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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

郝大江　 初天天

　 　 〔摘要〕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全球航运和国际贸易重大影响的日益显现ꎬ 对我国经济地

理格局形成重塑效应ꎬ 触发了产业分工与布局的新一轮调整ꎮ 冰上丝绸之路会对亚欧、 亚美国

际贸易海运航线形成重要优化作用ꎬ 东北亚地区与北欧、 北美的国际贸易将因此首现相较于东

南亚地区更具国际海运成本的比较优势ꎬ 从而促进我国与欧洲、 北美的国际贸易相关产业积蓄

巨大的北向空间转移势能ꎮ 东北地区位于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节点ꎬ 基于其产业承接力的

测度及评价ꎬ 以及对产业基础、 成长空间、 产业竞争力、 资源优势等因素的统筹考虑ꎬ 有序引

导产业向东北地区转移ꎬ 推进东北地区构建亚欧、 亚美国际贸易海运新航线上的经济腹地ꎬ 不

仅有利于我国实现各地区间的平衡和充分发展ꎬ 准确地根据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ꎬ 积极主动融

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ꎬ 优化产业布局ꎬ 同时也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ꎬ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新发展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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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ꎬ 随着气候变暖、 极地冰层融化ꎬ 长期冰封的北极航道已具备商业性通航条件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由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的 «关于中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中正式宣布ꎬ 两国将开展北极航道合作ꎬ 首次提出 “冰上丝绸之路” 合作愿景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举

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上ꎬ 中俄领导人再次强调ꎬ 两国要积极开展战略对接ꎬ 加快推进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ꎮ 打开世界地图便不难看出ꎬ 一旦建成ꎬ 冰上丝绸之路所依托的北极航道将是穿越北极圈ꎬ 连接东

亚、 北欧和北美三大世界经济圈的国际贸易新航道ꎮ 较之传统的南向国际贸易海运航线ꎬ 北向的冰上丝

绸之路连接东亚与欧洲的海运航程平均缩短近 ４０００ 海里ꎬ 东亚与北美航程缩短近 ３５００ 海里ꎬ 通行冰上

丝绸之路将使我国每年节省约千亿美元海运成本ꎮ
回溯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迁过程ꎬ 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与全球航线变迁是密切相关的ꎮ 随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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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全球航运和国际贸易重大影响的日益显现ꎬ 必然触发世界与我国产业分工格局的新一

轮调整ꎬ 深刻地重塑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ꎮ 基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我国经济地理产生的重塑效应及其

特征ꎬ 本文接下来拟从理论的内在逻辑、 历史的发展演进与现实数据的测算三条主线切入ꎬ 探讨世界产

业分工格局变迁过程中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思路ꎮ 这项研究不仅能为我国优化产业布局、 全

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厘清思路提供政策依据ꎬ 同时也有利于从更开放的国际视角ꎬ 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

局势ꎬ 恰当精准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ꎬ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ꎬ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ꎮ

二、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我国国际贸易海运航线的北向拓展

１. 海洋航运、 国际贸易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

海洋运输承载着全球贸易ꎬ 创造着全球价值ꎮ 历史上ꎬ 国际航运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ꎬ 以至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地理变迁轨迹与世界经济中心的地理变迁轨迹有着高度的一致性ꎬ 这种一

致性特征甚至可以追溯至 １５ 世纪ꎮ 在 １５ 世纪初ꎬ 意大利的威尼斯凭借地中海的航运中心地位ꎬ 成为当

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世界的贸易中心ꎮ １５ 世纪末至 １６ 世纪初ꎬ 随着葡萄牙里斯本至印度的 “新航路”
以及西班牙塞维利亚至南美 “新大陆航线” 的出现ꎬ 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成为欧洲、 亚洲、 中美洲以

及南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的中心和枢纽ꎬ 并成为当时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中心地区ꎮ 到了 １９ 世纪初ꎬ 随着

北欧英吉利海峡航运业的不断发展ꎬ 伦敦依托英国产业革命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港口条件而迅速地成为欧洲第一大港ꎬ 大西洋两岸因此成为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ꎮ １９ 世纪中期之后ꎬ
美国运河的开通使得北美五大湖拥有了全年通行的航运水道ꎬ 大西洋西岸的纽约也因此成为连接北欧与

北美国际航运的枢纽ꎮ 正是纽约世界航运中心的地位逐渐构筑了北美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中心地位ꎮ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ꎬ 亚太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ꎬ 国际贸易中心开始向太平洋西岸移动ꎮ 太平

洋西岸拥有良好海运地理位置以及港口条件的城市如东京、 新加坡、 中国香港ꎬ 不仅成为北美至亚洲东

岸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枢纽ꎬ 更成为承接第二次和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ꎬ 这也标志着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ꎮ
所以ꎬ 从世界经济地理的历史变迁过程看ꎬ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ꎬ 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

成和发展既受制于海洋航运条件的约束和限制ꎬ 也受益于海洋航运条件的支撑和保障ꎮ 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航运条件很大程度上正是国际贸易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ꎮ 从国际海运航线及其运输

格局的动态变迁轨迹看ꎬ 每一次变迁都决定了国际航运中心的位移和交替ꎬ 进而决定了国际贸易重心的

空间位移以及世界经济中心的发展走向ꎮ 从产业空间布局看ꎬ 全球产业空间格局同样是围绕国际海运航

线中心进行布局的ꎮ 世界各国海运航线的中心节点城市通常也是地区经济发展最活跃、 工业化程度最

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ꎮ 这种产业布局规律在美国东西海岸经济圈、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圈、 欧洲北部

