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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工、轻工产品等进出口加工

基地 ；在同江大桥即将建成的有

利时机，利用桥头经济区的优

势，把同江打造成黑龙江省对俄

合作新的能源、林业、矿产等产

品进出口加工基地，使“龙江丝

路带”项目得到进一步落实。

（二）大力建设边境口岸城

市的对俄出口加工带

利用黑龙江省实施的“龙

江丝路带”建设及我国对外开放

由沿海推进到内地，又从内地向

沿边转移的有利时机，比照吸引

华南城落户哈尔滨的成功经验，

吸引大型央企和国企投资重点口

岸地区，在绥芬河、黑河及同江

边境线两侧重点打造农业机械、

机电产品、医疗器械、轻工产品

等跨境加工企业，力争在 3-5 年

内培育出跨境加工企业群。

（三）对俄进出口加工基地

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

出特色，防止简单重复和内部恶

性竞争

黑龙江省对俄农产品基地

建设历时多年，但对俄出口还处

于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的“碎片

化”状态，既没有形成规模，也

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加工链条，

引进外资还没有形成规模化。应

利用俄罗斯远东超前经济区设立

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投入

利用政策机遇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

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确定未来“十三五”期间具

体 的 发 展 举 措。2016 年 5 月，

习近平主席在黑龙江视察期间，

对黑龙江省的发展提出了改造

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

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

篇大文章。黑龙江省作为沿边大

省，在新一轮的改革大潮中，应

该凝神静气，通力合作，尤其利

用好对俄合作发展特色优势，走

出一条沿边大省向沿边强省的探

索之路，提振龙江人发展士气，

促进经济健康稳步发展。

一、利用国家给予的政

策优势，打造对外合作的政

策高地

2012 年国家把内蒙古东部

及黑龙江省沿边开发开放带上升

为国家战略，这是我国最大的沿

边开发开放带，2015 年又把“龙

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纳入国

家发展战略，作为“一带一路”

北向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一系

列国家级战略的密集出台，为黑

龙江省发展对外合作提供了强力

的政策支撑。沿边开发开放战略

为黑龙江省发展沿边地区带来了

难得的契机。黑龙江省沿边地区

人口稀少，通过国家和省出台支

持沿边城市发展政策，吸引外来

移民落户沿边地区，同时给予外

来移民提供安家费、免费宅基地

和高寒补贴等特殊优惠政策，增

加口岸对移民的吸引力，提高沿

边地区居民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

平，吸引外来移民。利用我国城

市化发展的有利时机和政策叠加

效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同

江、绥芬河、抚远的城市规模和

人口数量。建设黑龙江陆海丝绸

之路经济带，应着力加强双边务

实合作，正视合作中出现的问

题，促进基础设施和口岸通道的

互联互通建设，不断创造更多的

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拉紧

中俄合作的利益纽带，把两国经

贸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利用老工业基地振兴

契机，打造跨境产业合作基地

（一）在重点口岸城市建设

进出口加工基地

在绥芬河设立保税区的基

础上，在绥芬河建设木材、粮食

进口加工基地及家具和农业机械

加工基地 ；也争取在黑河建设我

马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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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政策叠加效应，整合黑龙江

省绥芬河、黑河、同江和抚远地

区对俄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把

对俄农产品基地建设作为大力发

展外向型农业以及促进农业结构

调整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和手

段，划拨专项基金在边境地区建

设对俄农产品出口基地、以内陆

市县为主的对俄农产品加工基地

和境外农业综合开发基地建设步

伐，特别是重点抓好绿色、有机

和无公害粮食、蔬菜、瓜果、

肉、蛋、奶等生产基地建设，争

取在“十三五”末期，使黑龙江

省对俄蔬菜和果品出口额达到贸

易总额的 20%。支持和鼓励国

内外大型企业，如北大荒集团投

资对俄蔬菜果品生产加工领域，

利用大企业的优势制定质量认证

标准和市场准入资格，滨海边疆

区新友谊农场成功种植经验值得

借鉴。以基地为依托，以产品为

龙头，以市场为纽带，培育壮大

农产品流通企业，发展规范的境

外农贸市场，探索农产品进入俄

大型商场和超市的新方式。

三、利用黑龙江发展区

位优势，打造面向东北亚交

通枢纽

黑龙江省地处东北亚中心

位置，承担着全国对俄贸易 1/3

以上的货物运输，是我国对俄重

要贸易通道，也是亚太地区通往

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交通枢

纽。同江大桥我方完成在即，黑

河大桥已经重新启动，两座跨江

大桥建成之后，黑龙江省沿边口

岸的过货能力将得到彻底改善，

可由目前的千万吨达到几千万

吨，真正实现大口岸、大通关的

对外开放格局。加强口岸基础设

施建设。加速推进绥芬河、同

江、黑河等口岸和通道功能的改

造升级，打造形象口岸、配套口

岸、效益口岸，从口岸建设上大

力推进“枢纽”建设。推进内贸

货物跨境运输常态化。加速口岸

的铁路和公路整体改造，全面提

升口岸通关能力。为改变黑龙江

省沿边口岸之间及口岸与内地之

间联系相对落后的局面，应加快

建设黑河、同江、抚远等沿边重

点口岸与中心城市相连客货高速

铁路。通过向国家“丝路”基金

和亚投行资金寻求支持，打造我

国“一带一路”北向发展的现

代物流交通体系，提高黑龙江

省“陆海联运”、“江海联运”的

运输能力。高速铁路建设，不仅

可以大大提升哈尔滨到黑河的速

度，也将极大地推动以五大连池

市为中心的俄罗斯游客保健休闲

度假游项目，有力支撑哈尔滨对

俄中心城市的地位。 

四、利用哈尔滨新区建

设优势，打造对外合作的服

务平台

2016 年 2 月， 哈 尔 滨 新 区

被列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将切实推进发挥哈尔滨对俄

中心城市的作用，在“一带一

路”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服务贸

易创新，打造对俄合作服务平

台。确定合作的理念，通过全面

产业合作，发挥合力效应，提高

中俄产品国际竞争力，此举符合

中俄双方共同利益 ；建立创新服

务机制，在组织、立法、管理几

个层面落实引进技术人才的高效

务实的机制，通过建立中俄航空

工业研发中心、国际新材料研发

中心、医用激光工程研发和推广

中心、国际农业与食品工业研发

中心、国际机器人研发与示范中

心等，建立中俄联合研究平台。

以对俄合作中心和国际合作基地

为纽带，以哈尔滨科技成果展交

会为高端技术转化平台，以信

息、专利、产权交易等服务为保

障，形成支撑哈尔滨市、服务全

国，具有较强优势、独具特色的

对俄科技合作创新服务体系。哈

尔滨应推进以俄罗斯为重点的对

外高技术合作，建立对外科技创

新服务体系、高科技产业欧亚市

场战略联盟和国际创新创业平

台，打造对外科技合作升级版。

长期以来，对俄合作以贸

易合作为主，“十三五”期间及

未来的合作，应发展贸易、投资

和产业合作，三驾马车齐头并

进，必将改变中俄经济合作“花

多果少”，双方都不尽人意的被

动局面。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

院俄罗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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