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３３－０５

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策略研究

邹　辉

（中共丹东市委党校 市情教研部，辽宁 丹东　１１８０００）

　　摘　要：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这对丹东来讲，又是一次新的发展

机遇。国家在畅通东北亚国际大通道、发展边境贸易增长点、深化对朝经贸合作等方面需要丹东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先行先试。丹东市依托自身对朝优势，对内开发跨境经济合作区，对外打造

交通和物流枢纽，在经贸文化旅游方面进行试验创新，将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成为中朝

边境经济贸易中心、中韩自由贸易区先行区、东北地区边海经济增长极和睦邻富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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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丹 东 重 点 开 发 开 放 试 验 区 建 设 的

问题提出

（一）历史背景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对外开发呈现出“沿海发

达、边境落后”的状态，为改变“一强一弱”不平衡

的发展格局，中国开始实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战

略［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施第一轮沿边开发开放

战略，国家在边境地区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通
过点带线模 式 促 进 沿 边 地 区 发 展。丹 东 自１９９２
年成为国家 级 边 境 经 济 合 作 区 以 来，将“开 发 开

放”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线。衡量一国或地

区经济开放性的综合指标是对外开放度，具体包

括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２］。２０１４年

与１９９２年相比，丹东外贸依存度增长到２６．５％，
外资依存度 提 高 到４．４％。但 与 满 洲 里、二 连 浩

特、绥芬河边境城市相比（见图１），丹东外贸对辽

宁省的贡献 率 不 高，仅 为４．４８％，丹 东 沿 边 优 势

未得到 充 分 发 挥。２０１０年，我 国 继 续 推 动 沿 边

“Ｃ”形开放 线 发 展，实 施 第 二 轮 沿 边 开 发 开 放 战

略，即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设立“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探索边境城市开发开放发展新模

式［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国 务 院 关 于 加 快 沿

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丹东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标志着丹东正式开启沿边开发

开放的第二个春天。

　　 （二）战略意义

１．畅通东北亚国际大通道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李 克 强 总 理 在 振 兴 东 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提出“未来我们国

家要面向东北亚加强开放平台建设，特别是注重

推进互联互通的建设”，东北亚大通道畅通是区域

合作、互通互联的前提条件［４］。其 通 道 主 要 是 由

中俄、中朝、中蒙、中日等四大交通走廊 组 成。其

中涉及到俄罗斯、日本、蒙古三个国家的交通干线

基本畅通无阻，不论是公路、铁路还是陆海联运等

组块全部畅通。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交通走廊相对

于其他三个组块处于不畅通状态。按照运输路线

划分，中 朝 交 通 通 道 包 括 两 条 线 路，分 别 是“长

春—珲春—罗津”和“沈 阳—丹 东—平 壤”。经 罗

先经济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等国家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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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大量基础设施投入，“长 春—珲 春—罗 津”之

间的公路、铁路、航空等通道完全达到通畅状态。
相反，“沈 阳—丹 东—平 壤”通 道 呈 现 不 通 态 势。
除了京义铁路长期运行之外，中朝鸭绿江公路大

桥、两岛经济区规划建设到朝鲜新义州的水上航

线，以及在丹东境内柳林河两侧预留中朝高速公

路通道和铁路通道，在老城区和新城区预留与黄

金坪、威化岛两岛经济区之间的陆路通道，基本处

于不畅通状态。因此，丹东试验区内所有的对朝

通道畅通后，东北亚大通道才能形成“人乐其行、
物畅其流”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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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东北沿边地区外贸进出口

总额占各省比重（２０１４年）

数据来源：《丹东 市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公报》，《满洲里市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绥芬河市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珲春市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发展边境贸易增长点

受经济危机持续影响，国家货物进出 口 量 受

到严重冲击。欧盟、美国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

进出口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达到负增长；而与东盟、
俄罗斯等 沿 边 新 兴 市 场 之 间 的 边 境 贸 易 呈 现 进

