济政策对接的有效途径。

本书第一部分从整体上对目前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状况

进行了论述。包括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形态及特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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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潜在优势及阻碍因素等。

第二部分对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对象国及合作状况

进行了梳理。主要分析与比较了近年来吉林省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

技术合作情况，通过对吉林省与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和蒙古

国历年具体经济和贸易合作数据的整理，指出虽然与这几个国家的

经济技术合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从整体趋势看吉林省是东北三省

中对外贸易增长幅度最大的，吉林省的外贸潜力很大、进步很快。

第三部分对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外经济合作重点进行

了阐释。通过对东北亚各国近年历届政府经济政策分析的基础上，

对东北亚各国未来经济政策趋势进行了判断。这对开展吉林省与东

北亚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有助于在未来的

合作中做到知己知彼，规避风险。

第四部分详细分析了东北亚各国经济政策对吉林省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的影响。本部分通过对吉林省与东北亚各国在经济技术合作

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利因素与障碍因素的分析，为双方的经济

技术合作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野，使得第五部分的对策、建议更加

有的放矢。

第五部分提出吉林省与东北亚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向和模

式。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吉林省的支柱产业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支柱产业与日本、韩国等先进工业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

方向。对于与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则提出要偏向于能源资

源型合作和技术经济输出型合作。

由于本书作者学识尚浅，书中难免有遗漏和论述不当之处，敬

请学术同仁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吴可亮    王晖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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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前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状况

一、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形态及特征

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自从 1982 年第一家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

国吉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长春诞生以来，30 多年间，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发展

速度极其惊人，成为推动吉林省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健康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

受 2008 年 经 济 危 机 影 响， 吉 林 省 对 外 贸 易 除 个 别 年 份

（2009、2014、2015） 下 降 以 外，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幅 度 很

大，但整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且逆差额一直在增加。从

2004 年到 2013 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从 67.93 亿美元增加到

258.53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了 23.83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

从 50.78 亿美元增加到 190.96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 17.52 亿美

元；出口总额从 17.15 亿美元增加到 67.57 亿美元，年平均增

长 6.3 亿美元。近几年来，吉林省的外贸总量连上三个台阶：

2007 年突破 100 亿美元；2010 年突破 150 亿美元；2011 年突

破 200 亿美元，实现了自 2007 年以来四年翻一番的历史性跨越。

不可否认，从纵向来看，吉林省对外贸易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

贸易总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但从横向来看，与其他省份还有一

定的差距，吉林省对外贸易规模仍然偏小。在吉林省经济总量

大幅增加的同时，对外贸易总量的增幅并不大，在此过程中，

吉林省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隐形下滑的态势。据统计，2011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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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各省区中的排名居 19 位，仍不容

乐观。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个“十二五”规

划期间吉林省对外经济合作整体水平在提升，这为“十三五”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十二五”规划期间，吉林省对外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 73.3 亿美元，是“十一五”规划的 6 倍，

在 62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新建企业 266 家，投资领域涉及矿产、

林业、农业、装备制造、建材、商贸物流等多个行业。对外承

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22.1 亿美元，总量是“十一五”规划的 2.3

倍。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1 万人，总收入 16.6 亿美元。承

担援外物资类项目 16 个，培训 61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官员、

技术人员 1 026 人。

为了加快“走出去”步伐，吉林省各级商务部门围绕重点

项目，引导重点对外工程企业与重点投资企业对接，强强联

合，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协调国家商务部核准了吉恩镍业 3.6

亿美元加拿大皇家矿业增资项目以及对印度尼西亚投资 10.75

亿美元的镍金属冶炼项目；核准了通化铭邦工贸公司对俄马加

丹矿业项目，增资 3 162.3 万美元；推进了中国水电一局和中

油吉林化建境外承揽的在建和新签大项目。成功引进外埠企业

入驻吉林省。吉林省从大连和北京引进了东扬实业和天纵矿业

两家对外投资企业分别入驻珲春市和长春市。东扬实业在朝鲜

的水产品加工项目投资总额达 900 万美元，年拉动进出口贸

易额 1 000 万美元；天纵矿业在俄罗斯的 9 个矿产资源开发项

目，拟投资总额达 9500 万美元。这些措施的实施带来了高效

益。2013 年 1~8 月份，全省对外承包劳务合作完成总额实现

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实

现 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仅 2012 年，吉林省新核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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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境外企业和机构就达 32 家，有 11 家境外企业增资，中方协

议投资额合计 16.96 亿美元，完成省政府重点工作考核目标的

212%，同比增长 184.1%，创造了吉林省境外投资历史的新高点。

2014 年上半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 39.0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49%。其中，直接利用外资 12.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1%。与模型预测相比，实际利用外资高出预测 1.74 亿美元，

直接利用外资高出预测 1.37 亿美元。与黑龙江、辽宁、内蒙

古 3 个省（区）对比，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排名第二位，处

于中上游水平。

吉林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主要特征如下：

（一）对外贸易规模小，贸易逆差过于严重

从长期来看，吉林省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增长之中，但

对外贸易总量仍然偏低，由表 1 可知，从 2005 年以来，吉林

省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都低于黑龙江和辽宁两省，而且差距也

是越来越大，尤其与辽宁省间的差距更加明显。2011 年，吉

林省的外贸总额突破 200 亿美元大关，达到了 220.47 亿美元，

而当年辽宁省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959.60 亿美元，是吉林省的

４倍之多；黑龙江省的外贸总额为 385.10 亿美元，约是吉林

省的 1.75 倍。随着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吉林省外贸

增长趋缓，个别年份呈现倒退现象。而 2015 年比 2014 年下

降 28.2%，下降幅度很大。2015 年吉林省重点外贸企业降幅超

40% 的有东北木业有限公司、中钢集团吉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祥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吉林市鹰皇果仁食品有限

