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辽宁省用“通道建设”落实“向北开放”

重要指示精神的建议

毕德利 张诗瑾

摘摘 要要：：2023年 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座谈会”上强调“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

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

显”和“更好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东北“向北开放”的

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和蒙古国。其中，蒙古国既是我国北方重要邻

国，又是辽、吉、黑三省“向北开放”的薄弱点，而缺乏出海通道又是

蒙古国对外开放的痛点。本文从“通道建设”促进中蒙战略对接、实

现中蒙经贸发展目标、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等三个方面，说明“通道建

设”有利于落实《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实现东北全面振

兴；从现有通道面临运力饱和的现实困境，以及新通道服务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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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前景可观两个方面，指出“通道建设”的困境与前景所在；从打通

“锡赤朝锦等陆海通道”、打通从辽宁各港口经“集通”“锡乌”“锡

二”至二连浩特通道、规范使用“东北陆海新通道”名称等三个方

面，提出辽宁用“通道建设”落实“向北开放”重要指示精神的对策

建议。

作者简介：毕德利，现任辽宁大学东北亚经济圈研究院院长。兼任中

蒙俄智库联盟常务理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智库

专家、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特聘专家、辽宁省政府推进东北陆海新

通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东北陆海新通道沿线地方政府协作联

盟智库牵头单位负责人、内蒙古财经大学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低碳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及东北亚区域国别研

究，低碳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关于环渤海生态问题、“一

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及东北亚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的成

果，5次获得正国级领导人批示和采用。多篇关于国家和辽宁发展战

略的研究报告获得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在《光明日报》《半月谈》

《辽宁日报》《社会科学辑刊》《北方经济》等公开发表文章十余篇。

张诗瑾，博士，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讲人力资源管理、跨国公司管理、跨国公司管理

前沿专题等多门本科生课程和硕士研究生课程，参与科研课题与教

改课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际期刊（SSCI）发表多篇论

文，包括 Doe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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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improves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发 表 于 Pacific -

Basin Finance Journal），Does Chinese companies’OFDI enhance

their ow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发 表 于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作为指导教师多次指导学生大创项目。作为第一作者在

国际期刊（SSCI）发表多篇论文，包括 Doe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发表于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Does Chinese

companies’OFDI enhance their ow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发

表于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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