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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集中印发了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有关省市对口合作
实施方案。这是继2017年3月份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
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后，国
家层面对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
工作的又一重要部署，标志着两大地区
对口合作进入了全面推进落实新阶段。

为什么要推进两大区域间建立对口
合作关系？这一安排又将在哪些方面推
动东北地区加快振兴发展的步伐呢？就
上述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
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庆杰接受
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全新的制度性创新

“这项制度是在新时代为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创造出的全新
制度性创新，是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的有益探索。”张庆杰说。

他表示，该制度首要设计意图是将
东部地区发展的发展理念、先进经验和
有效做法与东北地区发展的需求紧密结
合，从而为破解制约东北发展的体制机
制难题，加快改革步伐，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全面振兴的
发展目标提供重要助力。

据悉，各地横向互动的事务通常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口事务，如为解决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支持扶持老少边
穷地区和资源枯竭地区等所采取的对口
支援、对口帮扶、对口扶贫等；另一类
是合作交流事务，多是各地自主行动，
如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等各类区域
合作组织。

“在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省市层面
建立对口合作关系明显不同于上述两类
事务。”张庆杰指出，在两地对口合作
制度的提出和推动中，国家不仅负责指
导和支持，还作为一项政治安排提出方

案加以实行。不仅如此，该对口合作还
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地方政府
间充分商议和协调，本着互利共赢的原
则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由中央政府印
发实施，是一项制度创新。

互补是对口合作基础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深入
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和学术研讨等活
动，在综合考虑相关省市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发展水平，以及合作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了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
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北京市与
沈阳市、上海市与大连市、天津市与长
春市、深圳市与哈尔滨市 7个对口合作
关系。

“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些对口合
作省市之间普遍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可以放大各自的优势、补齐短板。”张
庆杰强调指出，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并不
是排他性的，未结对地区之间同样可以
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比如大连
和上海同为沿海港口城市和金融、贸
易、物流中心。

总体上看，东北地区的对口省市主
要优势表现在工业基础好、资源丰富、
发展空间大、科研能力强、农业基础好
等方面，东部地区的对口省市则在体制
机制创新、改革先行、要素市场流动方
面具备优势。

张庆杰举例说，东部民营经济活
跃、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突出、政府为市
场主体服务意识强等方面，是东北地区
最为突出的短板；在产业层面上，东北

的装备制造、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
材料、特色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以及文
化、旅游、健康产业方面，都存在着很
强的互补性。

“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可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
补短，从而实现南北联动、协同发展的
目标，为东北地区增强发展动力和活
力，为东部地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张庆杰说。

调动积极性是关键

“对口合作关系其成效如何，最重
要的是地方政府要有所作为。”张庆杰
表示，从国家层面看，希望对口合作关
系的建立能够在政府引导下，更加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
动，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生产要素和产
业有序流动，吸引更多东部地区的项目
和投资到东北地区落地。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东北地区
借助对口合作制度安排，在行政管理体
制机制创新、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发
展、产业园区建设、对内对外开放等领
域主动向东部省市看齐、对标。

“要更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政策手
段、法律手段等管理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减少政府直
接操办应由市场决定的要素资源配置，
真正激发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内生动
力。”张庆杰说。

他表示，在对口合作的具体手段
上，可以通过干部互派、相互挂职和定
点培训等方式，促进东北地区干部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学习借
鉴，打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通过项目合作努力将东北
地区的冰雪、森林、草原、矿产等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产业合作把
东北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品推送出去，
更好地开拓市场。

“落地生根”进展显著

“在推进对口合作中，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成为了基本遵循，着力于建机
制、搭平台、学经验、抓项目、促交流
等各项具体措施，使得对口合作落地生
根。”张庆杰表示，一年多来，相关部
门和地方加强统筹协调，积极创新举
措，对口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正在形
成早期收获清单。

目前，在对标学习和复制推广经验
做法，干部交流挂职和系统培训，农
业、制造业、服务业产需对接、园区共
建和重大项目合作等方面达成了一批合
作成果。

比如，黑龙江选派 10 名厅级干部
到广东进修学习，组织全省 13 个地
市、农垦森工商务部门负责同志赴广东
参加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攻坚高级研修
班；辽宁选派 16 名厅处级干部赴江苏
省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厅等部门挂
职，江苏组织 30 多名专家学者赴辽宁
启动“江苏院士辽宁行”活动，为辽宁
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吉林、浙江两
省召开了对口合作经贸交流会，签约项
目达 73 个，总投资 796 亿元；阿里巴
巴、京东、华为、恒力、上海临港集
团、浙江旅游集团等一大批东部企业到
东北投资兴业。

张庆杰表示，作为一项创新性制度
安排，对口合作的有效实施需要各部门
的通力合作与配合，更需要地方政府在
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工作成效的
评估机制和督促检查机制，持续完善和
充实对口合作的内容与方式。通过央地
共同努力，让这项创新制度取得重大实
质性进展，早日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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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六盘山脚下山花
烂漫。“别看这些箱子小，
一年下来能给我家带来3万
多元的收入呢。”宁夏泾源
县泾河镇泾光村村民马得俊
笑着告诉记者。

马得俊边说边打开箱
子：“我17岁就跟着父亲养
殖蜜蜂，一干就是 30 多个
年头。养殖蜜蜂成了家里的
主要经济收入。”

泾源县地处六盘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
园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达
48.5%，植被覆盖率达 80%
左右，气候温凉、野生蜜源
植物种类丰富，生长着 530
多种中药材，为当地养殖蜜
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地致富带头人冶连荣
家里养殖蜜蜂多年。经验
丰富。“2014年成立泾源县
泾六盘蜂业专业合作社，养
殖中华蜜蜂410箱。年销售
量约6000公斤，收入60余
万元，带动合作社成员户均
收入 2.6 万元。”冶连荣介
绍说。

近年来，泾源县立足六
盘山生态核心区得天独厚的
蜜源丰富资源禀赋和绿色生
态优势，以贫困户增收脱贫
为目标，将中华蜜蜂养殖作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脱贫富民的“短平快”产业，充分挖掘潜力。按照

“专家+合作社+养殖户”发展机制，创建了中华蜜蜂养
殖合作社、养殖大户帮带养殖示范户的“大手拉小手”
和 1个示范户带动 10户养蜂贫困户的“1+10”养殖模
式，确保蜜蜂养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倾力打造六盘山
中华蜜蜂资源保护区和养殖扶贫示范县，使中华蜜蜂养
殖产业成为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甜蜜路子。

“泾源县有中华蜜蜂养殖户1515户，其中参与养殖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100户。”冶连荣说，当地政府不
仅补助养殖蜜蜂的建档立卡户每箱600元、非建档立卡
户每箱 400元，还加大“泾源土蜂蜜”品牌宣传力度，
扩大销售市场，增加了蜂农的养殖信心。

今年，泾源县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
所合作，鼓励扶持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大户，大力
培育开发高品质、纯天然、绿色“泾源土蜂蜜”特色品
牌蜂蜜产品高端市场，强力推进蜂蜜产业发展，筑就脱
贫致富“甜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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