经济圈、 非洲东部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和验证ꎮ
２.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我国国际海运航线的优化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国际贸易重心往亚洲东岸转移ꎬ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抓住机遇快速实现了

经济发展ꎬ 而国际海洋运输能力的不断提高则进一步强化了我国与欧洲、 美洲、 非洲的国际经贸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我国进出口货物总额 ４ ５８ 万亿美元ꎬ 其中ꎬ 国际海洋运输承担了进出口贸易总量的 ７２％ ꎬ 达

３ ３ 万亿美元ꎬ 占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量的 １１ ７３％ ꎮ①目前ꎬ 我国国际海洋运输航线主要包括 ８ 条: 中国

至红海、 东非、 西非、 地中海、 西欧、 波罗的海、 北美以及中南美航线ꎮ 可以预料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对我国国际海洋运输航线的布局和结构优化必将产生深刻影响ꎮ 冰上丝绸之路所依托的航道是穿越北极

圈连接东亚、 北欧和北美三大经济圈的北极航道ꎬ 共有 ３ 条航线: 第一条是东北航线ꎮ 东北航线起于白

令海峡ꎬ 经俄罗斯北冰洋离岸海域ꎬ 向西穿过新西伯利亚海、 北冰洋巴伦支海直达荷兰鹿特丹港ꎬ 可经

挪威北角环形对接大西洋和北冰洋航线ꎬ 这条航线很大程度上会对我国现有至西欧、 北欧波罗的海、 地

中海的 ３ 条国际海运航线形成替代性影响ꎮ 第二条是西北航线ꎬ 这条航线起于白令海峡ꎬ 沿美国北冰洋

离岸海域ꎬ 向东穿过加拿大北极群岛ꎬ 经戴维斯海峡至达纽约港ꎬ 并可经巴拿马运河环形对接大西洋与

太平洋航线ꎮ 西北航线很大程度上可能对我国至北美以及中南美的国际海运航线形成优化和替代影响ꎮ
第三条是经白令海峡ꎬ 直接穿越北冰洋中心区域到达格陵兰海或挪威的北极点航线ꎮ 虽然北极点航线可

分别对接我国至北美、 中南美以及西北欧的国际海运航线ꎬ 并且航程更短ꎬ 但是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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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着多年积冰ꎬ 航行风险较大ꎬ 我国商业性通航的北极航道主要是东北航线和西北航线ꎬ 因此开通经北

极航道至北欧、 波罗的海、 北美的国际海运新航线必然对我国现有的国际海运格局形成巨大的变革性

影响ꎮ
那么ꎬ 该如何理解我国经北极航道至北欧的国际海运新航线将更具优势? 传统上至北欧的国际海运

航线一般是从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向南经马六甲海峡ꎬ 通过苏伊士运河至达欧洲西部或北部各港口ꎮ 而经

北极东北航道至达北欧的国际海运新航线ꎬ 将通过白令海峡直接进入北极圈ꎬ 经由俄罗斯北冰洋临岸海

域ꎬ 直达欧洲北部各港口ꎮ 从海运航线里程上看ꎬ 我国至北欧的国际海运新航线比传统航线也具有更大

的便捷性、 经济性ꎮ 表 １ 是我国及东北亚地区代表性港口经传统国际海运航线与经北极航道新航线相同

离 /到岸港的里程对比ꎮ 根据表 １ꎬ 上海港经传统北欧国际海运航线至葡萄牙里斯本港的总航程约 ９４０１
海里ꎬ 而经新北极航线至里斯本的总航程约 ９０００ 海里ꎬ 缩短航程 ４０１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４ ２％ ꎮ 上海港

经传统北欧国际海运航线至德国汉堡港的总航程约 １０７１５ 海里ꎬ 而经北极航线至汉堡港约为 ７９５２ 海里ꎬ
总航程缩短 ２７６３ 海里ꎬ 节缩 ２５ ７９％ ꎮ

基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对我国东北地区甚至东北亚地区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格局产生的重大影

响ꎬ 本文还同时选择了邻国朝鲜罗津港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比照分析ꎮ 根据表 １ꎬ 朝鲜罗津

港经传统北欧国际海运航线至欧洲里斯本港的总航程约 １０１４３ 海里ꎬ 而经北极航线至里斯本港的总航程

为 ８２４６ 海里ꎬ 航程缩短 １８９７ 海里ꎬ 节缩 １８ ７％ ꎮ 罗津港经北极航线至德国汉堡港则比经传统北欧国际

海运航线的总航程缩短 ４２８１ 海里ꎬ 节缩 ３７ ２９％ ꎮ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经北极航线至欧洲里斯本

港比经传统苏伊士运河的北欧国际海运航线总航程缩短 ２１５７ 海里ꎬ 节缩 ２１％ ꎮ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至汉

堡港ꎬ 经北极航线比经传统北欧国际海运航线总里程缩短 ４５４２ 海里ꎬ 节缩 ３９ １２％ ꎮ

表 １　 我国及东北亚地区代表性港口传统航线与北极航线里程对比 (单位: 海里)

航线
传统北欧航道

(苏伊士运河)
新北欧航道

(北极航线)
航线

传统北美航道

(苏伊士运河)
新北美航道

(北极航线)