公司、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9 家企业，累计净减少

10.1 亿美元。总之，吉林省的对外贸易规模还远远不够，在重

点外贸企业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外贸规模和水平、转

变经营思路，有待企业进一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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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05 ～ 2015 年黑吉辽三省对外贸易总额对比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2005 410.10 65.30 95.70
2006 483.90 79.10 128.60
2007 594.74 103.00 173.10
2008 724.40 133.41 229.00
2009 629.20 117.48 162.20
2010 807.10 168.46 255.00
2011 959.60 220.47 385.10
2012 1 039.9 245.7 378.2
2013 1 142.8 258.53 388.8
2014 1 139.6 263.78 389
2015 960.9 189.4 209.9

数据来源：2005 ～ 2014 年黑吉辽三省统计年鉴，其他年份数据源自各省

统计局。

近几年来，吉林省的进出口贸易为逆差状态，而这种逆差情

况在今后几年中也不会很快消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

逆差额，适当地使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好处也不少，但长期的贸易

逆差会降低国内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商品出口，所以，吉

林省在对外贸易方面应力求进出口贸易维持长期基本平衡。

表 2：2010 ～ 2015 年吉林省进出口对外贸易统计数据

（单位：亿元）

年份
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进出口总额 (T) 进口额（IM） 出口额（EX）

2010 8 577.06 168.46 123.70 44.76

2011 10 530.71 220.47 170.63 49.98

2012 11 937.82 245.70 185.80 59.83

2013 12 981.46 258.53 190.93 67.38

2014 13 803.81 263.78 206 57.78

2015 14 274.11 189.38 142.84 46.54

数据来源：2010 ～ 2013 年数据来自相关年份《吉林省统计年鉴》，

2014 ～ 2015 年数据来自相关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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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外资再创新高，但总量较小，后劲不足

利用外资的水平与质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吉林省作为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利用外资

情况受到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素质等多方面条件制约。

到目前为止，已有美国、德国、法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68 个国家和地区在吉林省投资，德国大众、美国通用、韩国锦湖、

泰国正大等 5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65 家知名跨国公司分别在吉

林省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8 793 户。

外商投资产业遍布省内汽车、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基础设施、

科技研发等多个领域，对产业升级、引进技术和人才、促进吉

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1 年，吉林省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49.47 亿美元，约增长

18.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4.81 亿美元，增长 15.7%。全年

域外资金实际到位 3 134.02 亿元，增长 25.8%，其中，实际利

用外省资金 2 921.09 亿元，增长 32%。全省 2013 年新签利用

外资合同 101 个，同比下降 5.6%；新批外资合同额 7.34 亿美

元，同比下降 47.2%；实际利用外资额 67.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约 18.9%，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8.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

2015 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比 2014 年约上涨 12.0%，其中，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2016 年前三

季度，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 67.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0%，

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8.21 亿美元，增长 9.2%；新签利用外

资合同数 56 个，增长 9.8%；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 4.20 亿

美元，下降 56.5%。从方式看，2016 年前三季度中外合资企业

继续高速增长。全省中外合资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7.0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1.6%；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 38.9%，比上年同

期提高 12.6 个百分点；外商独资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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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下降 17.0%，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 56.0%，比上

年同期降低 17.7 个百分点。

表 3：近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实际利用外资额

2010 41.65

2011 49.47

2012 56.9

2013 67.64

2014 76.53

2015 85.72

数据来源：相关年份《吉林省统计年鉴》

吉林省利用外资虽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规模仍然较小，

2011 年利用外资总额只占全国的 4.64%，而 2011 年辽宁实际

利用外资 242.67 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二，差距甚大。从近几

年对比情况看，2006 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 16.50 亿美元，辽

宁实际利用外资 59.9 亿美元，约是吉林省的 3.6 倍。而 2011

年辽宁省利用外资总额是吉林省的 4.9 倍，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5 年全国利用外资额 1 262.7 亿美元，吉林省利用外资额

85.72 亿美元，约占全国比重的 6.8%。可见，吉林省利用外资

总体水平还很有限，利用外资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虽然利用外资成果明显，但后劲不足问题已经显现。2011

年，吉林省新批项目和合同外资额双双出现下降，表明后续引

资乏力，不利于吉林省利用外资的进一步稳固和扩大。全省有

7 个市州新批项目出现下降，有 4 个市下降幅度超过 50%；有

6 个市州合同外资额出现下降，有 3 个市下降幅度超过 50%。

从审批项目看，2015 年全省新批项目合同外资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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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70 户，比上年下降 35.2%；合同外资

额 11.94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3.2%。其中，合同外资超 500

万美元的新批项目 13 个，本期增资额超 500 万美元的项目有

11 个。

（三）从产业投向看，第二产业是外商投资重点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工业发展的摇篮，这种历史的因袭使得

东北的重工业比重一直相对较高，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比

在全国居于前列。从表 4 可以看出，吉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达到 50% 左右。

表 4：“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全省三次产业比重情况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6 15.7 44.8 39.5

2007 14.8 46.9 38.3

2008 14.3 48.2 37.5

2009 13.5 48.6 37.9

2010 12.1 52.0 35.9

2011 12.1 53.1 34.8

2012 11.8 53.4 34.8

2013 11.2 52.7 36.1

2014 11.0 52.8 36.2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信息网。

“十二五”规划期间，吉林省的支柱优势产业实力提升，市

场占有率得到提升。2014 年，吉林省八大支柱产业合计实现增

加值 5 339.99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82.2%，

对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3.7%。支柱产业在吉林省工业

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汽车产业在“十二五”规

划的前四年里对吉林省的工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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