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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一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前　　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２０１８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

“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４个副省级城市，这些中心城市要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率先探索开展高质量发展试点试验。

要加快推进沈阳经济区、长 （春）吉 （林）、哈 （尔滨）大 （庆）

一体化发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省委作出全面实施 “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提出突出 “一主”，充分

发挥长春辐射主导作用，辐射带动吉林、四平、辽源、松原、梅

河口等城市协同发展，建设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把 “加

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引领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的总抓手，未来五年将把长春建设成为常住人口超１０００

万、经济总量迈向万亿的特大型现代化城市。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由以长春市为中心、联系紧密的周边城市

共同组成，主要包括：长春市主城区、九台区、双阳区、公主岭

市、农安县、德惠市、榆树市，吉林市主城区、永吉县，四平市

主城区、伊通县，辽源市主城区，松原市主城区、前郭县、扶余

市，梅河口市，面积４９万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末常住人口１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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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规划范围拓展到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梅河口６

市全域，总面积９１万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末常住人口１８２６万。

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

见》（发改规划 〔２０１９〕３２８号）、《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吉政发 〔２０２１〕７

号），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定以

及长春市委贯彻落实省委决定的实施意见、《长春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编制

本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性、约束性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

据。

规划近期至２０２５年，远期展望到２０３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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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２０１８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 “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期，发展格局更加

清晰，一体化程度持续提升，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扎实、

前景广阔。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区位优势突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东

北地区哈大发展轴与珲乌发展轴 “大十字”交汇地带，是我国向

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东西一体、南北

联动、走向世界”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长春—辽源—通化高铁、１小时都市圈

高速环线等平台通道建设全面推进，以长春为核心、周边５市联

动的 “圈层＋放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正日趋完善。

产业基础雄厚。２０２０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经济总量迈上万

亿台阶，达到１００１７亿元，占全省的８１％。汽车制造、轨道装

备、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达到８５％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占全省比重达到７４％以上，拥有一汽集团、

中车长客、吉林石化、吉林油田等一大批国家级龙头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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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１０大产粮大县中的７个，粮食单产居全国第一，粮食总

产量达到５９２亿斤规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压舱石”。

创新资源集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拥有吉林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５４所高等院校，２０个研究生培养单位，

万人大学生数量居全国前列。拥有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应化所及

东北地理所等一大批国家级研究机构，以及两院院士２４人，独

立科研机构９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１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

１１６个。长春作为国家区域创新中心，是全国重要的教育城、科

学城、文化城，２０２０年全球科研城市排名第３８名。

合作协同高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６个城市，山水相依、

人文相亲，城市包容性强，民间往来密切。２０１８年９月，全省

实施 “一 主 六 双”产 业 空 间 布 局 以 来，区 域 一 体 化 步 伐 加 快。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长春、吉林接合片区获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长吉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２０２０年６月公主岭市正式划

归长春市代管，率先实现从 “一体化”向 “同城化”的历史迈

进。长春市与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梅河口市分别

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产业协同、干部交流等系列合作机制，一体

化取得明显成效。

自然本底丰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地跨吉林省西部草原、中

部沃野和东部山林三大地貌带，地貌特征多元，承载能力强，总

体呈 “三 林 六 田 半 城 半 分 水”的 用 地 结 构。耕 地 总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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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１０８５平方 公 里，占 全 省 总 量 的７１％，其 中 黑 土 耕 地 面 积

４８４６５３平方公里，是黑土地保护核心区域。生态保护重要性极

重要地区面积１０９２５７２平方公里，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总面积

的１１９％。都市圈是享誉世界的优质黑土区和黄金玉米带，矿

产、能源富集，油页岩储量居全国首位，石油、天然气储量占全

省９０％以上。

综合判断，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总体处于单中心集聚向强核集

聚迈进的快速发展期，中心城市稳步发展，城市框架迅速拉开，

城市人口加速扩张，周边城镇与中心城市联系日益紧密，各类要

素加剧向中心城区流动和集聚。在全省战略的强势推动下，辐射

带动作用得到发挥，与周边城市的协作合作成效逐步凸显，以长

吉、长平为先导的区域一体化态势逐步清晰。

专栏１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区域合作发展历程

　　２０１６年１月，省政府印发 《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总体规划》 （吉政发 〔２０１６〕１
号），提出联合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及公主岭市、梅河口市，共３５个
县 （市、区），建设全面创新的先导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引领区和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空间布局的意见》（吉

发 〔２０１８〕３１号），提出突出 “一主”辐射带动作用，建设以长春为主要区域，辐射带动吉
林、四平、辽源、松原的 “长春经济圈”。
２０１９年１月，省政府印发 《长春经济圈规划》。
２０１９年５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实施的若干

