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复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将给长春市吉林省乃至东北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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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 消息传

来 ， 国务院

批复同意中

韩 （长春 ）国

际合作示范

区（下称 ：示

范区 ） 总体

方案 ， 批复

指出 ， 示范

区将着力构

建 产 业 、 科
技 、贸易 、人

文 、 环保等

多领域开放

合 作 格 局 ，

着力创新中

外合作体制

机制 ， 着力

建设现代产

业 体 系 ， 打

造营商环境

法治化国际

化 便 利 化 、

管理服务更

协调更高效

的国际合作

示 范 区 ， 为

共建 “一带

一路 ”、推动

东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

兴注入新动

能。

示 范 区

在哪 ？ 它的

成立对长春

市 、 吉林省

乃至东北的

经济发展与

振兴将起到
怎样的促进

作用 ？ 记者

对此进行了

深入采访。

来自长春市贸促会消息， 为促
进中韩两国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和技
术交流，推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快速发
展， 长春市贸会近日组织由韩国投
资振兴公社长春贸易馆、 长春韩国
（人）商会、韩国（长春）企业家协会、
吉林省中玖集团等二十多家中、韩
企业， 到示范区进行调研、 招商工
作。

现场播放了示范区招商宣传片，
并对示范区成立背景、 现阶段发展
进程及未来规划进行介绍： 示范区

依托现有资源，计划吸纳、整合韩国
先进技术，计划在示范区内筹备医药
产业园、健康食品产业园、光电子产
业园及文创科教产业园等项目，届
时，欢迎韩国企业家们建厂投资。

针对示范区现阶段发展及未来
规划情况，中、韩企业家们对示范区
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韩方企业家
们表示， 示范区的建设方向与韩国
优势产业高度契合， 双方可在生物
制药领域、人参保健食品行业、医药
美容行业、 中韩合办培训机构等方
向，集中投入，快速发展。

民革长春市委员会在今年长春
市“两会”曾提交并在大会发言《关
于加快长春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建
设的建议》。 其中建议，推动长春建
立韩国货物入境口岸， 简化通关手
续，提高通关效率，建设中韩跨境电
商产业园，打造中韩商品集散地。 围
绕新能源汽车、人参和健康食品、生
物医药等方面建立产业集群， 与韩
国政府、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龙头

企业对接，开展精准招商。
同时，建议搭建中韩技术研发、

文化体育、出境旅游、国际教育、人
才交流、媒体合作等多领域、多元化
的交流服务平台。 引进韩国优质教
育资源、高层次韩国专家，争取中韩
科技合作项目落地； 开发精品旅游
线路，开展中韩文化节、体育赛事等
文体交流活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深度解读>>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在哪？
含长德、空港经济开发区512平方公里

3月19日，长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路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
上介绍了长春高质量发展“四大板块”
的有关情况。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被列为“四大板块”之一，其总面积
512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210平方
公里。 拓展区包括长德经济开发区、空
港经济开发区。 主导产业为高端装备和

智能制造、医药产业、健康食品产业。 到
2025年，初步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开
放合作平台。

围绕拟争取的国家政策优势，定
位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区、
中韩全方位宽领域合作的先行区、吉
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新引
擎。

对长春市、吉林省乃至东北有何影响？
影响一：东北亚经贸合作重心北移带来巨大机遇

“围绕这一重大举措，我们与韩方
已经进行了不同层面的互访和沟通，达
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有非常好的合作
前景。”3月 19日发布会上，长春市发改
委主任王吉介绍说，示范区未来重点发
展的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 医药产业、
健康食品 3 个主导产业，是基于两国的
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制定的。

成立示范区的意义， 不仅仅限于为
长春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吉林省乃至
东北地区振兴发展的新引擎”是示范区
的重要定位之一。 省政协委员冯堤认
为，这种巨大的带动效应和振兴机遇已
经在一线城市有所展现。 他说，近年来，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开发区
在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积极探索
与周边区域的融合发展，通过推动区域

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更新和重组，整
体转型为功能明确、要素聚集、产城融
合、联动发展的“城中城”，获得很大的
成功。

建设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是长春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性决
策。 将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打造成为长
春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平台，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实现
长春能效提升的历史性机遇，将会促使
东北亚经贸合作的重心北移，给长春乃
至吉林省带来前所未有的振兴机遇。

他说， 借助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
双方可以筹备举办中韩经济合作论坛，
通过论坛可以更有效促进产业合作，从
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其它产业振兴。

影响二：人参、粮食深加工产业将大有作为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的产业方向

主要聚焦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 医药产
业、健康食品产业三个方面，之所以选择
上述三大主导产业， 与长春传统产业的
基础优势、升级方向都息息相关。 ”冯堤
说，这些产业是双方优势的结合，汽车、
石化和食品都是长春原有的支柱产业，
如今汽车产业要向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
升级， 石化可能逐渐被精细化工和医药
产业替代， 而传统食品也要朝着绿色健