上海—里斯本 ９４０１ ９０００ 上海—纽约 １０５６７ ８６３２

上海—汉堡 １０７１５ ７９５２ 上海—圣约翰斯 １１２９０ ７７２２

图们—里斯本 (经罗津港) １０１４３ ８２４６ 图们—纽约 (经罗津港) ９９２７ ７９５８

图们—汉堡 (经罗津港) １１４７９ ７１９８ 图们—圣约翰斯 (经罗津港) １０６５０ ７０４７

符拉迪沃斯托克—里斯本 １０２７３ ８１１６ 符拉迪沃斯托克—纽约 ９８０６ ７７６０

符拉迪沃斯托克—汉堡 １１６０９ ７０６７ 符拉迪沃斯托克—圣约翰斯 １０５２９ ６８２９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海事服务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ｓｓ ｃｏｍ ｃｎ / ꎬ 并经作者整理计算而得

通过对比分析ꎬ 经北极航道至北欧的国际海运新航线开通之后ꎬ 我国至北欧国际海运航线的便捷性

将大幅提高ꎮ 一般而言ꎬ 我国各港口和欧洲国家各港口之间的海洋航运总里程同地理纬度具有相关性ꎬ
维度越高ꎬ 航运总里程的缩减幅度会越大ꎬ 这意味着ꎬ 经北极航线ꎬ 我国北部港口至欧洲各港口的海洋

运输总里程比我国南部港口至欧洲各港口的海洋运输总里程的缩减程度更显著ꎬ 其平均航线里程缩减

２５％ ꎬ 我国北方地区与北欧国家的国际贸易将比东部地区更具有国际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ꎮ 同时从对世

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看ꎬ 东北亚地区与西北欧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也将首次相对于南亚地区拥有国际

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ꎮ
同样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对我国至北美的国际海运航线形成优化效应ꎮ 我国传统上至北美的国际

海运航线一般从东部沿海港口起驶向东经太平洋ꎬ 通过巴拿马运河至达北美各主要港口ꎮ 而我国经北极

西北航道至北美的国际海运新航线将通过白令海峡直接进入北极圈ꎬ 经由美国北冰洋近岸海域ꎬ 向东穿

过加拿大北极群岛ꎬ 至达北美各大港口ꎮ 从海运航线里程看ꎬ 我国至北美的国际海运新航线比传统北美

航线具有更大的便捷性ꎮ 根据表 １ꎬ 上海港经传统北美国际海运航线至加拿大圣约翰斯港的航运总里程

约 １１２９０ 海里ꎬ 而经北极航线约 ７７２２ 海里ꎬ 缩短航程 ３５６８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３１ ６％ ꎮ 上海港经传统北

美国际海运航线至美国纽约港的航运总里程约 １０５６７ 海里ꎬ 而经北极航线约 ８６３２ 海里ꎬ 缩短航程 １９３５

３４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１８ ３１％ ꎮ 而朝鲜罗津港经传统巴拿马运河至北美加拿大圣约翰斯港的总航程约

１０６５０ 海里ꎬ 经北极西北航线至圣约翰斯港的总航程则为 ７０４７ 海里ꎬ 航程缩短 ３６０３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３３ ８３％ ꎮ 罗津港经北极航线至美国纽约港比传统航线的总里程也缩短 １９６９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１９ ８３％ ꎮ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至加拿大圣约翰斯港ꎬ 经北极西北航线比经巴拿马运河这一传统航

线的航程则缩短 ３７００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３５ １４％ ꎮ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至美国纽约港ꎬ 经北极西北航线

则比传统航线的航程也缩短 ２０４６ 海里ꎬ 总航程节缩 ２０ ８７％ ꎮ
综上分析ꎬ 经北极航线至北美的国际海运新航线开通之后ꎬ 我国至北美国际海运航线的便捷性将大

幅度提高ꎬ 但国内各港口至北美各大港口的国际海运航线会因北美国家不同港口所处的地理纬度有所不

同ꎬ 维度越高ꎬ 其航运里程的缩减幅度越大ꎮ 这意味着ꎬ 我国北部港口至北美各港口的国际海洋航运里

程比我国南部港口至北美各港口的缩减程度更为显著ꎬ 平均总里程缩减 ２７％ ꎬ 而且东北亚地区与北美

的国际贸易也首次相对于南亚地区拥有了国际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ꎮ 这一研究表明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对我国与北美的国际贸易布局将产生内在的变革动力ꎬ 且这种变革动力中积蓄着我国国际贸易和产业重

心北向转移的巨大空间势能ꎮ

三、 国际海运航线新格局与我国国际分工产业的北向转移

如上所述ꎬ 国际海运航线格局决定并刻画着全球国际贸易和产业布局的基本特征ꎮ 由于北极航道对

亚欧、 亚美国际海运航线的优化ꎬ 东北亚地区与北欧、 北美的国际贸易首次显现比东南亚地区更大的国

际海运成本比较优势ꎮ 这种成本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对我国现有国际贸易和产业布局形成根本性的变革效

应ꎬ 不仅导致我国国际贸易与产业布局日渐积蓄北向空间转移的势能ꎬ 也将决定我国国际贸易和产业布

局再调整的内容和过程ꎮ
１. 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与冰上丝绸之路经济腹地的形成

尽管如上文所述ꎬ 世界经济中心转移与国际航运中心转移的空间轨迹具有高度一致性ꎬ 但是考察国

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不难发现ꎬ 具备同样海运航线优势的港口并不一定必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ꎮ
在世界航运发展史上ꎬ 安特卫普、 阿姆斯特丹、 利物浦等港口都曾与伦敦港地位相近ꎬ 但是ꎬ 同时期国

际贸易中心在向北欧转移的进程中却只有伦敦发展成为国际航运中心ꎮ 东京、 釜山、 高雄等港口在东亚

至北美海运航线中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相近ꎬ 但是ꎬ 同期东京港的航运地位却远远高于釜山与高雄ꎮ 事实