政策》和 《关于推进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规划实施的若干政策》。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

案》，长吉接合片区入选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
２０２０年６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公主岭市从四平市代管改为由长春市代管。
２０２０年８月，长春市与吉林市签署 《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框架合作协议》，长春市与四

平市签署 《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０２１年１月，举办 “对接长春 共享发展”长春市与各市 （州）合作签约活动，长春市

与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梅河口市签署对接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２１年７月，中共吉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作出决定，将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明确建设都市圈的战略部署。

—６—



第二节　发展形势

发展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出

新的要求。“十四五”时期，吉林振兴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实

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在奋力实现 “两确保一率

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的伟大征程上展示长春力

量、体现长春担当、书写长春篇章。进入新发展阶段，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迎来了东北振兴的政策机遇、新发展格局的融入机遇、

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机遇、产业转型升级的变革机遇、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机遇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机遇。

面临挑战。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国内区域竞合迈向更高层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建设面临更大外部挑战。都市圈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待增强，科

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不够深入，区域分工协作水平亟待提升；地区

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水平有待提高，

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区域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提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需持续加大力度；局部存在西部沙化盐碱化、中部黑土流

失、东部森林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能力较低等生态问题。

重大意义。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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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入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融

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全面推进 “五个合作”，在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全局中体现新担当。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效应，做大做强区域体量和城市能级，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

有利于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聚焦 “五同”目标东扩西

联南延北拓，整合区域优势，释放协同潜能，在加快推动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打造长春 “三强市三中心”为引领，以提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

展为主攻方向，着力推动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创新体系协同共

建、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

治、城乡融合发展，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成为全国领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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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领跑、吉林领衔的现代化都市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吉林开好局、起好步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中心带动、区域协同。推动长春加快建设工业强市、农

业强市、生态强市，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区域消费中心、文旅创

意中心，建设常住人口超１０００万、经济总量向万亿迈进的特大

型城市。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推动单核引领向区域协同转

变。

坚持产业为重、交通优先。以产业链合作为重点，推动都市

圈内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布局、深度合作，共同推进优势产

业 “六个回归”，实现优势产业集群集聚。优先加快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建设，携手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坚持分工协作、共建共享。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正确处理

资源集聚与辐射带动的关系，突出 “一张图”规划、 “一体化”

发展，形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交通

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

体化新格局。

坚持制度创新、改革助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以强化制度、政策和模式创新为引

领，建立政策协同创新框架，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行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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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建立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融合

发展。

第三节　战略定位

着眼提升服务党和国家战略全局能力，根据 “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赋予的职能使命，充分发挥长春市辐射主导作用，

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创新引领 “主导区”。以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为引领，整

合集聚都市圈区域内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创新优势，联

手推动产学研创新融合，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构建协同创新

生态，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策源地。

先进制造 “主阵地”。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基地、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基地、石油化工产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加快各行

业 “六个回归”，全力支持一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将长春打造

成为世界一流国际汽车城，争创国家北方光谷和生物医药产业高

地，成为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重要制造业基地。

现代农业 “主战场”。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建设国

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保持全国前列。全面推广 “梨树模

式”，打造黑土地保护样板区。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建成引领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创新龙头。高标准建设国家城乡

—０１—



融合发展试验区，争当全国农业农村改革先行示范区。

新兴消费 “主引擎”。高品质打造长春电影城、汽车城、森

林城、历史文化名城等特色城市品牌，建设享誉国内外的冰雪旅

游目的地和新兴消费打卡地，集聚和吸引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全

球消费资源，高水平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国家体

育消费试点城市，努力建成全国重要的区域消费中心。

改革开放 “主动力”。建设东北地区深化改革样板区，市场

主体数量和活力实现东北地区领先，营商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方

阵。加快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

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优势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东北地区 “东

西一体、南北联动、走向世界”的枢纽型都市圈。

人才集聚 “主基地”。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将长春建设成为

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教育城、科技城，实行更积极、开放、有

效的人才政策，集聚国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

高水平创新团队、创新型企业家，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氛

围，打造 “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高地。

第四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基础

设施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

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基本实现 “五个率先”，建设成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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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区域领跑、吉林领衔的现代化都市圈。

率先建成创新引领的现代化都市圈。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ＧＤＰ年均增速６５％左右，经济总量力争

突破１５万亿。长春市率先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带动都市

圈创新活力大幅提升，Ｒ＆Ｄ投入年均增长超过１０％。“数字吉

林”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建设成为区域性数字经济高地。

率先建成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各城市之间

发展格局更加清晰，都市圈总人口突破２０００万，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６５％以上，长吉一体化、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突

破性进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长吉接合片区建设成效显

著。都市圈交通基本成网，长春与各城市之间基本实现１小时通

达。

率先建成绿色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得到优化，生态网络基本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成效显

