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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篇吉 林 篇

五月的吉林，暖风拂绿，生机盎然，规划中的一批千亿级、万亿

级重大产业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让人充分感受到经济的强劲

脉动。

“一五”期间，吉林省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曾经是引领新

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创造出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砥砺奋进，开拓

前行，使这方厚重的黑土地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不断释放出发展

新动能。

巍巍长白山，见证着黑土地上的沧桑巨变，浩浩松江水，聆听着蝶

变新生的强音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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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柱擎天”到“百舸争流”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重点建设的老

工业基地，吉林省国有企业众多，一

汽、吉化、长客等一批“国”字号企

业根深叶茂，如参天大树，撑起

当地经济的如荫巨盖，也为拉

动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重

要贡献。但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国有经济比

重过大，民营

经 济 不 发

达 ”

一度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共同面临的结

构之痛。

如何破解？唯有深化改革。一方面

通过改革做优做强国企，在保持国有经济

充分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同时，缩减国

企总量；一方面通过改革破除机制体制性

障碍，建立公平公正、优质高效的营商环

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加民

企数量。

秉持这一思路，在国企改革的路上，

吉林省破除万难，坚定前行。21 世纪初，

吉林省 3000 余户国企集中完成改制；到

2019年，又有 64%的重点国企完成混合所

有制改革。

与此同时，吉林省持续推进

“ 放 管 服 ”改 革 ，简 政 放

权、减税降费，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在

共和国工业

史上，吉林省创

造 过 无 数 的“ 第

一”：新中国第一辆汽

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

一袋化肥、第一桶染料、第

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激光

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虽然工业基础雄厚，但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汽车、石化、农产品

加工等三大产业对吉林省工业增长的

贡献率高达 70%以上。特别是汽车产

业一度占据该省工业总量的1/3左右。

“一柱擎天”“二人转”“三国演义”，单

一的工业结构导致吉林省经济抗风险能力

偏低，“一汽打喷嚏，全省都感冒”是当时的

真实写照。

要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吉林老工业基地

必须跨过“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这道坎。

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吉林省委省政府强

化产业生态顶层设计，立足潜在优势，紧扣时代脉

搏，制定了医药健康、先进装备制造、航天信息、新材

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发展方案，分业施策，深入推进。

多点开花、齐头并进，如今，吉林大地呈现出一

番新气象。

走进长春新区，金赛国际医药产业园、卓谊生物

医药产业园……一大批项目你追我赶，建设正酣。

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新增医药产业产值 500 亿

元。立足已形成的产业优势，长春新区将力争到

2025年把生物医药打造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实际上，近年来，吉林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总产

值增速基本保持在 10%以上，现有医健企业超过 4万

家，上市公司逾 20 家，“医药健康”已成为该省最具

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

强势崛起的还有先进装备制造业。华夏大地上

处处有产自吉林的高速动车组和轨道客车在奔驰；浩

瀚太空，25颗“吉林一号”构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

感卫星星座；白山松水间，吉客、伟匠等一批智能机器

人企业茁壮成长……2016 年，吉林省装备制造业产

值首次超越石化产业，成为该省第三大工业支柱。

与此同时，在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下，通用航空、

光电信息、精密仪器、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一

批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吉林的工业体格越来越健壮。

世界第一列 400km/h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

中国第一颗商用遥感卫星、业界第一款倒装 COB智

慧触控一体机……在工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的时代

征程中，吉林省用众多新的“第一”，奋力书写新辉煌。

55.5: 27.4: 17.1，这是建国初期吉林

省一、二、三产业产值占该省GDP的比例。

现在，这组数字变成了 12.6: 35.1:
52.3，农业占比 12.6%，退居末位，服务业

取而代之成为“排头兵”，实现了由“一

二三”到“三二一”的结构性跨越。

“一、二、三产业发展失调，第三产业明显滞后”，

曾是吉林省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至于人们习

惯性地为其贴上了“农业大省、老工业基地”的标

签 。 到 2014 年 ，吉 林 省 第 三 产 业 占 比 还 只 有

36.2%，低于全国 10多个百分点。

变化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发生的？

答案就在近两年声名鹊起的“网红吉地”大

厦中。大厦内汇聚了各种类型的主播，知名网

红、直播达人、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借着互

联网，把当地特色产品“分分钟”卖到全国、

全世界。

“我的家乡八郎镇，特产香瓜和西瓜，

生意好时，直播3个小时，就能拿到4000多斤的订单！”

带货达人胡凯说，在这里可享受房租减免等优惠，他组

建的20多人的团队，成员年均收入达到8万~9万元。

大力培育“网红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以电商

潮带动衣食住行娱产业潮，正是吉林省调整产业结

构的重要举措之一。

迄今，吉林省已连续举办两届“中国网红吉林

行”活动，并制定了“直播销售员职业技能培训方

案”，依托具备资质的高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

开展相应培训，按学时对参培人员给予补贴。

在政策扶持下，吉林松原“网红吉地”、吉林（长

春）网红经济先行试验区等一批网红商品直播地、网

红群体孵化平台应运而生。

“网红经济”只是一个缩影。通过集中力量发展

服务业，出台“支持服务业‘30条’”等系列举措，吉林

省商贸业、快递业、运输业、旅游业、文娱业、餐饮业

等蓬勃发展，而“三、二、一”产业格局的形成，意味着

该省已进入“高效益的综合发展阶段”。

从“一二三”到“三二一”