上ꎬ 良好的国际海运航线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是国际海洋航运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ꎬ 并不是充分条

件ꎮ 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ꎬ 纽约、 伦敦、 东京、 新加坡、 鹿特丹等国际航运中心均承担

了洲际间的物流集散功能ꎬ 同时也承担了地区金融、 技术、 人员、 信息等要素的流通、 集聚和生产分配

功能ꎬ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地区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ꎬ 这一特征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进一步深

化的同时ꎬ 也促进国际航运中心愈来愈成为世界性的产业集聚中心ꎮ 而且ꎬ 产业集聚对资源的集中和高

效使用ꎬ 不仅带来规模经济ꎬ 其集群内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也形成了强大的溢出效应ꎬ 成为国际

航运中心发展的强大内在推力ꎬ 这种产业集聚特征又使得现代国际航运中心拥有了强大的腹地经济ꎬ 并

在国际航运中心之间形成层次结构ꎮ 具有强大腹地经济支撑的国际航运中心逐渐成为世界或地区经济中

心ꎬ 如东京、 纽约、 伦敦ꎬ 缺乏腹地经济支撑的国际航运中心ꎬ 则仅仅聚焦于物流与服务业发展ꎬ 如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ꎮ 显而易见ꎬ 优越的海运航线和强大的腹地经济二者结合是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世界经济

中心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ꎮ
随着东北亚地区与北欧、 北美的国际贸易首次显现比东南亚地区更大的海运成本比较优势ꎬ 冰上丝

绸之路沿线港口具备了国际海运航线的区位优势ꎬ 而优越的海运航线和强大的腹地经济在国际航运中心

的形成过程中二者不可缺一ꎬ 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背景下ꎬ 能否拥有强大的腹地经济并能有

效地集聚全球的金融、 技术、 人员、 信息要素ꎬ 进而形成强大的溢出和辐射效应ꎬ 是支撑国际海运航线

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ꎮ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节点ꎬ 连接俄罗斯、 蒙古、 韩

国、 日本、 朝鲜等东北亚国家ꎬ 区位优势极其明显ꎮ 东北地区的现代农业、 先进装备制造、 高新技术、
矿产品深加工和能源采掘加工等产业ꎬ 不仅在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ꎬ 而且已形成完备的产业基

础ꎮ 如此良好的产业基础、 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人力资源ꎬ 使东北地区成为全面对接和支撑冰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经济腹地ꎮ 东北亚还是全球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ꎬ 积极开展战略对接ꎬ 建设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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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区域经济ꎬ 是东北亚各国的发展共识ꎮ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为东北亚各国的合作注入新动能的同时ꎬ
也为东北亚各国深化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而优越的海运航线和强大的腹地经济则为各国开展次区域

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发展新机遇ꎮ
２. 中欧贸易、 中美贸易与我国产业的北向空间转移

欧盟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近年来ꎬ 中欧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ꎬ 贸易规模持续扩大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额年均超过 ６０００ 亿美元ꎮ 其间虽略有起伏ꎬ 但中欧贸易始终占我国

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４％以上ꎮ 从我国与欧盟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看ꎬ 我国在欧洲的多边贸易国家分布在

欧洲的全部地区ꎬ 如西欧的荷兰ꎬ 中欧的德国ꎬ 东欧的俄罗斯ꎬ 北欧的瑞典ꎬ 南欧的意大利都是我国重

要的贸易伙伴ꎮ 分析 ２０１９ 年我国与欧洲的多边贸易总额构成ꎬ 双边国际贸易总额排名前六位的国家分

别是德国、 荷兰、 英国、 俄罗斯、 法国和意大利ꎬ 贸易总额占中欧国际贸易总额的 ８３ ３９％ ꎮ②德国是我

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９ 年中德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１８４８ ５ 亿美元ꎬ 是我国在欧洲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家ꎬ 我国出口德国排名第一的为机电产品ꎬ 总额 ５７２ １ 亿美元ꎬ 占出口总额的 ７０ ２％ ꎮ
除此之外ꎬ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光学钟表及医疗设备也是我国出口德国的主要大类商品ꎮ③荷兰

是我国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与荷兰的双边国际贸易总额持续增长ꎬ 年均增

速为 ５ ２５％以上ꎬ ２０１９ 年出口荷兰最多的是机电产品ꎬ 达 ６９９ ２ 亿美元ꎬ 占我国出口荷兰总额的

９４ ６％ ꎬ 其次是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纺织品及原料、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ꎮ④２０１９ 年中英两国双

边贸易总额 ８６２ 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加 ７ ３％ ꎮ 出口英国排名前三的大类商品是机电产品、 家具玩具和纺

织品及原料ꎬ ２０１９ 年出口额分别占我国出口英国商品总额 (６２３ ７ 亿美元) 的 ４６ ５４％ 、 １３ ８５％ 和

１０ ２９％ ꎮ 贱金属及制品、 塑料橡胶和化工产品也是我国出口英国的重要商品ꎮ⑤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

强ꎬ 双边贸易市场巨大ꎬ ２０１９ 年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１１０７ ６ 亿美元ꎬ 同比增加 ３ ４％ ꎮ
２０１９ 年我国在俄罗斯的机电产品、 贱金属及制品、 纺织品及原料、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塑料橡胶、 鞋

靴、 伞等轻工产品以及光学钟表医疗设备七大类商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占据首位ꎮ⑥我国与法国双边贸

易呈逐年上涨趋势ꎬ ２０１９ 年与法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６５５ ３ 亿美元ꎮ 出口法国的机电产品、 纺织品