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９０％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城市安全韧性大幅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率先建成开放包容的现代化都市圈。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枢

纽和向北开放窗口功能显著提升，开放型经济优势逐步形成，都

市圈进出口总额突破１４００亿元。建立多层次多领域协商合作机

制，民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数量和活力大幅提升，营

—２１—



商环境努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率先建成共享和谐的现代化都市圈。人均ＧＤＰ超过７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ＧＤＰ保持同步，教育、医疗、养老、社

保、住房、交通、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率先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７９岁，建成东北地区领先的高品质生活圈。

到２０３５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进入成熟期，在全球价值链

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大幅跃升，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

著增强，区域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全面建立，资源配置中心的枢纽

作用更加凸显，实现经济和人口合理匹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心枢纽和向北开放窗口功能显著提升，绿

色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前列，成为东北地区集聚和辐射能力最强的区

域。

第五节　空间格局

以长春 为 核 心，辐 射 带 动 吉 林、四 平、辽 源、松 原、梅 河

口，构建 “一核、两翼、三圈、多带”的都市圈空间格局。

“一核”：以长春特大型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建设 “三强市

三中心”，优化 “六城联动”产业布局，发挥长春在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等突出作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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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域内外发展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两翼”：长吉一体化、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以长吉、长平

一体化为先行先导，加快推动高水平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序推动

长春与辽源、松原、梅河口协同发展。

“三圈”：

———半小时生活圈。以约４０公里为半径，即长春市中心城

区范围，涵盖长春市主城区、开发区和周边相关重点乡镇 （街

道），打造都市圈的核心引领区。

———１小时通勤圈。以１００公里为半径，沿长春１小时都市

圈高速环线合围区域，涵盖长春市主城区、九台区、双阳区、公

主岭市、农安县、德惠市和四平市伊通县，打造都市圈的主要承

载区。

———２小时通达圈。辐射５００公里半径范围，涵盖长春市、

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梅河口市全域，并向外实现

２小时对哈尔滨都市圈、沈阳都市圈、蒙东主要城市以及省内所

有市 （州）的通达，重点打造都市圈的辐射协作区。

“多带”。以哈大、珲乌两条主要复合轴为基础，依托高速铁

路和高速公路城际交通线，形成向外辐射发展态势。

———长 （春）吉 （林）图 （们）发展带。沿国家长吉图开发

开放轴线，以长春市九台区、双阳区为重要节点，加快长吉一体

化发展。深化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协作互动，向东打通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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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运通道。

———长 （春）（四）平沈 （阳）发展带。沿哈大发展轴，加

快推动长平一体化，沿线带动公主岭市融入长春市主城区，推进

四平、梨树同城化发展，加快建设丛泉新区，连接沈阳都市圈，

全面对接京津冀国家战略。

———长 （春）哈 （尔滨）发展带。沿哈长发展主轴，以哈大

高速铁路和京哈高速公路为通道，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以德惠

市、榆树市为重要节点，接入 “一带一路”北线通道。

———长 （春）通 （辽）赤 （峰）发展带。沿长春、双辽、通

辽、赤峰，以长通高铁和长深、大广高速为通道，以公主岭为重

要节点，打通连接东北、华北、西北的 “三北高铁大通道”。

———长 （春）辽 （源）通 （化）发展带。沿长白通 （丹）大

通道，以长辽通高铁和长营高速为通道，以伊通、东丰为重要节

点，推动长春与辽源、梅河口协同发展。

———长 （春）松 （原）白 （城）发展带。沿珲乌发展主轴，

以长白快速铁路和珲乌高速公路为通道，以农安为重要节点，推

动长春与松原一体化发展，强化长春市与白城市战略合作。

第三章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对接全省 “人字形”“双通道”布局，统筹航空、铁路、公

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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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共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共同打造 “畅达都市圈”。

第一节　共建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都市圈机场群。按照覆盖东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标

准，建设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为核心的 “一主多辅”都市圈机场

群。加快启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工程建设，有序推进长春龙

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实施。按照民航４Ｃ级标准，新建四平军民

合用机场。推动吉林二台子机场改扩建、松原机场二期扩建、辽

源机场等项目。谋划建设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农安、

九台、德 惠、双 阳、公 主 岭、蛟 河、桦 甸、北 大 湖、磐 石、舒

兰、丰满、双辽、梨树、伊通、辽河垦区、长岭、扶余、乾安、

东丰 （军地两用）等一批通用机场。

提升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服务功能。加快推进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Ｔ３航站楼、第二跑道、平行滑行道及配套设施建设。推进长