从“大树参天”到“万紫千红”

大 力 改 善 营 商 环

境，打出一系列“安商、稳商、富商”组合

拳，吸引投资、鼓励创业。

“以前办事挨家‘拜码头’，现在政府主动上门

解难题”“办理同样的手续，以前得半个月，现在 1
天就可以”……营商环境的变化，企业家感同身受。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吉林省不断破除行业

准入壁垒、深入开展企业降成本专项行动、着力

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放眼全球引智引资、大

力实施品牌培育示范工程。在一系列政策与举措

的推动下，阿里巴巴、华为、浪潮、科大讯飞、万

达、恒大、红星美凯龙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纷纷选

择赴吉投资布局。2020 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

吉林省招商引资依然逆势上扬，到位资金同比增

长 25.1%。

得 益 于

政府积极转变职

能，厚植兴业沃土，本土

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并日益发展壮大。至2018年

末，吉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

重已达到52.3%，撑起了“半壁江山”。目

前，吉林省市场主体总量超过 280 万户，仅

2020年就新登记企业10.27万户，增长21.1%。

从国企“顶天立地、风景独好”，到民企“铺天盖

地、万紫千红”，加减之间，吉林经济发展获得了更

为强劲持久的动力。

智能化工位占 80%以上，各式机器人“如臂使

指”，AGV 导航车“托起”无人配送车间，数字化实

现了各项业务的互联互通……走进一汽红旗新工

厂总装车间，高科技气息扑面而来。

“一汽红旗”之变，是吉林省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全面推动经济向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

为主，为实现新旧动能转化，吉林省制定了《关于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的若干意见》，围绕这一总纲，近 5年密集出台科

技体制改革、区域创新发展、创新平台建设、企业主

体培育、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系列配套文件 79个，

建立起“1+N”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架构。

为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创新创造激

情，吉林省改进“三评”，打破“四唯”，积极开展科技

奖励改革，实施科技成果评价试点，在全国率先开

展“负面清单+诚信+绩效”试点工作，赋予科研机

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

与此同时，多措并举加大科技投入，并逐步形

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多元化投入为补充”的科技

投入机制。“十三五”以来，吉林省累计争取国家科技

创新资金支持近 40 亿元，省本级累计投入近 37 亿

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总量均创历史新高。

当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跑出了令人振

奋的“加速度”。

以一汽红旗为例，得益于数字化的全面加持，

其研发效率提升 4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26%
以上。近 3 年，全球车市销量下滑，红旗品牌却完

成凤凰涅槃，3年销量猛增 42倍。

站在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潮头，吉林省轨道客

车产业同样不断给人惊喜。今年 4月，中车长春轨

道客车股份公司为深圳地铁 20号线研制的首列车

下线，全自动驾驶系统赋予了列车自动唤醒、自动

发车、精准停车、自动检测等一系列功能。

而“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吉林一号”商业卫星

等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更是让“车轮上的城市”形

成了“上天入地”的立体发展新格局。

通过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吉林大

地创新创业热情奔涌。记者从吉林省科技厅获悉，

“十三五”期间，全省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 1049户，

年均增幅达 91.7%；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2495 户，较“十二五”末增长 629.5%。目前，吉林省

高技术产业利润率位居全国第 1位。

环长经济发展带水务一体化项目、通化市哈

尼生态旅游综合体项目、华能通榆什花道风电场

工程……眼下，800多个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项

目，正在白山松水间遍地开花、加紧施工。这是吉林

省全速推进“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的鲜活图景。

长春市、吉林市曾是吉林省最突出的两大经济

重镇，但渐渐地，长春市 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

重超过 50%，省会城市“一枝独秀”，凸现出该省各

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为破除这一结构性矛盾，吉林省全力推进“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其中一项主旨就在于加快

中东西部建设，促进中东西“三大板块”竞相发展、

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聚焦本

省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合理布

局，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集聚，以形成千军万马、遍

地开花的新发展格局。

具体而言，“一主”即让长春更好地发挥辐射主

导作用，把长春打造成“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

进一步做大“长春经济圈”。“六双”即建设环长春四

辽吉松工业走廊、长辽梅通白敦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两个走廊”；沿中蒙俄和沿图们江鸭绿江“两个开

发开放经济带”；东部避暑冰雪生态、西部河湖草原

湿地“两个旅游大环线”；长白通（丹）、长吉珲“两个

出海大通道”；长春国家级创新创业和白城国家级

高载能高技术“两个基地”；长春吉林一体化、长春

公主岭同城化“两个协同发展”。

随着“一主、六双”不断向纵深推进，吉林各地

之间联系越发紧密，协同发展的“交响曲”雄浑奏

响，满园春色竞相绽放。而在各地区优势互补，携

手共进中，吉林省的产业优势也在不断延伸，产业

链条日益加长，产业链整体得到优化升级。

就在今年“五一”前，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

园区等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该产业园总规划面积

60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0.1 亿元。当日同步签

约的，还有商用汽车线束生产等 7个项目。

巍巍长白弄风劲，滔滔松水逐浪高。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吉林省

正在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向着吉林老工业基地的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勇前行。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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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2017年“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上线运行。 受访单位供图

图④：2019年高铁工人罗昭强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整车调试环境 模 拟
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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