和家具玩具杂项制品为 ２１８ ３ 亿美元ꎬ 占出口法国总额的 ６６ ３％ ꎮ⑦我国与意大利双边国际贸易相对稳

定ꎬ ２０１９ 年中意双边贸易总额为 ５４８ 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上涨 １ ２％ ꎬ 出口意大利的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比最

大ꎬ ２０１９ 年出口机电产品总额达 １３７ ９ 亿美元ꎬ 占我国出口意大利商品总额 (３３４ ８ 亿美元) 的

４１ ２％ ꎻ 此外ꎬ 意大利对我国纺织品及原料的进口需求也相对较大ꎬ ２０１９ 年出口意大利的纺织品及原

料高达 ５０ ４ 亿美元ꎮ⑧

综合欧洲主要国家与我国的多边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看出ꎬ 中欧最具发展潜力的国际贸易商品主要包

括: 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 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贱金属及制品、 化工产品、 光学钟表及医疗设

备、 运输设备、 塑料及橡胶、 鞋靴、 伞等轻工业产品、 食品饮料及烟草ꎮ 这意味着ꎬ 随着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不断深入ꎬ 如果上述商品贸易的相关产业调整布局在我国东北地区将获得更大的国际海运成本比

较优势ꎮ
同样的ꎬ 北美国际海运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可大幅降低我国与美国贸易的运输成本ꎬ 而且随着东北地

区冰上丝绸之路经济腹地的形成ꎬ 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和产业分工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ꎬ 进而引致国际贸

易格局与产业布局的再调整ꎮ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贸易运输成本下降ꎬ 中美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将形

成新的成本比较优势ꎬ 其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种类和内容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变化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冰

上丝绸之路对东亚至北美国际海运航线的优化效应ꎬ 使我国东北地区与美国的国际贸易首次相较于东部

地区显示了国际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ꎮ 这种比较成本的变化必然增加中美贸易相关产业集群的北向空间

转移势能ꎮ 厘清中美贸易的相关产业集群ꎬ 科学评价相关产业集群的转移规律ꎬ 不仅是准确把握我国经

济地理格局变迁趋势的客观需要ꎬ 同样也是我国产业布局优化的内在要求ꎮ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ꎬ 两国间的国际贸易不仅为各自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及市场支撑ꎬ 也有力地带动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ꎮ 多年以来ꎬ 虽然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

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和摩擦ꎬ 但是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程度和整体水平仍然呈上升趋势ꎬ 彼此成

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ꎬ 且两国贸易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水平不断提高ꎬ 形成了高度互补、 利益交融的互

利共赢关系ꎮ 进一步分析中美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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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纺织品及原料、 塑料及橡胶、 运输设备、 化工产品六大类ꎬ 其中以机械器

具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出口最多ꎬ 总额为 １９２６ １ 亿美元ꎬ 占对美出口总额的 ４６％ ꎬ 剩余 ５ 种商品的出口

占比分别为 １２ １％ 、 １０ ２％ 、 ４ ６％ 、 ４ ２％ 、 ３ ３％ ꎮ⑨在美国ꎬ 我国的商品有着较大竞争优势ꎮ ２０１９ 年

美国的轻工产品、 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 贱金属及制品、 塑料橡胶等商品第一进口来源国均为中

国ꎮ 但是本文根据我国产业集聚空间特征的分析结果却显示ꎬ 上述商品贸易对应的产业布局多集中在东

部地区ꎮ
由于冰上丝绸之路对亚美国际贸易海运航线的优化效应ꎬ 我国东北地区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大的国际

海运成本比较优势ꎬ 这种成本差异客观上构成了相关产业集群向东北地区转移的空间势能ꎮ 需要说明的

是ꎬ 由于出口贸易商品统计与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不完全一致ꎬ 本文涉及的各行业出口额是通

过将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协调编码制 (ＨＳ) 统计体系下的出口数据按照工业行业分类标准重新匹配

加总得到的ꎬ 具体过程参照了盛斌等 (２００２) 整理的中国海关统计协调编码货号与中国工业行业的对

应关系ꎮ⑩基于此ꎬ 我国对欧洲、 美国的出口贸易商品相应地划至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中ꎬ 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下产业北向空间转移的描述性分析

ＨＳ 编码 商品分类 出口总额 (亿美元) 产业名称

８４ － ８５ 机电产品 ４４４５ ４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ꎻ 专用设备制造业ꎻ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ꎻ 通信

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ꎻ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９４ － ９６ 家具、 玩具及杂项制品 ９０８ ６２ 家具制造业ꎻ 文教、 美工等制造业

５０ － ６３ 纺织品及原料 ６８９ １３ 纺织业ꎻ 纺织服装、 服饰业

７２ － ８３ 贱金属及制品 ４８７ １４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８ － ３８ 化工产品 ３３８ ５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９ － ４０ 塑料及橡胶 ３５２ ７１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８６ － ８９ 运输设备 ２８６ １５ 汽车制造业ꎻ 铁路、 船舶、 航天及其他运输业

６４ － ６７ 鞋靴、 伞等轻工业产品 ２７１ ２７ 皮革、 毛皮、 羽毛制品及制鞋业

９０ － ９２ 光学、 钟表、 医疗设备 ２４０ ９８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业

　 　 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并经作者整理计算而得

四、 产业北向转移与我国产业空间的布局优化

根据前文分析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创造了我国国际贸易格局调整和重构的必要条件ꎬ 相关产业因而

存在着北向转移的巨大空间势能ꎮ 根据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ꎬ 东北地区是北方经济重心ꎬ 也是东北亚经