珲城际铁路龙嘉站扩能改造、轨道交通９号线一期等疏港交通工

程。发展第五航权，争取１４４小时过境免签，引入基地航空公司

进驻。打造 “经长飞”品牌航班，加密至首尔、东京等１０余条

东北亚地区国际航线，积极开通至莫斯科、新加坡等国际航线，

适时开通至美洲、澳洲直航航班。到２０２５年，国际通航城市力

争拓展至亚欧、北美１５个以上城市。

第二节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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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干线和城际铁路网建设。完善以长春为核心，以哈大走

廊、珲乌通道为 “十字轴”，以全省西部电气化环线、东部快速

客运环线为两翼的 “蝴蝶型”高速铁路网。推动长春铁路枢纽西

环线 （前期）、吉林枢纽西环线等重大项目，推进长春－辽源－

通化高铁、长图线扩能改造、沈吉线扩能改造等项目前期，研究

论证陶舒铁路和松陶铁路扩能改造、龙嘉机场经磐石至梅河口铁

路等项目。到２０２５年，都市圈铁路通车里程突破２６００公里。

发展市域 （郊）铁路。依托既有京哈铁路、长图铁路、长双

烟铁路等，推进都市圈开行市郊铁路列车，谋划开通长春至范家

屯、长春至米沙子、长春至九台、长春至双阳市郊列车，实现通

勤化和公交化运营。推动龙嘉机场经吉林至北大湖和松花湖铁路

等项目。谋划贯通吉林市城区到松花湖、北大湖的市域轨道交

通，推动重点滑雪场公共交通运营。

推动轨道交通网络互联。加快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三期工程

建设，提前谋划轨道交通四期建设规划，谋划吉林市城市轨道交

通１、２号线一期工程。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成网运营，实施城市

轨道交通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高效衔接、便

捷换乘，加快构建半小时轨道交通通勤圈。

第三节　完善区域城乡公路网

高速公路网。建设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线公路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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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县乡和农村公路为补充的内外通畅、快速高效、便捷安全的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路交通网络，构建 “三环八射”的都市圈高

速公路体系。在既有京哈高速公路、珲乌高速公路、长长高速公

路、长深高速公路基础上，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高速

公路、长春至太平川高速公路、延吉至长春高速公路、长长高速

公路 （长春至自然村段）等一批重大项目，构建都市圈１小时公

路通勤圈。到２０２５年，高速公路覆盖所有县 （市），高速公路总

里程达３０００公里。

普通国省干线交通网。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环形＋放射

型”国省道公路网，提质升级与中心城市连通的国省干线，改造

县际之间低等级公路，推进既有普通国道升级改造，重点推动国

道珲阿线 （Ｇ３０２）石头口门绕越线、饶盖线 （Ｇ２２９）长春至依

家屯 （市界）、绥沈线 （Ｇ２０３）肇源至松原、珲阿线 （Ｇ３０２）威

虎岭至白石山、饶盖线 （Ｇ２２９）舒兰白旗松花江大桥、饶盖线

（Ｇ２２９）九台 （西营城）至长春 （兴隆山）、饶盖线 （Ｇ２２９）九

台 （其塔木红旗村）至九台 （九溪新区）、牙四线 （Ｇ２３２）公主

岭朱家屯至桑树台、牙四线 （Ｇ２３２）桑树台至四平、省道秦八

线 （Ｓ５１２）秦家屯至东辽河、省道四杨公路叶赫至杨树林段等

一批重大项目。到２０２５年，普通国道基本实现二级及以上公路

贯通，普通省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７０％。

农村 公 路 交 通 网。按 照 “建 好、管 好、养 好、运 营 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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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实施村屯硬化路畅通工

程，高标准建设农村公路，提高农村公路联通功能，打通农村交

通运输 “最后一公里”，提升农村与中心城市、节点城市联通能

力。

第四节　协同建设现代物流网

共建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长春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纽，全力推进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长春商贸服务型国家物

流枢纽、吉林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创建，加快打造公主岭、

松原、四平、辽源、梅河口等一批重要物流枢纽节点，加快建设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物流园、石化公司物流中心等一大

批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项目，打造辐射东北的物流枢纽集群。

协同构建物流运行体系。强化都市圈航空、铁路、公路通道

及城市物流专用通道建设，建设绿色高效的 “枢纽＋通道＋网

络”现代物流体系。以 “成本”和 “效率”为核心，深化运输结

构调整，打造多式联运体系。推动物流与制造业、商贸流通业融

合联动，推进汽车物流、粮食物流、冷链物流等专业物流发展。

推进物流运输环节数据化，打造智慧物流系统平台。发展跨区域

联网联控技术，统筹城乡配送协调发展，健全城乡配送网络和邮

政服务网络。促进城际干线运输和城市末端配送有机衔接，推广

无人机、无人车等创新配送方式，补齐集疏运 “最后一公里”短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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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重点项目

