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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型开放打造东北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新前沿

崔日明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竞争。目前全球经济已经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

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东北地区要抢抓制度型开放新

机遇，将制度型开放与新时代东北振兴体制机制优化有效融合起来，

在已有开放领域和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对于传统开放

进程中商品与要素等主要开放元素，要着力搭配制度与机制体制等，

努力实现全面复合型要素的进一步开放，打造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

新前沿。

一、新时代东北地区制度型开放的现实基础

当前，东北地区已经拥有的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辽宁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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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从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来

看，已经有多项成果在全国、全省等区域推广：以大连自贸片区来看，已

经累计推出了相关制度创新成果320余项，其中“保税混矿监管创新”

“进境粮食全流程监管新模式”“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导航服务”等3项

制度创新成功入选了国务院的改革试点经验；“大连港集团探索国内集

装箱码头股权整合的新路径”“大连冰山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等2项

国企改革经验被商务部列入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62项

制度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8项创新案例被国务院官网首页连续刊

发。2022年，大连自贸片区制度创新指数在全国第三批获批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排名第5。

从面向东北亚区域对外开放来看，已经有多个外资企业成功进驻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来看，立足于天然的地

缘位置优势，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打造了对俄以及东北亚等沿

边的开放合作，设立了全国范围内首个“中俄边民互市交易结算中心”，

也开通了首个铁路互贸交易市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先行优势与

政策凸显。除此之外，绥芬河自贸片区还开通了外籍自然人的经营登

记工作；黑龙江自贸区企业还获批从俄罗斯进口低风险中药材许可等。

东北地区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主要抓手的制度探索和创新无疑为东北

地区建设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新前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二、东北地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机遇

第一，国家和中央对东北振兴的支持与厚望，制度型开放有望实现

弯道超车。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东北振兴发展的政策文

件。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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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座谈会。2019年12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文中专门对推动

东北全方位振兴作出重要部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虽然，东北地区在

改革发展中有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

制度型开放使东北和其他发达地区等的对外开放重新处于同一起跑线

上。东北地区实际情况与现实基础已经显示出部分改革条件和创新能

力试点条件，只要锚定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抓住制度型开放的新契

机，东北地区一定会重新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第二，RCEP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提供更大平台与机遇。2022年5月

30日，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对外发布《高质量实施RCEP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以及多种措施并举的政策支持性文件，这不仅仅为

东北振兴注入一剂强心针，更重要的是，借助RCEP的形成，可以更好更

快地搭建东北亚合作开放高地，并进一步通过RCEP规则引导企业有的

放矢地更新优化产业链布局，同时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保证《行动方案》的有效实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还进一步制定了

15条打造超一流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这为东北亚经贸伙伴的进一步

合作提供了指引。

三、东北地区制度型开放存在的主要体制机制障碍

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其拥有最早的一批

重工业基地，更是因为其相对复杂的地缘位置。虽然东北振兴战略逐

步实施以来，东北经济转型进程相对加快，但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东

北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境。体制机制的革陈研新对进一步推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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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东北地区体制机

制问题和经济转型发展出现了非自洽现象。这需要进一步厘清当前东

北振兴战略进程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困境：

第一，央企与民营企业在数量、比重、发展等方面的严重脱节。东

北地区的国企央企占比相较于其他区域更多，央企与民营企业之间协

调发展的问题与矛盾更加突出，部分央企存在“靠企吃企”的问题，在相

关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挤兑。

第二，政策性力量强而市场性力量弱，创新创业的深度发展受阻。

东北地区的强政府抑制了市场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从而对创新创业、经

济发展等方面形成阻碍。

第三，人才机制体制与产业转型升级存在供需失配与错位，创新精

神与研发能力人才不断流失。东北地区部分企业受困于上述困境，人

才流失问题严重。这不仅削弱了东北振兴进程中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与养成，更重要的在于当前已经存在了“人才流失惯性”。另外，东北地

区央企与地方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较重包袱，其中较大的一部分隐性

成本只能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些问题如果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有效

的市场机制也很难建立和完善。

四、着力制度型开放，打造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

新前沿的对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东北地区辽宁和黑龙江两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先

行先试作用，扩大对外开放领域。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

“桥头堡”，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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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首先，继续推进和深化东北

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范围，加

快制定重点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的标准。其次，积极扩大金融、保险、

咨询、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开放，切实提升服务业开放水

平。再次，实施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政策举措，吸引各类高端资源

要素集聚和配置，实现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基础设施、技术、服

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第二，紧抓RCEP重大机遇，推进东北地区建设成为RCEP与东南亚

合作的桥梁。首先，东北地区应紧抓RCEP重大契机，立足与日本和韩

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积极创建RCEP框架下中日韩地方发展合作示范

区、中日韩科技创新示范园区、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吸引和利用外来技

术及资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带动其他产业

全面发展。其次，充分发挥辽宁港口和产业优势，做大做强RCEP国家

与欧洲国家转口贸易中欧班列品牌，建设经贸合作中心枢纽。再次，深

化与RCEP成员国家在跨境电商、金融机构、物流港口企业等方面的合

作，鼓励本地企业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

石油化工、冶金新材料、医药等传统产业发展。

第三，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东北亚是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延伸区域，东北应积极打造成贯通东北亚

与“一带一路”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拓展东北对外开放空间。首先，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东北亚国家链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多措并举推进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各国、东北

腹地与开放前沿之间互联互通，多层面、多层次开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合

作，努力打造辐射“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开放新局面。其次，高质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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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实现向北开放新突破。发挥辽宁港口资源和腹

地运输资源优势，以海铁联运为主要方式，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取得更大进展。再次，对标国际物流货运需求，加快推动东北地区中欧

班列提速扩线，全力打造“一带一路”东北亚物流大通道。

第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新东北。

作为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东北利用外资的比重不高。东北应十分

重视并切实解决好“投资不过山海关”问题。首先，借助辽宁和黑龙江

自贸试验区、吉林的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等一系列开放平台，坚持高

标准、高质量、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市场开放，进一

步改善全区域营商环境。其次，聚焦营商环境改善的重点和难点，着

力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以及公平公正的法治

环境方面入手，开创营商环境建设新局面。再次，全面推进东北地区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据全面开放共享，

优化平台系统结构功能，增强在线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数字营商环境

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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