济区的核心腹地ꎬ 具有极其明显的区位优势以及发展活力ꎮ 而良好的产业基础、 优越的资源禀赋和丰富

的人力资源ꎬ 使得东北地区具有承接冰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的良好基础和较高能力ꎮ 然而需要指出的

是ꎬ 虽然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效应为东北地区产业振兴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

遇ꎬ 但是从全球三次产业转移的成功经验看ꎬ 产业转移势能能否真正转化为现实的转移动能并对产业空

间布局形成优化作用主要取决于产业转入地区的工业基础、 要素禀赋以及产业承接能力和产业发展规划

等条件ꎮ 因此ꎬ 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优化我国产业空间布局并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

的优化调整ꎬ 需要进一步对东北地区承接转移产业的重点领域做好科学的测算、 评价和分析ꎮ
１. 东北地区产业承接力测度及评价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ꎬ 但是关于产业转移所涉及的承接能力和基础

条件的测度ꎬ 尤其是科学评价产业承接力的指标体系至今仍未达成共识ꎮ 在系统分析和整理现有产业承

接力评价理论并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ꎬ 本文综合参考波特的产业成长理论 (１９８５)、 罗斯托的主导

产业选择理论等ꎬ 构建了我国东北地区产业承接力评价指标ꎮ 其中ꎬ 一级指标: 产业增长潜力、 产业

专业化指标、 产业规模ꎻ 二级指标: 产业增长速度 (权重系数 ０ ２５７４)、 需求收入弹性 (权重系数

０ ２６３５)、 区位熵 (权重系数 ０ １０３３)、 研发投入率 (权重系数 ０ １１０１)、 从业人口比重 (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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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７８６)、 增加值比重 (权重系数 ０ １８９８)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是通过 “标准差率” 变异系数法确定

的上述各二级指标权重ꎬ 由于各项指标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不同ꎬ 权重也不尽相同ꎮ 进而本文通过对计

算得出的指标权重做归一化处理后ꎬ 测度了东北地区重点产业承接力综合评价指数ꎬ 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东北地区产业承接力测度结果

一级指标 产业增长潜力 产业专业化指标 产业规模

二级指标 产业增长速度 需求收入弹性 区位熵 研发投入率 从业人口比重 增加值比重

综合承接

力指数

煤炭采选业 － ０ ０６０７ － ０ ９４８４ １ ３３９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１６０９ － ０ １５５１ － ０ １４３６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０ １７９１ － ２ ７９８６ １１ ７３６７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９６５ － １ ５５２１ ０ １４５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０ ０１８６ － ０ ２９０７ ０ ６８７０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００７２ － ０ ０１０９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业 ０ ０６３０ ０ ９８４５ ０ ８２４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２４１ ０ ３６５６

食品制造业 ０ ０１６１ ０ ７１７４ ２ １７６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２８５ ０ ２０１４ ０ ４５９１

烟草制品业 － ０ １０００ － １ ５６２４ １ ０９９８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４８ － ０ ０９３４ － ０ ３４０５

纺织业 ０ ０８１９ １ ２７９１ ０ ２６４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６９０ ０ ４００３

纺织服装、 服饰业 － ０ ０８４８ － １ ３２４８ ０ １２４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２３１ － ０ ３６２０

皮革、 毛皮、 羽毛制品及制鞋业 ０ ２１７８ ３ ４０２４ ０ ６２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１４１５ １ ０４３２

木材加工业 ０ ０２２０ ０ ３４３０ ３ １３３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８４８ ０ ４３７７

家具制造业 － ０ ０１８２ － ０ ２８４０ ０ ９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１１０ －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２５

造纸及纸质品业 － ０ １４４４ － ２ ２５５９ ０ ４２６９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５７ － ０ ０８７５ － ０ ６０２９

印刷及记录媒介复制业 ０ ０８９７ １ ４００９ ０ ４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２２０ ０ ４３８３

文教、 美工等制造业 ０ ０８２６ １ ２９１３ ０ ４８１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４６９ ０ ４２０５

石油、 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 － ０ ０２７９ － ０ ４３５６ ２ ８８８５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６７ － ０ ２２５４ ０ １３６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 ０３０８ ０ ４８１３ ０ ６３８１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２９２ ０ １３１０ ０ ２２８０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０ ０４８３ ０ ７５５０ ０ ６４２３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７６２ ０ ２９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０２７１ ０ ４２３２ ０ ８５７８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３５９ ０ １１１１ ０ ２３１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０ ２４６２ － ３ ８４６６ ０ １７３９ ０ ０４２３ ０ ０１４５ － ０ ２６４９ － １ １０２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１０８６ １ ６９６６ ０ ０８４７ ０ ０５１０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３１１ ０ ４９５４

金属制品 － ０ ０８９９ － １ ４０５１ ０ ４０４６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９５ － ０ １１９６ － ０ ３７２１

通用设备制造业 － ０ １４３９ － ２ ２４８４ ０ ６３２８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３４４ － ０ ３８８０ － ０ ６２９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 － ０ １２８８ － ２ ０１２３ ０ ６５７４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３０６ － ０ ２７４１ － ０ ５４２５

汽车制造业 ０ ２１１０ ３ ２９６３ ０ ３０４９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１１９ ０ ３１７４ １ ０１６１

铁路、 船舶、 航天及其他运输业 － ０ ６４７０ － １０ １０９５ ０ ３５４６ 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１３５ － ０ ９７２５ － ２ ９５３５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０ ００６９ － ０ １０７４ ０ ３０１３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１９８ －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３０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０ ０１１０ ０ １７１７ ０ ０２４２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５３７