重点铁路和轨道交通项目
推动长春经辽源至通化高速铁路、长图线扩能改造、龙嘉机场经吉林至松花湖和北大湖

铁路、舒兰经榆树至陶赖昭扩能改造、长春市轨道交通三期工程、吉林市轨道交通１、２号
线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

重点公路项目
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环线、延长高速大蒲柴河至烟筒山、烟筒山至长春、长春至太平

川、长长高速 （长春至自然村段）等高速公路项目以及国道珲阿线 （Ｇ３０２）石头口门绕越
线、绕盖线 （Ｇ２２９）长春至依家屯 （市界）、饶盖线九台 （西营城）至长春 （兴隆山）、牙
四线 （Ｇ２３２）公主岭朱家屯至桑树台镇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国道集阿公路 （３０３）辽源过
境段改建、牙四线 （Ｇ２３２）桑树台至四平、省道秦八线 （Ｓ５１２）秦家屯至东辽河、省道四
杨公路叶赫至杨树林段等，谋划龙嘉机场至北大湖高速公路、四平至伊通跨湖公路等重点项
目。

重点机场项目
推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新建四平军民合用机场、吉林二台子机场改扩建、松

原机场二期扩建、辽源机场、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二期工程）等重点项
目。

重点物流枢纽项目
推动长春冷链物流产业园、长春中通供应链吉林总部、公主岭申通智慧物流产业园、吉

林 （中国—新加坡）食品区农产品冷链物流及交易博览产业园、吉林长吉图综合物流园、吉
林军民融合多式联运物流园、四平内陆港物流中心、四平东北农产品物流园、辽源江诚物流
仓储园区、梅河口农产品冷链及现代化智慧物流园区等重点项目。

第四章　促进都市圈协同创新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为策

源，共创共享创新平台载体，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链，共同打造

区域人才高地，联合打造创新都市圈和科创共同体。

第一节　共创共享创新平台载体

共创共享国家区域创新中心。支持长春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

心，争创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以长春市高新区、经开区、北湖

开发区三大片区为主要承载，充分发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应化

所和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科创资源优势，对接融合吉林科

创中心、四平黑土地保护院士工作站和国家现代农业研究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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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页岩原位开采技术研发平台、辽源经济开发区双创示范基

地、梅河口医药健康产业区域创新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协同推

动科技创新前瞻布局，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协同创

新。

共创共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长春高新区辐射带动作

用，依托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园、长春软件园

等创新平台，打造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移转化的 “双创”生态，

培育医药健康、先进装备制造、光电信息、高端服务业等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发挥长春净

月高新区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国家科技服务

业试点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加快推动长春国际影都、数字经

济产业园、文旅产业园、净月科创谷等重大平台建设，以影视文

创、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领域为重点，建设立足长吉图、辐射

东北亚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共创共享吉林省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加快国家级创新型城

市建设，创建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及吉林国家碳

纤维、辽源动力电池、四平农机等区域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吉林

辽源经济开发区、吉林梅河口高新区争创国家级高新区。着力建

设公主岭、梅河口等一批创新型县 （市），培育县域经济创新发

展新引擎。鼓励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开展汽车、石化、生物医

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打造设计、试验、

检测、推广等专业技术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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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各城市重点创新方向

　　长春市：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推动高新片区重点开展医药、信息、汽车零部件关键技术攻关和关键零部件检验检测平
台建设，推动经开片区重点开展光电信息、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北湖片区重点开展
航天航空、生物医药、信息关键技术攻关，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示范，提升长春服
务和支撑国家科技自强自立能力。

吉林市：围绕旅游文化、精细化工、先进材料、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物六
大产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争创国家碳纤维产业创新中心，创建吉林高质量发展化工园区和
国家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四平市：建设新型汽车、新型农产品加工、农机和换热器等科技创新平台，创建农机产
业自贸试验区、梨树农业科技园区。参与黑土地保护和高效利用、农产品绿色生产、农机装
备、特种车辆等领域重点研发项目。

辽源市：集中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技术突破，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全省南部区域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区、长春市重点产业项
目承接转移示范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争创国家级创新转型示范市。

松原市：重点研制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新型显示、高温合金、硅基新材料、先进半导
体材料、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等新材料，突破制备、评价、应用等核心关键技术。

梅河口市：重点突出中药大品种、生物创新药、化学仿制药等品种研发。

第二节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链

促进院地校地合作。发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科院

长春光机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东北电力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

所科创资源优势，强化校地院地项目合作、产学研平台建设、高

层次人才交流，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布局、社会服务等

领域进行深度对接。大力支持各市 （州）与吉林大学 “携手吉

大、创新发展”合作，积极推进签约项目落地实施。积极推动与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在吉林市建设乾仁莱德新材料产业加速器，与