口、出口增长速度逆势上涨趋势。因此，根据外贸

发展新特征，国家开始调整外贸发展战略，重点发

展边境贸易。国家新兴的边境贸易增长点主要集

中在五大区域：以东北为中心的对俄贸易，以东北

为中心的对朝贸易，以新疆为中心面向西亚的贸

易，以银川为中心面向穆斯林国家的贸易，以云南

为中心面向东盟和东南亚的贸易［５］。丹东试验区

主要发展对朝贸易，是东北地区对朝贸易重要增

长点。首先，从国家角度看，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

易伙伴，中朝 贸 易 额 占 朝 鲜 贸 易 总 额 的９０％；从

辽宁省角度看，丹东口岸是对朝贸易的“窗口”，承
接中国８０％对朝贸易额；从丹东市对外贸易结构

看，对朝 贸 易 额 占 到 全 市 贸 易 总 额 的４０％左 右

（见图２）。可见丹东是中朝贸易的桥头堡和大通

道。因此，丹东试验区对朝贸易量贡献率较大，国
家发展对朝边境贸易增长点中，应赋予丹东试验

区更多的对朝优惠政策，将试验区打造成为对朝

优惠政策洼地，进而为中韩自贸区先行区创造有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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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丹东对朝贸易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丹东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

３．深化对朝经贸合作

近年来，据国 家 海 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丹 东 对

朝贸易的 发 展 面 临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主 要 是

来自于山 东 半 岛 的 威 海、烟 台 等 城 市 对 朝 贸 易

额的争夺。对朝贸 易 额 出 现 竞 争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丹东市对朝经贸 合 作 的 软 件、硬 件 等 环 境 落 后。
经贸环境 落 后 体 现 以 下 方 面：一 是 交 通 运 输 方

面。对朝运输方式 主 要 有 公 路、铁 路 运 输，由 于

存在通关时间不 对 等、货 车 过 境 难 等 问 题，导 致

货物积压 在 货 场，无 形 中 增 加 对 朝 小 微 企 业 的

运作成本。二是检验 检 疫 方 面。丹 东 口 岸 检 疫

能力与客 货 运 输 量 不 匹 配，导 致 进 出 口 商 品 查

验不便捷。三是服务 意 识 方 面。经 贸 合 作 中 存

在“关、卡、要”等 现 象。针 对 以 上 问 题 与 矛 盾，
丹东试验区要先 行 先 试，通 过 改 革 管 理 体 制、创

新工作机 制，理 顺 双 方 物 流、资 金 流 等 信 息，才

能促进对朝经贸深度合作。

　　二、丹 东 重 点 开 发 开 放 试 验 区 建 设 的

基础条件

　　按 照《实 施 方 案》要 求，丹 东 试 验 区 将 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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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全域，区 域 面 积 为１．５２万 平 方 公 里。与

东北地 区 的 满 洲 里 试 验 区、绥 芬 河（东 宁）试 验

区、延吉（长白）试 验 区 相 比，丹 东 试 验 区 具 有 独

特优势。

　　 （一）区位优势

丹东区位优势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丹 东 的 地

理位置。二是丹东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固

定的地理位置相比，丹东区位优势重点体现在“边
城”与“港城”两个方面。首先，与朝鲜的联系，强

调的是内外关系（主要是中朝关系）。空间距离方

面，丹东与朝鲜最近，特别是一江之隔的新义州，
同时距朝鲜首都平壤２２０公里，距韩国首都首尔

４２０公里；人文 环 境 方 面，丹 东 与 朝 鲜 有“人 缘”，
文化、语言、民间交流等联系紧密；产业合作方面，
丹东本地 产 品 与 朝 鲜 产 品 具 有 很 强 的 优 势 互 补

