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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东北振兴之路》
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著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 2019. 10

作者简介
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

学汇聚国内外优势资源创建的为服务国家、 面向东
北亚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库、 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研
究人才的培养基地。 东北亚经济研究院的具体研究
领域包括东北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东北地区
面向东北亚扩大全面开放、 东北地区应对国际贸易
壁垒与贸易战风险和构建具有东北地区特色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 紧密围绕东北亚地缘经济
发展、 东北亚区域合作等实践发展, 力求通过对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探索和研究, 加强东北亚
区域与我国东北地区的合作, 使得彼此间的依赖性
增强,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进而为东北全面振兴目

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内容简介
在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优先发展的

方向, 而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域, 具有建设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高地的天然责任。
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展开全面系统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
究, 按照 “东北亚—中国—辽宁—大连” 逐步聚焦的顺序, 著成本书。

本书共 10 章, 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 通过对历史与现状的梳理, 厘清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在范围界定上,

从地理、 国际政治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等不同角度, 对东北亚区域范围可以有不同的理
解。 从区域经济实际合作的现状来看, 在贸易、 能源、 劳务、 投资和旅游等领域, 无论是
从中国整体层面, 还是从东北地区层面, 都保持了与其他东北亚区域国家良好合作的基
础, 同时新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又给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其次, 从宏观整体角度探讨了中国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通过从出口结构、 价
格、 产品质量、 技术含量和增加值等五方面对中国与东北亚区域贸易发展质量的量化分析
可以发现, 此五方面在高质量发展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 因此, 需要从主动扩大进口
和吸引外资, 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和规则, 健全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等方面推动中国与东北
亚区域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对携程等旅游网站上的大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可以发现,
东北亚区域旅游资源丰富、 集中度高, 但国别差异较小, 应破除合作障碍, 实现旅游协同
发展。

再次, 从省级视角探讨了辽宁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问题与推进路径。 辽宁
省具有矿产资源丰富、 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 海域辽阔、 港口众多、 区域经济合作基础良
好等多方面的相对优势, 因此, 应当成为引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排头兵”。

最后, 对大连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问题的探讨。 大连应当充分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
策, 以软环境建设为重点, 着力推进省内港口资源整合, 在深入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中, 加快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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