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在吉林市建设国家级北药基地、吉林省酿

造技术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推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在四平市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固体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共建产学研创新联盟。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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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发机构、金融机构等建立合作机制，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协同

创新，推广 “科技驿站”模式，支持科技人员与企业开展长期稳

定合作。依托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

产业走廊，积极推动打造汽车、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行业产学

研创新联盟。发挥长春数字经济产学研创新联盟功能作用，推进

都市圈产业数字化，共建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生态。充分发挥长春

红旗产学研创新联盟作用，整合吉林、四平、辽源等地区各类零

部件优势，积极推动零部件配套产业联盟，推动实施吉林辽源新

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

优化都市圈创新创业生态。建立都市圈技术转移、成果转化

和供需对接工作制度，打造开放合作的都市圈创新体系，率先形

成产权创造、保护、交易、运用及管理的良性循环。探索推广都

市圈内通用创新券。建设中国 （长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充分

发挥长春创新、研发、应用转化功能，实施重点产业链 “搭桥”

工程，深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

心、长吉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作用，推动科技服务平

台功能向各城市延伸，打造 “一站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服务平

台，全面提升科技成果都市圈内本地转化率。争创长春净月省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构建以高新生物科技农业为主，生态

健康农旅产业和智慧农业科创服务产业为辅的产业体系，打造农

业科教创新创业高地。

第三节　共同打造区域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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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科技和产业高端人才。推动吉林大学 “双创”小镇、红

旗学院建设，加强产教融合、产学研合作，加快培养复合型、应

用型和技能型人才。联合开展高层次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定向

培养、职业技能培训，打造一批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面向重点汽

车、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依托长春职

业技术学院、吉林市职业教育园区、四平职业大学、松原职业技

术学院、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

校，加强职业联合培训机构建设，鼓励职业院校面向重点产业发

展需求培养高质量产业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联合推动

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

面向重点领域引进人才。落实省 “长白山人才工程”，重点

引进培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等领域杰出人才、领军

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实施大数据、医药、环保、金融、企业经

营管理等紧缺人才引才计划。探索建立 “高端产业人才特区”，

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结成人才联盟。创新 “候鸟型”人才引进和使

用机制，建立人才工作站，打造东北亚区域科技人才汇聚高地。

加大 “吉人回乡”引才力度，吸引优秀人才回归。

专栏４　科技创新领域重点项目

推动华为长春研究所、光电信息产业园、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光谷产业
园、晶圆测试探针台研发及产业化、永利激光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新冠疫苗项目、安沃基因
工程抗体类药物、卓谊生物疫苗、吉林１２０米大口径可旋转射电望远镜项目、吉林特色中药
材融合发展创新园 （一期）项目、吉林国家碳纤维应用研发中心、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吉林市
工研院、四平梅花鹿产品精深开发中试中心、辽源东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中国蛋谷）、
松原嘉吉全球食品安全研发中心、梅河口医药健康产业区域创新研发中心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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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留才软环境建设。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人才优先

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

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贡献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所占比

例。畅通高层次人才 “绿色通道”，完善人才互认、绩效分配、

职称评聘、职级晋升、科研立项等激励制度，强化住房安家补

贴、配偶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保障，健全人才服务

政策体系。发挥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作用，落实 “吉享卡”制

度，扩大服务范围。

第五章　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协作

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以产业链延伸和整合为

核心，优化城市产业协同合作，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多点

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发展格局。

第一节　推动现代农业分工协作

发展现代种植业。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 “建、管、护”，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打 造 水 稻 优 势 产 区，

引导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优先推动榆树、农安、公主岭、梨树、

扶余、前郭、长岭７个全国产粮大县大力发展现代种植业。因地

制宜发展设施农业，以哈大线为主轴，建设北方优质夏菜产业基

地，打造国家级北菜南运基地。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打造吉林大

米核心品牌下的长春大米、舒兰大米、万昌大米、查干湖大米等

区域品牌，建设东北平原绿色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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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畜牧业。围绕建设承载粮食及副产物转化增值的畜

牧大产业，全面落实全省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突出发展肉牛和生猪产业，稳步发展肉羊和家禽产业，统筹发展