性，初步形成多个特色商品集散地。为此，丹东试

验区发挥内引外联作用，成为全国对朝鲜、韩国、
日本进出口的东大门。其次，与东北东部的联系，
强调的是海陆关系。历史上东北东部的木材、粮

食等物流通过鸭绿江水道运输，是丹东的深层次

腹地。东北东部铁路开通后，东北东部经济带沿

线区域是丹东重要的经济腹地，丹东也成为东北

东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丹东的深层次腹地

范围不仅包括整个东北地区，还延伸到俄罗斯远

东地区。丹东试验区将打造成为连接内地和海外

两个市场的主要枢纽。

　　（二）交通优势

丹东试验区具备完善的交通体系，将 区 位 优

势转化为通道优势［６］。从口岸类 型 上 看，丹 东 拥

有９个口岸，具体包括５个一类口岸，４个二类口

岸。一类口 岸 包 括 铁 路 口 岸、公 路 口 岸、海 港 口

岸、界河口岸、输油管道口岸。口岸级别、口 岸 数

量等 指 标 远 高 于 满 洲 里、绥 芬 河、珲 春 等 边 境 城

市。多样化的口岸通道提升了城市的通关能力。

２０１４年丹东货运量７８２３万吨，客运量５４６４．３万

人次，货物吞吐量１．３８亿吨，货运量、客运量远超

于满洲 里、绥 芬 河、珲 春（见 表１）。从 交 通 体 系

看，丹东现拥有丹沈、丹大、丹海、丹通四条高速公

路及丹沈、丹大两条高速铁路，另外还有中朝新鸭

绿江大桥、东北东部铁路等运输体系。丹东试验

区已由之前的闭塞的边陲城市变成四通八达的开

放型城市。

表１　２０１４年满洲里、绥芬河、珲春客货运输量

口岸名称
货运量／（万吨）

合计 铁路 公路

客运量／（万人次）

合计 铁路 公路

满洲里 ３０１０．６１　２８６８．１５　１４２．４６　１５６．５５　１３．２４　１４３．３１

绥芬河 １２８１．８　９３０．８　３５１　 １３９．５　５４．５　 ８５

珲春 ３５０ － － ９８５ － －

　　数 据 来 源：《满 洲 里 市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计公报》，《绥芬河市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报》，《珲春市２０１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人才优势

丹东的人才优势体现在朝鲜的高素质劳动力

方面。目前，丹东境内的朝鲜劳动力大约有一万

多人，主要集中两大群体，一是朝鲜高素质人才，
包括软件、绘画、音乐等人才；二是从事服务行业

人才，包括餐厅服务、服装加工等人才。朝鲜高素

质人才促进了丹东动漫产业、文化产业发展。同

时，国家海关总署批复了丹东可以实施“服装出境

加工业务”的优惠政策，这一政策需要大量朝鲜廉

价劳动力作为支撑，丹东对面的新义州正好满足

国内服装产业用工需求。另外，丹东多年的对朝

贸易发展形成了１０００多家对朝企业，锻炼了一批

有经验的对朝贸易企业家，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

人才。因此，丹东试验区内的朝鲜劳动力不仅破

解了丹东劳动力缺乏的发展瓶颈，还将进一步推

动丹东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工贸易发展。

　　 （四）外贸优势

《中国城 市 外 贸 竞 争 力１００强》中 的 数 据 显

示，２００５年丹东市外贸竞争力排名９５位、２０１１年

９１位、２０１３年６７位，外贸竞争力上升速度快的原

因是丹东 具 有 其 他 边 境 城 市 无 法 比 拟 的 外 贸 优

势。一是对朝边境贸易出口商品种类较多，通过

丹东口岸出口朝鲜的商品涵盖面较大，包括化工

产品、机械设备、粮食、食品、服装、纺织原料及面

料、显示器、电子元器件、不锈钢餐具、矿物材料及

制品、纸及纸制品等商品。这使得丹东成为国内

外对朝 出 口 的 集 散 地。二 是 对 朝 贸 易 方 式 多 样

化，涵盖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加工贸易（以出

料加工为主）、转口贸易（主要转口欧盟、韩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易货贸易、边民探亲时携带物

品进行的民间交易等。三是丹东的对朝贸易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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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面对朝鲜国内经济

困难，外汇紧张的状况，丹东市部分边贸企业积极

寻求利用朝鲜资源优势，参与当地的矿产品开采，
兴办农家乐等旅游项目，注重以经济技术合作促

进外贸出口的发展。目前已有十几家企业在朝投

资，主要是在矿产开发、水产品加工、水产养殖、汽
车装配维修、服装加工等领域的投资，在这种合作

中，不仅扩大了国内产品的出口，也增加了朝鲜公

司的支付能力。

　　三、丹 东 重 点 开 发 开 放 试 验 区 建 设 的

重点领域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丹东试验区基础条件体

现“对朝”优势。当《实施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复之

后，丹东试验区将正式进入到开发建设阶段。结

合丹东独特优势，采取“１２３模式”进行大开发、大

开放、大试验。

　　 （一）对内开发“一区”

丹东试 验 区 要 实 现《实 施 方 案》中 的 战 略 目

标，前提是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

区作为丹东试验区的核心区和先行启动区［７］。区

域范围由紧邻黄金坪一侧的边境经济合作区部分

区域、朝鲜黄金坪及威化岛特殊经济区共同组成，
前期开发主要是围绕黄金坪一侧的边境经济合作

区部分区域（新区内部）进行空间布局。产业定位

依托丹东与朝鲜双方资源优势互补的特征，重点

发展纺织服装、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商贸物流、现
代高效农业等产业。因此，通过跨境经济合作区

