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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 

规划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８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切实加强我省对东北亚区域合

作，全面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扩大我省对外开放，加快吉林老工业基

地全面振兴，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部署，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规划纲要》的重要意义 

  《规划纲要》阐明了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我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

开放的战略意图、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是指导我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各国

加强区域合作与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深入贯彻实施《规划纲要》，对我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与东北亚国家的互利共赢。《规划纲要》

着重提出了加强边境交通运输网络和口岸设施建设、提升重点区域的引领带动

作用、深化重点产业合作、扩大对外投资合作、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层次和水

平以及加强人文等领域合作六大重点任务，将加强我省与东北亚各国合作与交

流，聚集各方面生产要素，在机遇互享、优势互补、合作互利中推进共同发

展。 

  （二）推动对外开发开放重点区域建设。深入贯彻实施《规划纲要》，有

利于巩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主体地位，打造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重要平

台，推进长吉图经济区建设；有利于发挥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推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吉林中新食品区等开放载体建设；有利于促进珲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构建跨境经济合作新模式，加快沿边地区开发与腹地经

济联动发展；有利于发挥通化、白山等城市节点作用，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资

源整合，打造东北东部经济带。 

  （三）优化产业结构。深入贯彻实施《规划纲要》，有利于推动我省汽

车、石化、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发展，促进我省参与东北亚区域产业分
工；有利于鼓励冶金、建材、装备制造、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承

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合作；有利于依托优势矿产资源和长白山独特生态资

源，加快发展特色资源产业，打造形成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医

药、生物化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 

  二、吉林省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的发展目标 

  到２０１５年，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对东北亚各国进出口总额达到７

４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３％以上；直接利用东北亚国家资金２.５亿美元，年均

增长１２％以上，对东北亚国家投资年均增长２０％以上。 

  到２０２０年，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升，与东北亚国家合作进一步深化。

对东北亚各国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０７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０％以上；直接利用

东北亚国家资金４.４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２％以上；对东北亚国家投资年均增

长１５％以上。吉林省对东北亚区域相关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基本形成，与东北

亚各国的经济、技术、人文合作水平显著提高，建设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

开放、合作的示范区。 

  三、重点任务和工作分工 

  （一）加强交通运输网络和口岸设施建设。 

  １.加快建设长春等中心城市到沿边重点城市的快速铁路。改造提升中国图

们—朝鲜罗津、中国图们 —朝鲜清津、中国珲春—俄罗斯卡梅绍娃娅铁路。畅

通铁海联运通道。实现借港出海目标。推动跨境铁路通道建设。（省发展改革

委、省外办） 

  ２.规划建设吉林 —黑河公路运输通道，珲春 —圈河口岸公路。推动珲

春、图们、长白、集安等跨境桥梁改造。开通图们 —朝鲜公路客运班线。改造

建设中国圈河—朝鲜罗津、中国图们 —朝鲜稳城 —朝鲜清津等国际公路运输

通道。（省交通运输厅、省经合局、省外办） 

  ３.提升长春机场辐射能力。建设一批通用机场，与支干线形成有效衔接。

开拓国际航线、增加国际航班。发展国际包机业务，培育民航客货运市场；支

持支线机场之间开通航线。（民航吉林监管局） 

  ４.加快松花江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鸭绿江、图们江水上战略通道。

（省交通运输厅、省外办、省环保厅、省水利厅） 



  ５.鼓励企业参与周边国家港口投资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

外办） 

  ６.扩大和完善珲春、图们等口岸综合服务功能。推进图们铁路口岸联检楼

建设。重点发展边境贸易、国际物流和旅游业，增加图们铁路口岸国际客运功

能。支持口岸码头、货场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推动圈河、长白等
口岸发展。支持专业化货场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

输厅、省商务厅、省旅游局、长春海关） 

  （二）提升重点区域的引领带动作用。 

  １.推动中俄蒙朝日韩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利用图们铁路口岸和珲春圈河公

路口岸，开展陆海联运。以图们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为窗口，依托产业

基础，吸引境外投资者，打造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省经合局、

省交通运输厅） 

  ２.发挥毗邻俄朝的地缘优势，以东北东部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为契机，促
进区域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以通化、白山等城市为基础，依托珲春、图们的

对俄、对朝铁路口岸优势，建成东北地区新的出海通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

户。（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 

  ３.强化长春的科技创新和综合服务功能，建设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

市、东北亚区域重要的物流枢纽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创新基地和科教文

化名城。（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

委） 

  ４.强力组织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壮大长吉腹地实力，充分发

挥长吉一体化的聚集功能，把长吉腹地打造成带动全省发展的增长极。进一步

完善重要功能区和开发区产业承载功能，加快长春综合保税区、长春空港新

城、吉林中新食品区建设，构建国际、省际产业合作平台。（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合局） 