仪器仪表制造业 － ０ ０７７６ － １ ２１１８ ０ ２８４９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０４４ － ０ ０１６３ － ０ ３０７６

　 　 数据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吉林省统计年鉴» «辽宁省统计年鉴» 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网站公布的数据并

经整理计算而得ꎻ 产业分类采用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 － ２００２)» 标准

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承接力测度结果显示ꎬ 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且产业发展空间较大ꎮ 其

中ꎬ 东北地区具有较高转移承接能力的产业包括: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业、 食

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印刷及记录媒介复制业、 石油、 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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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

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ꎮ 如果考虑单项产业承接能力

指标ꎬ 则东北地区的煤炭采选业、 纺织服装及服饰业、 铁路、 船舶、 航天及其他运输业、 仪器仪表制造

业、 金属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也具有较好的产业成长空间ꎬ 拥有较好的产业承接潜

力和发展空间ꎮ
２. 东北地区承接重点产业转移的梯度划分及其思路

进一步地ꎬ 通过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下我国产业北向转移与东北地区产业承接潜力的对比分析可发

现ꎬ 我国具有北向空间转移势能的产业集群与东北地区具备承接能力和基础条件的产业集群并不完全一

致ꎬ 需要根据产业增长潜力、 产业专业化程度、 产业发展规模等指标再进行具体的分析ꎮ 本文大致将其

分为优先承接产业与培育承接产业两种类型 (见表 ４)ꎮ 其中优先承接产业是指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

有较强转移势能ꎬ 同时东北地区具备良好产业发展基础ꎬ 且在产业竞争力、 产业规模等方面具备较强承

接能力和水平的产业ꎮ 对于优先承接产业ꎬ 一方面东北地区应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ꎬ 通过产业转移、
分工合作等形式积极主动与东部地区进行产业对接ꎬ 通过顶层设计、 政策引导ꎬ 加速产业转移的承接进

程ꎻ 同时充分利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引致的我国与欧洲、 美国国际贸易格局变化ꎬ 积极开拓和形成稳定

的国际市场ꎬ 实现优先承接产业的开放型发展ꎮ 而培育承接产业则是指东北地区具备一定产业发展基

础ꎬ 在竞争力与发展规模等方面虽然尚不具备较强承接能力和水平ꎬ 但是对东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

积极引领和辐射作用的产业ꎮ
一般而言ꎬ 产业转移伴随着先进技术、 先进管理方法、 经营理念以及高层次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的

转移ꎬ 这对于产业承接地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ꎬ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引领、 带动作用ꎮ
为此ꎬ 东北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ꎬ 加大投入力度ꎬ 支持和培育承接产业ꎬ 通过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ꎬ 有序地引导相关产业转移ꎬ 将承接重点放在有利于扩大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和有较强关联性带动性

的产业上ꎬ 充分发挥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效应ꎬ 建设东北地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ꎬ 积极配

合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并形成强大经济腹地ꎮ

表 ４　 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梯度划分

承接能力强且转移势能显著 承接能力不足但转移势能显著

承接产业

汽车制造业ꎻ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ꎻ 皮革、 毛皮、 羽毛制品

及制鞋业ꎻ 文教、 美工等制造业ꎻ 纺织业ꎻ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ꎻ 通

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ꎻ 家具制造业ꎻ 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ꎻ 通用设备制造业ꎻ 仪器仪

表制造业ꎻ 纺织服装及服饰业ꎻ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ꎻ 铁路、 船舶、 航天及其他

运输业

承接策略 优先承接发展 长期培育发展

五、 结语及政策思路

回溯分析海洋航运、 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我国国际海运航线

的北向拓展也必然对我国的国际贸易格局形成重大影响ꎮ 本文认为ꎬ 冰上丝绸之路海运航线将促进我国

与欧洲、 北美的国际贸易相关产业积蓄巨大的北向空间转移势能ꎬ 由此触发我国产业分工与布局的新一

轮调整ꎮ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深刻重塑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ꎮ 东北地区位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战略

节点ꎬ 其良好的产业基础、 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连接东北亚国家的区位优势ꎬ 无疑成为全面对接和支撑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经济腹地ꎮ 现阶段ꎬ 加快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优化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重

要任务是积极有序地推进东北地区承接冰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ꎬ 从更开放的国际视角ꎬ 实现东北地区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ꎬ 促进以国内循环为主ꎬ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

格局的尽快形成ꎮ
１. 正确把握 “冰上丝绸之路” 产业转移特征ꎬ 科学制定产业承接指导目录

产业转移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及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ꎬ 也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ꎮ 事实上ꎬ 产业转移对我国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ꎬ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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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有着重要作用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８ 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ꎬ 受生产要素成本

上升影响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ꎬ 我国东部地区已有不少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ꎮ 这种产业转移对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ꎬ 实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分工合理、 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ꎮ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下东北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与过往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承接ꎬ 无论是在产业转移性质、 政府作用和产业类型等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ꎮ 在产业转移的性质

上ꎬ 过往的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比较优势退化的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

区的转移ꎬ 并通过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存量ꎬ 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ꎬ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ꎮ 但冰上丝绸之

路建设所触发的转移产业并不是比较优势丧失的边际产业ꎬ 而是由于世界海运格局变化所导致的国际贸

易比较成本优势下的重构产业ꎮ 在产业转移的属性上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所触发的产业转移的根本属性

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和再优化ꎬ 这决定了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下的产业转出地区既包含东部地区也包

含中部地区ꎬ 甚至西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存在转移的空间势能ꎮ 在产业转移的内容上ꎬ 传统的东部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多以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ꎬ 其目的是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ꎬ 而冰

