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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双创智库专家、哈尔滨工

业大学于渤教授指出，黑龙江在实施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一

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的过程中，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全方位开放

推动全面振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

功能，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

为黑龙江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战

略支撑，充分发挥黑龙江的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全面振兴与“一带

一路”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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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在实施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一带一路”建设

有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东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一
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外开放
水平不足，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格局尚未形成；二是对外贸
易结构单一，对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带动作用不强；三是政府服
务和引导不够，企业“走出去”能力较弱；四是开放载体建设滞后，
平台之间缺乏统筹；五是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开放通道欠账较多；
六是国内外复杂的疫情，给对外开放造成不利影响。

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一带一路”建设有机融合的

对策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全方位开放推动全面振兴

一是将黑龙江打造成对外开放新前沿。一方面，注重将黑龙江
产业发展与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结合，通过二者的相互促进和
共同发展来推动黑龙江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
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与一带一路融合，推动黑
龙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助力地方产业的供应链有效整合。
注重与国家相关规划统筹推进，努力争取将推动黑龙江老工业基地
振兴、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政策措施与重点项目纳入到国家相关
的规划之中，加快建设黑龙江以对俄为重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
局。

二是提升黑龙江自贸区的载体和平台功能。将中国（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成推动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同“一带一路”
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优化空间布局，以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为核心，聚焦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引领全省、辐射
周边、支撑强劲的经济发展核心动力源。努力提升哈尔滨国家对俄
合作中心城市的开放合作能级，争取将中俄两国全面合作的相关常
设机构设在哈尔滨，争取将国家层面洽谈议定的重大对俄合作项目
优先安排在哈尔滨承接、组织、实施，打造哈尔滨（国家）临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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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试验区和中俄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在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建设面
向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研发人才集聚特区。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功能

一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跨境综合运输网络。
以有效连接和高效互动为核心，加快公路、铁路、航空、信息四个
网络建设与优化，形成对俄能源资源进口、人员往来、贸易合作新
通道，深度融入互联互通。打造区域国际物流枢纽，加快沿边公路
建设，实现高速公路与重点口岸连接，打造对俄和东北亚合作桥头
堡和枢纽站，推动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和高速铁路网建设。增强哈尔
滨作为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的重要枢纽功能，向国家争取加快批复
哈尔滨第二机场建设规划和哈尔滨市轨道交通二期建设规划，规划
和建设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和哈尔滨松花江北岸巴木通沿江高速公路。

二是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数字赋能在融入新发展格
局中的牵引推动作用。大力实施数字龙江战略，充分发挥黑龙江科
教和人才等相对资源优势，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农
业、智慧文旅、智慧物流等新业态，助力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以应用场景落地为核心，以重大项目实施为牵引，聚集一批数字经
济领军企业，通过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黑龙江产业升级赋能。
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和扩展光纤网络、4G 网络、
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北斗卫星系统等网络覆盖范围，让
黑龙江信息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加快实施“互联网 +”“智能 +”“上云
用数赋智”等专项行动，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融合，促进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围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领域部署创
新链，建设一批现代农业、能源化工、文化旅游等特色大数据中心
和计算中心，为黑龙江各产业的供应链整合提供支撑，推进装备制
造和能源化工等行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进而为核心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引擎。推进对俄“一带一路”数字化建设，
充分发挥黑龙江对俄贸易优势，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
网络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网信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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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展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数字贸易等试点。
（三）加强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为黑龙江发展

和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战略支撑

注意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推动二者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抓住广东对口黑龙江、深圳对口哈尔滨的合作机会，加强学习、吸
收粤港澳大湾区等先进经验，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过奖重大战略的对接，
推动我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高效互动起来，努力改变“南快北慢”
经济增长现象。一方面，利用黑龙江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抓住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部分产业及相关环节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
做好承接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利用东北地区与京
津冀地区的地理临近性特征，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建立区域政
府间的对话、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和区域间相关产业的人员和资
本等各类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四）充分发挥黑龙江的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全面振兴与“一

带一路”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一是立足自身优势，培育和吸引龙头企业，构建优势产业链。
明确以吸引和培育优势企业，构建全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为目标。
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发挥专业化园区的空间载体功能，以其为
基本单元制定产业园区布局和规划，国家级开发区裂变为若干个专
业化园区，区县工业园调整为配套园区，聚焦地区资源禀赋和环境，
培育和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连接功能，
促成以领军企业为核心、多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格局，
发挥资源互补、协同优化的优势，推动整个产业链向高级化迈进。
围绕北大荒农垦发展现代“农业特区”，打造万亿级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集群，率先在全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着力提高矿产资源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发展石墨等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打造石墨新材
料等千亿级产业；整合本土油气和俄油、俄气资源，建设国家级石
化基地，重塑能源产业优势；抓住“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能源
结构调整的变革机遇期，优化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结构，将黑龙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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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份；打造高端生态旅游产业，将大小兴
安岭建设成生态价值转换试验区和优质全域生态旅游康养目的地，
促进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对一重、
哈电等“国宝级”企业给予保护性支持政策，建设国家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

二是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做大、
做强以金融、信息技术与服务、现代物流和会议会展等为代表的生
产性服务业，鼓励和支持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产
业化整个链条运行的各类服务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为区域内企业上
下游之间以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连接、合作、协同提供
支撑和保障。

三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以创新
链和产业链的对接和融合为目标，着力解除科创活动碎片化和“科
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障碍。明确功能定位，确立产业为科技指引方向，
科技为产业发展和跃升提供支撑的理念；确立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对
接和融合过程中企业的核心作用，依托企业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核心技术孵化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等研发机构，为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创新提供链接载体和平台，
支持和引导行业协会和合作联盟等组织机构发挥纽带功能，推动各
类研发主体间的连接与互动；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绘制技术
路线图，为产业链纵向上下游企业和横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间
合作创新提供目标指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连接功能，通过科研项
目带动各创新主体之间合作与协同，通过财政、金融、科技、产业、
人才、分配、奖励等制度和政策，确保从创新成果到产业化全过程
的无缝链接和快速运行。

四是充分重视金融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努
力营造吸引金融资本集聚的内外部环境。围绕 “五大安全”战略布
局，吸引金融资源向黑龙江相关产业集聚，为龙江地区在战略方向
上培育优势企业和产业集群提供助力。建立黑龙江产业集聚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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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互动机制，根据黑龙江金融发展水平和相关产业集聚程
度，制定详细的金融发展政策，促进金融结构优化，让金融产业与
实体产业实现互促共进和良性发展。抓住新一轮数字化变革的机会，
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通过技术手段重构和优化产品、服务和模式，
为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提供金融支持，为黑龙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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