  ５.依托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打造集出口加工、境外资源开发、生产

服务、国际物流、跨国旅游等于一体的经济功能区。推动中国河东上岛和朝鲜

稳城岛综合开发。推进与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产业合作，建设成为图们江区域

合作开发的桥头堡。推动图们朝鲜工业园区上升为国家对朝合作项目。推进延

（吉）龙（井）图（们）一体化。（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经合局、省

工业信息化厅、省外办、省旅游局、长春海关） 

  （三）深化重点产业合作。 

  １.装备制造业：培育一批集工程设计、产品研发、成套设备制造和工程总

承包为一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扩大装备制造产品出口。（省

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 



  ２.汽车制造业：加强整车研发、新能源汽车和发动机、变速箱、汽车电子

等关键零部件，以及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的合作。扩大整车和零部件出口。（省

发展改革委、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 

  ３.冶金工业：开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精品和特种钢材。推进高温合金、

特种合金等领域的对外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
省科技厅） 

  ４.化工产业：支持沿边地区利用境外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化工产业。（省

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业信息化厅） 

  ５.食品产业：优化食品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合作建设

食品产业园区，重点推进吉林中新食品区建设。建设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园区，

争创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园区，打造东北亚区域绿色食品基地。（省农委、省

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省食品安全办、省质监局、省工商局、省发展改革

委） 

  ６.新一代信息产业：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新型电

子元器件、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讯、音视频产品和影视设备、激光、

电子射频、红外和微光夜视等领域技术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信息化

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７.生物产业：重点发展基因工程制药、新型疫苗、生物芯片及生物医用材

料等。引进植物药提取分离等先进技术，提升东北地区中药产业技术水平。

（省发展改革委、省农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科技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８.新材料产业：加强膜、信息光电、纳米、复合金属、新型合金、稀土、

碳纤维、玄武岩纤维、合成橡胶等高性能新型材料领域的技术合作，加快成果

转化，加强产业融合。（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９.节能环保产业：引进节能、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的先进技术，推进产学研结合，培育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建设一批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产业示范园区和节能环保示范基地。积极引进推广先进能效管理和环

境绩效管理模式。（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能源局、省商务厅、省科技厅） 

  １０.现代物流业：积极推进长吉图沿线主要城市的物流枢纽建设，重点建

设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珲春国际物流园区和图们物流集散港。推进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建设。构建联运物流体系。推动物流标准化体系建

设，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推动开展跨国合作。（长

春海关、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国税

局、省地税局、省质监局） 



  １１.软件和服务外包：扩展对日韩的离岸业务。依托长春、吉林、延吉等

城市，挖掘潜力，打造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

工业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１２.金融业：加强资本市场合作，鼓励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相互设

立分支机构，扩大本外币结算业务。鼓励和引导外商设立股权投资机构，从事
私募股权投资。（吉林证监局、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监局、省金融

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经合局、省外办） 

  （四）扩大对外投资合作。 

  １.鼓励和引导大型涉农企业“走出去”，采取多种方式依法参与俄罗斯现

代农业开发，合资合作发展粮食种植、果蔬栽培和特色养殖，开展农牧产品就

地加工转化。加强与朝鲜在良种繁育、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合

作，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与蒙古国在粮食种植、畜产品改良、畜牧养殖

及加工等方面的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农委、省外办、省质监

局、省畜牧局） 

  ２.推动汽车、化工、农产品加工、医药、食品、光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 

“走出去 ”。支持有实力的装备和汽车制造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和生产

制造基地。鼓励企业在冶金、石化、煤化工、建材等领域，合作建设具有示范

带动作用的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鼓励森工企业走出去，建立境外木材加工园

区。（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林业厅、省能源局、省

外办） 

  ３.加强油气领域合作开发。鼓励企业参与境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及石油炼

化产业合作。积极支持煤炭领域合作开发，鼓励有实力企业开展煤电及配套设

施一体化建设。加强电力合作。鼓励企业参与毗邻国家电力建设和电网现代化

改造。加快对朝供电工程建设，积极推进中朝鸭绿江水电开发合作。鼓励企业

以多种形式参与周边国家矿产资源开采加工，建设境外矿产综合加工园区及配

套基础设施。（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外

办） 

  ４.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境外工程建设，承建交通、石化、电力、冶

金、矿山、环保等大型工程项目。推动带资承包、项目融资等业务发展。积极

参与改善当地民生的水利工程、学校医院等项目建设。推进对外劳务合作服务

平台建设，完善对外劳务合作法律法规和外派劳务管理方式，建立公共信息平
台和劳资资源储备库，健全外派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处理以及外

派员工权益保障机制。推动企业租建境外港口码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厅、省能源局、吉林银监局、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证监局、省外办） 