建设，以开发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开发，创建丹

东与朝鲜“同城效应”，为打造中朝边境经济贸易

中心奠定基础。

　　 （二）对外开放“两枢纽”

１．“一带一路”东北线经济交通枢纽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目的是形成巨大

物流链条，进行贸易深度合作［８］。丹 东 试 验 区 是

沟通亚欧的主要陆路运输通道西伯利亚大陆桥的

东端起点，同时丹东港作为辽宁沿海的集装箱支

线港之一，将成为腹地大宗物资中装运输的重要

口岸。丹东港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散杂货和集

装箱运输，同时发展煤炭、铁矿石、粮食等物流业

及临港产业，建设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港口。因

此，结合“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朝鲜半岛—东北

内陆地区—欧亚大陆”将丹东试验区融入到“一带

一路”通道中，通道沿线城市是丹东试验区的腹地

范围。丹东试验区以丹东港为支点，沿“辽满欧”、
“辽蒙欧”和“辽海欧”大通道和东北东部铁路、中

韩日国际海运航线、中俄铁海联运等交通走廊为

支线，将所辖区域作为辐射范围，重点发展粮食、
钢材、煤炭、矿石等物流、集装箱班轮、冷冻物流等

业务。

２．服务全国面向朝鲜的贸易枢纽

从“一带一路”物流通道看，丹东试验区所处

的东北亚地区是富有潜力的经济发展区域。随着

中朝互市贸易区的开通、两岛经济区的开放等战

略实施，丹东试验区将成为贸易集散中心。由于

朝鲜的农业、工业基础落后，生产、生活所需的日

用品、食品、精纺服装、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

机具、机械设备等处于匮乏状态。随着朝鲜重视

经济发展态势不断强劲，朝鲜的进口贸易量将大

幅度增加，丹东试验区将会成为朝鲜贸易入口枢

纽。中国对朝贸易产品大部分从东北三省、东部

沿海等城市进口，在丹东口岸进行转口，丹东试验

区也是面向全国贸易出口的枢纽。

　　 （三）政策试验“三平台”

丹东试验区应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政 策，重 点

搭建经 贸 合 作 平 台、文 化 交 流 平 台、旅 游 服 务

平台。

１．构筑经贸合作平台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国家

重视外贸新商业模式，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
展双方贸易合作［９］。丹东市外贸重点是继续做好

电子商务平台推广工作，努力扩大电子商务覆盖

面，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成

本，更好地开拓新兴出口市场［１０］。在保持对朝经

贸合作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探索经贸合作先行先

试政策。依 托 试 验 区 现 有 的 朝 鲜 特 色 商 店 等 资

源，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打造集丹东产品（草

莓、板栗、石柱参等农产品）、朝鲜商品（农产品、水
产品、保健品、工艺品等）的产品展示、电商体验、
休闲购物及仓储物流配送为一体的中朝电商谷。

２．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丹东是一个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边境口岸与

港口城市，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移民城市，长期

以来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建筑与城市形态，也

形成了丹东独特的文化印记。丹东要充分发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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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毗邻朝鲜的区位优势、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化

优势和源远流长世代友好的交往优势，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要借助中朝经贸文化

旅游博览会等活动，加强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
教育交流，将朝鲜丰富的教育资源集聚到丹东试

验区内，打造成面向全国的教育基地和人力资源

开发中心，成为中国与朝鲜科技合作的示范基地。

３．构筑旅游服务平台

探索旅游方面的先行先试 政 策，构 建 丹 东—
朝鲜同城效应，即在丹东试验区内，达到“朝鲜印

象”。深度挖掘旅游资源，融合朝鲜文化，通过朝

鲜歌舞驻场表演、朝鲜油画展示销、朝鲜主题电影

放映等合作形式，打造试验区对朝旅游平台。鸭

绿江沿线风景优美，气候适宜，两岸民族文化特点

明显，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极大，
如果双方能够有效的合作，深度开发鸭绿江流域，
将真正把鸭绿江两岸的跨境旅游项目开发成国际

品牌，形成国际旅游线路，进而扩大丹东试验区的

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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