康食品的方向升级。
同时，于长春乃至吉林省而言，产业

升级已是迫在眉睫。 以食品行业为例，吉
林省是农业大省、玉米“黄金带”，粮食深
加工产业方兴未艾， 双方合作食品产业，
原材料丰富，大有可为。其次，吉林省也是
世界人参的主产区，资源优势显著。 吉林
省政府在2019年曾专门出台了推进人参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把人参产业
打造成吉林振兴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

影响三：汽车智能制造未来想象力无限大
汽车作为长春市和吉林省的支柱

产业， 也是经济提速换挡的关键点。
2019 年 8 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曾强调，吉
林省的突破标志之一， 就是以汽车智
能制造为引领， 推动汽车产业数字化
转型。“我们举全省之力推动汽车产
业，特别是推动一汽的创新，一汽的脱
胎换骨， 甚至一定意义上是浴火重
生。 ”

“吉林是东北三省中唯一没有自贸
试验区的省份。 ”冯堤认为，在新示范区
内，国家或将给予一些与自贸试验区相
近的制度权限，尤其在产业准入和关税
方面，从而推动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 而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作为
一个国际产业合作平台，将是长春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双方发挥各
自优势，招商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未来
想象力无限大。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为啥选长春？
长春与韩国一直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经贸联系还是文化
交流，政府主导抑或民间自发，长春与
韩国都一直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2019年 5月，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
鲁在长春会见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
会委员长权九勋。 巴音朝鲁表示，吉林
正在积极谋划推动中韩国际合作示范
区建设， 希望双方进一步提高合作水
平， 加大在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业、
医疗美容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方
面务实合作。

除了高端会晤， 长春和韩国多座城
市也曾数次派出经贸代表团相互考察、
寻求合作，交流非常频繁。

长春市和韩国蔚山市于1994年缔
结为姊妹城市，2020年是长春—蔚山缔
结友好城市26周年。 一个值得留意的城
市交往见证是， 长春市在2004年7月邀
请韩国蔚山市市长朴孟雨一行访问时，
将长6.7公里、往返四车道、连接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的新公路命名为“蔚山路”。
2006年韩国蔚山市将新建成的中区新
主干道———玉桥洞繁荣路至牛亭洞明
伦路，长1.8公里的往返四车道公路命名
为“长春路”。 目前，两座城市在经贸、文
化、行政等方面的交流非常活跃。 双方
的文化院和文艺团体每年都开展互访
并举办活动。

长春四年前就举行过示范区战略对话会
示范区的设立也并非一蹴而就，

期间有着长达数年的“孕育”和推进
过程。

早在2016年7月，中韩双方就曾
在长春为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举行
过战略对话会。 彼时，长春市人民政
府、 长春市净月高新区分别与韩方
签署了《共建“中韩国际合作示范
区”战略框架协议》和《推动“中韩青
年创业基地”战略框架协议》。

2019年9月23日至27日，长春市
经贸代表团曾到韩国考察访问，推
动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 代表
团利用4个工作日访问了韩国北方
经济合作委员会、企划财政部、产业
通商资源部、蔚山市政府、大韩商工
会议所、 大韩贸易振兴公社、 三星

SDI、韩亚金融集团、韩亚银行、现代
汽车、现代重工业、CJ集团，就中韩
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和具体项目合
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达成了一系列
重要共识和成果。

到了2020年3月，示范区虽仍在
筹建之中，轮廓已较清晰。 3月19日，
长春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吉林省政府
新闻办发布会上首次透露， 示范区
将定位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
领区、 中韩全方位宽领域合作的先
行区、 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
展的新引擎。 27日， 中国政府网消
息，国务院原则同意《中韩 (长春)国
际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至此振奋人心的消息最终
落地，圆满诞生。

新示范区比其它合作示范区有何特殊？
三大亮点蕴含着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冯堤看来， 新示范区的成立将
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动力源。 但相比
其它示范区，又有三方面的独特之处？

规格高
国际合作示范区曾有先例，2012

年4月，国务院曾正式同意在吉林省珲
春市设立“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
际合作示范区”，将图们江区域发展正
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并加以扶持。 自
此， 珲春市在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合作
的过程中扮演起桥头堡的重要角色。
相比之下， 新示范区属于两国政府之
间的高规格区域合作。

面积大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

区”是关于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的一个重要表述。 示范区总面
积预计512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就
有210平方公里。 相比之下，中国图
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范
围仅约90平方公里， 不到新示范区
的五分之一。

前景好
目前， 放眼东北亚各国都没有

专门拿出这么大面积的地方来成立
示范区， 这一点也能看出中韩合作
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韩国的经济技
术水平比较先进， 未来示范区将为
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一个载体
和抓手。

最新进展>>

“我们将积极向国家争取，在鼓
励外商投资、 促进贸易便利化等方
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长春市发
改委主任王吉表示， 长春市将加大
对示范区的支持力度， 主要包括优
先安排基础设施配套， 在全市城建

计划中， 优先安排示范区内道路以
及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国际化区域发展规划，支持示
范区对标雄安新区， 邀请国际化规
划机构， 制定区域发展和产业规
划。 ”

长春城建计划优先安排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

中、韩企业到示范区进行调研及招商工作

相关建议>>

聚焦重点合作产业开展精准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