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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迎来新机遇

今年一季度东北经济实现逆袭，增长速度领先全国。东北应充分利用好对俄贸易的桥头堡地缘

优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国领先

在过去10年间，东北经济持续下滑，人口外流严重，经济增速常年全国垫底。而今年一季度数

据显示，东北地区GDP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增速，显示出经济回暖和复苏迹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全国各省份一季度GDP数据，吉林同比增长8.2%，增速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辽宁同比分别增长

5.1%、4.7%，均高于全国平均4.5%的水平。从工业增速来看，黑吉辽三省的工业增速分别为5.1%、

7.6%和7.5%。而从城市来看，东北四大副省级城市中长春增速为11.89%、哈尔滨5%、大连5.7%、沈

阳5.9%，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同时，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凭借工业增加值增长18%，

拿下全国工业增速第一。

有观点认为，东北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实现逆袭，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数据差，整体基数小，

所以一季度增速很大。其实，抛开增速不说，其他经济数据也毫不逊色。以吉林为例，今年一季度

固定资产同比增长了2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4%，外贸进出口增长6.8%，均高出全国水

平。

二、国际地缘局势变化助力东北经济发展

东北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与全球地缘局势改变密切有关。近年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设置的

贸易壁垒不断加码，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大规模对中国禁售，使中国与欧美贸易额出现大幅下滑。今

年一季度，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同比下降13.1%，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下跌5.5%。为了外贸订单，东部

沿海城市不得不集体出海抢单。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受到西方全面经济制裁后被迫“向东看”。2022年沉寂多年的中

俄黑龙江大桥建成通车，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一号天然气管道也满负荷运转。据海关总署的数据，

2022年中俄双边贸易达到1902.71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增长38.7%，达到538.45亿美元。

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今年中俄贸易额很可能突破2500亿美元。从贸易方式上看，中俄边境小额贸

易增长迅速，同比增长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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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国际贸易形势会反映到我国区域经济上，黑龙江和吉林作为中俄之间的边境省份和贸易

桥头堡，成为最大受益者。中俄之间的边境口岸有20多个，绝大多数都位于东北地区。东三省抓住

了对俄贸易的历史机遇。一季度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贸易额为490.4亿美元，同比增长24.5%。其中，

对俄罗斯出口49.7亿美元，增长97.4%；自俄罗斯进口440.7亿元，增长19.5%。一季度，对俄贸易

占吉林省外贸总额的12.5%，占黑龙江外贸总额的近70%。

以前，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西方的技术和产品，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后，中国迅速占领了西方

品牌空出的市场。中国能够提供俄罗斯所需的95%以上商品，而且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在消费

品领域，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脑、汽车等消费品在俄罗斯热销。除了消费品和轻工业产品，让俄罗

斯和中国两国经济深度捆绑的是维系俄罗斯国民经济运行的各种设备、零部件和特种材料。中国的

9000米自动化石油钻机、天然气化工厂(AGCC)急冷塔、50万吨/年聚乙烯环管反应器等大批供应俄

罗斯。针对俄罗斯的低温环境，中国还专门开发了俄罗斯专用的低温车载钻机、低温轨道钻机、连

续油管作业设备、压缩机、固井车、压裂橇、钻头和螺杆钻具、高压管汇、活动弯头、旋塞阀、桥

塞等系列产品。有了这些中国设备，俄罗斯才保证了油气正常的开采。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全国调查报告问卷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了中国，受西方制裁

影响最重的工业设备领域，67%的俄企选择从中国进口来替代；其他备用零件方面，中国进口占比

已经达到63%，占据第一，原材料和半成品领域中国也以52%的数据占据第二。

三、经济转型初见成果

东北曾一度陷入能源枯竭，重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以及人口外流和出生率下降。按照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总人口9851万人，与十年前相比减少了1101万人，2022年，东三省常住人

口减少86.08万人，黑吉辽三省人口出生率分别为3.34‰、4.33‰、4.08‰，居全国倒数后三位。

东北经济下行和人口外流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留住人才必须要振兴经济。

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有丰厚的工业和制造业底蕴，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现在东

北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原因是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果。吉林的制药业、汽车业，辽宁的航空

航天和造船业，黑龙江的能源和装备制造业等经历产业转型升级后创造出新的增长点，制造业稳定

的优势逐步显现。今年一季度，东北三省工业增速集体跑赢全国，贡献最大的并非传统的能源产业，

而是先进制造业。虽然错失了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热门赛道，但东北借助装备制造业，在新能

源车、航空航天、船舶、工程机械、新材料等领域展露头角，其中，辽宁装备制造增速达到21.8%。

在国家中的定位中，东北被赋予了维护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当年我国珠三角的腾

飞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率先进行改革开放，长三角的振兴得益于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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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现在东北也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东北亚地缘关系的变化中，对东北三省

的经济格局将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东北充分利用对俄贸易的桥头堡地缘优势，近日，海关总署

批复同意吉林省扩大内贸跨境运输业务范围，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作为内贸中转口岸。俄

罗斯在远东划出经济特区与中国共同建设全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同

江铁路桥、黑河公路等项目都在推进中。中俄双方提出，在2024年之前，双边贸易额将达到2500

亿美元。近期，沈阳获批北方第二个国家级都市圈。东北要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陈旧观念，

一手抓改善营商环境，一手抓产业升级转型，把老工业基地的硬件设施和5G、大数据结合，培育出

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金技术，将区域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促进

地区协调发展。东北振兴不是一蹴而就，还需要国家与地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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