奶牛和鹿、蜂特色产业，重点推动长春皓月肉牛创新中心、农安

十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项目、德惠亿只肉鸡加工、九台２０万套种

鸡场、吉林正大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集中区、辽源双天生态农业、

东辽黑猪全产业链等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松原肉牛和肉羊、九台

奶牛、中部肉牛和梅花鹿３个 “粮改饲”试点，打造全国重要的

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加快发展梅花鹿、柞蚕、林蛙等特色养

殖业，规模化发展水果、食用菌、花卉等高效园艺特色产业。实

施棚膜蔬菜建设项目，在长春、吉林、四平等城市周边及主要公

路沿线建设棚膜蔬菜标准化园区。做强鹿产业，以双阳鹿乡镇养

殖基地、东丰梅花鹿产业创意园区等为基础，着力提升鹿产品精

深加工层级。在松原地区建设扶余花生、乾安谷子、宁江果蔬和

前郭嫩江湾水稻等一批绿色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梅河口亚

洲最大果仁加工集散地及世界松籽之都。依托查干湖、松花湖、

松花江等生态河湖资源，打造特色渔业、休闲渔业品牌。

专栏５　现代农业重点项目

推动长春皓月肉牛创新中心、农安十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鹿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奢岭果
蔬现代农业产业园、公主岭现代种业产业园、国家级玉米批发市场、榆树秀水镇智慧田园综
合体、德惠亿只肉鸡加工、九台２０万套种鸡场、吉林正大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集中区、蛟河
肉牛生态饲养基地、松原嘉吉１００万吨大豆压榨、辽源厚德食品鸡蛋卵磷脂规模化生产、东
丰梅花鹿产业振兴工程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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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动先进制造业分工协作

汽车产业集群。支持一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助力长春建成

世界一流国际汽车城，着力构建以长春为整车龙头带动，以吉

林、四平为两翼特色支撑，以辽源、松原为原材料基地的都市圈

汽车产业链集群，共同推动 “六个回归”，加快汽车产业５００公

里半径产业布局，培育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汽车研发生产基

地。依托吉林汽车产业园区，加强化工、电子、冶金、新材料等

优势产业与汽车产业对接，加快研发车用碳纤维制品、汽车化学

制品等领域。四平围绕 “专、精、特、新”，加快建设一汽解放

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支持一汽整车及零部件物流向四

平布局，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工程专业、高档房车等特种专用车

产业。打造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积极发展电池隔膜、

电池铝壳等配套产业，打造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挥长春市终端需求拉动能力和农业

科技优势，以及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等区位空间优

势，肉牛、禽蛋、生猪、玉米、水稻等农产品种养殖优势，食用

菌、梅花鹿等绿色食品原材料优势，通过长春市与各地产销合

作，构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精优农产品加工产业

链和精优绿色产品加工产业链。引导皓月、中粮、正大等龙头企

业建立种养殖基地，推动肉牛、肉鸡、生猪等产业合作发展。依

托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吉林 （中新）

食品区、四平绿色饮品产业集群、松原盼盼食品产业园、辽源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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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全产业链产业基地、梅河口精酿啤酒产业基地等，打造全国重

要的安全食品工业基地和全国知名的绿色农业集聚区。

石油化工产业集群。统筹吉林、松原等石油化工产业发展，

突出产品差异化、精细化、规模化优势，依托长吉一体化协作

区，联手打造特大型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吉林市依托吉林化学工

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加快吉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发展精细化

工，打造丙烯及聚氨酯、基础化工结构升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

特色产业链，建成国家级新型化工产业基地。松原市依托松原石

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加快现有产能改造升级，与吉化差异

化发展，利用石油、油页岩资源优势，结合现有产业基础，全力

建设高端化工新材料、化工助剂、化工涂料等附加价值高的石化

产业链顶端项目，形成石化基础产业与高端产业的良性互动。

专栏６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

汽车产业重点项目
推动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一汽红旗跑车、一汽解放新建Ｊ７智

能装配线、一汽大众新技术开发中心、一汽新能源智能网联创新试验基地、旭阳佛吉亚中法
智能产业园、玲珑轮胎、富赛电子工业园、红旗学院、“旗·Ｅ春城”、吉林恒星高机动防暴
车、吉林一汽新能源电驱产业园、吉林宝能整车、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
中国黑土地保护农机产业创新示范基地、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辽源启星铝业大型
铝合金型材及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上汽—松原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农产品加工重点项目
推动农安１０万头规模肉牛标准化养殖基地、长春广泽特色乳品产业升级改造、吉林宝

能食品产业园调味品、吉林中新正大食品生猪屠宰深加工、辽源龙山区农产品深加工基地、
四平绿色食品产业园、松原嘉吉生化园区生物化工产业链、辽源 “蛋品＋农产品加工”、中
国·吉浙东丰松籽产业园、扶余都市食品产业园、梅河口健康食品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石油化工产业重点项目
推动吉化１２０万吨乙烯、炼油化工转型升级资源配套及产业链延伸、长岭天然气化工、

聚醚醚酮全产业链生产产业园、大丝束碳纤维全产业链等重点项目。

第三节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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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依托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围