  （五）提高对外贸易发展层次和水平。 



  １.推进汽车及零部件、轨道交通装备、数控机床、新能源装备、重大和成

套设备以及其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 

  ２.支持农产品出口质量体系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农产品

品牌。（省质监局、省农委） 

  ３.依托现有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开发区，加快外贸转型基地建设。发挥各类

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作用，有序承接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

易转移，加快建设加工贸易基地，提高加工贸易质量，培育出口名牌。（省商
务厅、长春海关、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 

  ４.稳步提升进口规模，鼓励进口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关键零部件和

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产品。（省商务厅、省能源局） 

  ５.推动文化、技术、软件、中医药、动漫等服务贸易发展。支持技术引

进，推动成熟产品技术出口。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经营具有传
统优势的服务项目。依托国家服务外包示范、潜力城市，发挥重点园区在服务

外包方面的示范作用，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承接能力和水平。发展优势品

牌，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服务贸易企业。（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

厅、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 

  ６.加大与俄蒙油气合作力度，逐步扩大规模。支持与俄蒙边境地区开展油

品贸易，推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煤炭贸易。扩大

俄电贸易规模，研究开展对蒙供电业务。扩大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石以及林木

半制成品和制成品进口。（省能源局、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 

  ７.充分利用边境市（县）的区位、资源和政策优势，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

载体功能，促进边境贸易向加工、投资、贸易一体化转型。鼓励边境地区发展

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提升竞争力，推动边境贸易快速发展。加快边境互市

贸易区建设步伐。（省商务厅、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六）加强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１.建立和完善与周边国家地方政府、旅游协会、企业等多层次的合作协调

机制。在旅游便利化、旅客人身财产安全、应急事故处理、旅游产品营销等方

面加强合作，共同搭建东北亚区域旅游交流合作平台。（省旅游局、省外办） 

  ２.打造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为龙头的长吉图旅游产业带。充分发挥区域内

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一批特色突出的高品位旅游景区，策划一批吸

引力强的精品旅游线路。（省发展改革委、省旅游局） 

  ３.依托沿边旅游资源，针对东北亚各国多样化需求，共同打造图们江中朝

俄三国游和中俄、中朝界江游等具有区域特色的国际知名旅游产品。（省旅游

局、省外办） 



  ４.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高旅游中心城市、重点边境城市和旅游景区接待

能力和水平，加快多语种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和旅游服务中心建设。科学引导和

推进生态旅游，加强旅游活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省旅游局、省交通运输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 

  ５.打造东北亚科技合作平台，建立区域合作交流机制。加强联合研发，推
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双边、多边科技交流，大力引进各国科技人才和劳动技

术人才。发挥科技合作园区、研发中心等各类合作平台作用，实现科技信息共

享，推进与日韩俄在生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合作。

（省科技厅、省工业信息化厅） 

  ６.积极开展东北地区与周边国家多层次教育和人才培养合作，鼓励高等院

校扩大联合办学和互派留学生规模，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培养语言、商贸、

技术、管理及复合型人才。鼓励东北地区高等院校与周边国家高等院校等教育

机构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推动相关院校和培训机构共享优秀教育资源，开

展远程教育服务。（省教育厅） 

  ７.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开展具有各国民俗与风情、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

扩大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影视制作、动漫设计、图书出版等文化产业合作。

大力发展长白山文化产业。（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广电局、省旅游

局） 

  ８.支持发展壮大会展业，提升国际展会影响力，搭建东北亚区域交流合作

平台。（省商务厅、省经合局、省外办） 

  ９.扩大中华传统医学的影响，推动中医药和民族医药走出国门，鼓励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加强疾病疫情信息交流，开展预防控制机制

合作。（省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 

  １０.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区域生态环保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应对风沙源治

理、流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大气污染

物长距离输送等重大生态问题。开展边界水质监测、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大气

环境监测。加强生态环保、边境动植物疫情和外来物种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动植物检疫领域的学术、技术交流，推动区域环保技术领域合作。（省环保

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农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实施

《规划纲要》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规划纲

要》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切实加强领导，将相关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健全

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明确责任分工。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确定的重点任务和工作分工，
对涉及本地（部门）的内容进行认真梳理，找准政策结合点和工作对接点，尽



快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深入细化各项目标，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门和责

任人。 

  （三）落实政策支持。各地、各部门要紧紧抓住国家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推

动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的机遇，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一般性和专项转

移支付、中央预算内投资、各类专项资金、发展基金支持等政策以及省政府制
定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扎实推进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推动《规划纲要》全

面实施。 

  （四）加强跟踪督查。对各地、各部门重点任务和工作分工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并适时组织开展《规划纲要》实施情况评估。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