上丝绸之路建设下的产业转移不仅可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ꎬ 同时也可获得国际运输成本的节约ꎬ 因此ꎬ
不仅包含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同时也有技术密集型产业ꎬ 甚至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ꎬ 即产业

转移更具多元化特征ꎬ 这是显著区别于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最大特征ꎮ 对此要求东北地区在对接冰上

丝绸之路建设下的产业转移时ꎬ 必须坚持有所引、 有所不引ꎬ 紧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国际产业分工

优化ꎬ 确定其产业承接目录ꎬ 精准地引导产业有序转移ꎬ 推动东北地区形成重点突出、 特色鲜明的高质

量现代产业体系ꎬ 从更开放的国际视角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 并且更深程度地融入国际产业分工

体系ꎮ
２. 加快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ꎬ 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触发的产业分工布局调整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的重要战略机遇ꎮ 产业布局的本质是生产力对比较优势的寻求并在空间上的累积锁定ꎮ 根本上ꎬ 产业布

局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ꎬ 产业布局优化的动力是市场对资源利用效率的重新配置ꎮ 在冰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初期阶段ꎬ 尤其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ꎬ 发挥政府在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中的前瞻性、 科学性引导作用ꎬ 更好地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ꎬ 更加有序地推进产业转移ꎮ 这需要

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ꎮ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ꎬ 过往我国东部地区向中部、 西部地区的产业转

移ꎬ 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作为产业承接地的中西部地方政府都有较强的参与积极性ꎮ 东部的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产业升级考虑以及受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ꎬ 有意愿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ꎬ 通过

“腾笼换鸟” 形式ꎬ 主动推动边际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出ꎻ 作为产业承接地的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则为

了快速嵌入东部地区产业链ꎬ 实现自身产业升级ꎬ 有意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ꎬ 甚至通过招商引资加快产

业转入的进程ꎮ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所触发的转移产业并不是边际产业ꎬ 多数是具

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ꎬ 因此东部的地方政府推进产业转出的意愿可能明显不足ꎬ
甚至很大程度上会形成产业转移的刚性和粘性ꎮ 对此可采取积极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国家示范区

的方式ꎬ 通过建设国家级高层次产业承接平台ꎬ 在顶层设计上形成国家引导、 地方政府参与的制度安

排ꎬ 充分利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作用ꎬ 推进我国各区域形成分工合理、 特色鲜

明、 优势互补的高质量现代产业分工体系ꎮ
３. 同步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产业布局ꎬ 实现多层次产业联动发展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将重塑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区位条件、 市场规模、 区域功能ꎮ 但是ꎬ 让

东北地区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ꎬ 并不意味着要割裂转移产业与东中部地区的联系ꎮ 东中部地区将始

终是东北地区承接产业重要的支撑ꎮ 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在科技、 金融、 信息平台等重点领

域的合作ꎬ 以及科技要素、 人力资源、 信用体系、 市场准入、 质量互认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对接ꎬ 这是

加快冰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优化我国产业布局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ꎮ 尤其是在数字革命驱动下ꎬ ５Ｇ 融

合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垂直应用正日益明显ꎬ ５Ｇ 融合

的泛在空间特性将使得现实生产执行与产业运行所需要的各项服务支持、 创新研发云端平台实现 “空
间分离”ꎮ 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新一轮科技革命触发的全球经济结构变革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叠加过程

中ꎬ 强化东中部产业转出地区与东北产业承接地区的合作与交流ꎬ 对于进一步培育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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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用ꎮ 东北地区应统筹产业布局ꎬ 实现区域内产业联动发展ꎬ 而承接冰上丝绸之路产业转移ꎬ
是东北地区内部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机遇ꎬ 东北地区应充分评估区域内各省市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基本特

征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ꎬ 综合考虑各地区产业基础、 交通网络、 比较优势等因素ꎬ 不做同质化竞争ꎬ
通过统筹规划产业转移承接目录ꎬ 引导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集聚发展ꎬ 形成优势互

补、 错位发展的区域产业格局ꎬ 促进产业联动发展ꎮ
４. 加强中俄朝次区域合作ꎬ 加速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经济腹地

世界航运发展史表明ꎬ 优越的海运航线和强大的腹地经济是国际航运中心形成并发展为世界经济中

心不可或缺的双重条件ꎮ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大背景下ꎬ 能否拥有强大的腹地经济并能

有效地集聚全球的金融、 技术、 人员、 信息等要素ꎬ 进而形成强大的溢出和辐射效应ꎬ 是支撑国际海运

航线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ꎮ 作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节点ꎬ 良好的产业基础、 优越的自然资源

和丰富的人力资源ꎬ 无疑使得我国东北地区有条件、 有能力成为支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经济腹

地ꎮ 而另一方面ꎬ 朝鲜罗津港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同样也是亚洲至北欧、 北美国际新航线的重要

战略节点ꎬ 但是上述港口的自身产业基础薄弱ꎬ 全面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产业集聚能力明显不足ꎮ
从这个角度ꎬ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也为中俄朝深化次区域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ꎮ 我国东北地区凭

其良好的产业基础、 巨大的市场规模ꎬ 可为朝鲜的罗津港和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提供强大腹地经

济ꎬ 而这两个港口则可为东北地区提供连接亚欧、 亚美的国际新航线ꎮ 积极推进建设联通中俄朝、 辐射

欧美亚的国家物流枢纽ꎬ 通过建设跨境产业集聚区或边境城市合作示范区ꎬ 建成面向国际陆海通道的陆

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ꎬ 进而形成冰上丝绸之路中俄朝次区域战略合作平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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