绕 “一核、双廊、八通道”协同空间布局，发挥长春装备制造产

业上的中车长客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和技术研发的创新策源作

用，带动区域装备制造业协同发展。重点推动吉林冰雪装备、工

程机械等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产业、四平换热设备产业新兴工业化

示范基地、松原农机和石油装备制造、辽源轨道客车轻量化装备

产业、梅河口装备制造产业园等，加大科技研发技术应用，加强

企业间原材料供应、零部件配套等方面的合作，差异化打造特色

鲜明的先进装备制造基地。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充分发挥长春的龙头引领作用，

吉林的重点领域突破带动作用，以及四平、辽源、松原、梅河口

为应用场景示范作用，积极开辟和抢占未来产业高地。长春市以

光电信息为重点领域，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华为公司等科研院

所和龙头企业为引领，围绕 “屏、端、网、云、智”，打造全产

业链发展集群。吉林市做大做强功率半导体产业，提升功率半导

体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引进下游消费类电子企业，建设８英寸新

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华微半导体产业园项目。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依托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形成长吉图区域医药健康产业新的隆起带，构建强强联合、优势

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充分发挥长春医疗资源和

生物医药研发能力，以及吉林、松原的生物化工优势，四平、辽

源的中医药、原料药优势，梅河口的生物药优势，鼓励具备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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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条件的城市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形成集科技研发、企业孵

化、医药生产、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医药产业链。

新材料产业集群。以长春为创新研发中心，发挥中科院长春

应化所、吉林大学的新材料研发能力，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在都市

圈内转化落地。以吉林为重点，发展以碳纤维、石墨、钼等为重

点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碳纤维产业创新中心。四平

结合自身特点，重点发展钢铁、水泥、玻璃、新型建材等材料产

业。松原依托石油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油气化工新材料、生物质

材料等。辽源立足钢铁、水泥两大产品，发展 “钢铁＋冶金建

材”产业集群和高精铝、铝合金轻量化产品。

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以长光卫星为龙头，打造东北地区最具竞

争力独角兽企业，支持长光卫星完成 “吉林一号”卫星组网，依托

长春航展和中国 （长春）通用航空发展大会优势，提升遥感数据信

息加工能力与下游应用创造能力。吉林依托吉航、江机等航空维修

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建设中国北方航空维修产业中心、大飞机完工

交付中心、通用航空器、无人机制造基地。依托四平、辽源、松原、

梅河口等地区，推动遥感信息在城市服务、环境监测、工程测绘、

气象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支持物流、测绘巡检、高农林作业、

应急救援等工业级无人机产品的研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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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７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

先进装备制造重点项目
推动中车长客智能轨道交通装备检修运维基地、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万丰智能制造产业园、东北亚先进制造产业园、辽源东丰鑫达生产工艺设备优化升级、四平
换热设备产业园、松原采油钻机及配套设备生产、松原沃达尔农业机械制造等重点项目。

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项目
推动华为长春研究所、光电信息产业园、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光谷产业

园、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超级智能计算中心、晶圆测试探针台研发及产业化、永利
激光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吉林华微电子半导体产业园、吉林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辽源智
谷智慧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生物医药重点项目
推动百克疫苗生产基地、吴太医药产业园、国药新冠疫苗、安沃基因工程抗体类药物、

卓谊生物疫苗、海外医药智能工厂、生物医药产业园、吉林中科聚研生命科学健康产业园、
松原百年汉克恒康制药、辽源三圣医药制造基地等重点项目。

新材料重点项目
推动吉林化纤２０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吉林博大东方二氧化碳基生物可降解塑料、吉

林精功８０００吨大丝束碳纤维、吉林国家碳纤维产业园、吉林炭素整体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
磐石石墨及玉石新材料产业园、吉林吉恩镍业２６万吨／年硫酸镍、蛟河石材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松原飞达杭萧绿色钢构住宅产业孵化基地等重点项目。

航空航天重点项目
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园二期、长春无人机科技博览园、吉林吉航军民融合航空维修基地、

松原国家无人机实验中心等重点项目。

第四节　推动现代服务业分工协作

影视文创。充分发挥长影作为中国电影摇篮的文化传承和区

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以长春国际影都为龙头，推动 “大电

影、小视频、泛文娱”产业发展，全面打造国际化电影全产业链

基地，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带动整合吉林动漫游

戏原创产业园、吉林市歌舞团、四平红色文化基地、松原查干湖

冰雪渔猎文化基地、辽源琵琶文化产业基地、梅河口文化创意产

业园等影视文旅资源，辐射打造一批四季分明、地貌多样、特色

突出的外景拍摄基地，构建影视文创全产业链集聚区，创响长春

现代化都市圈影视文创Ｉ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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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会展。对接全省旅游 “双线”空间布局，将长春打造成

联动全省旅游资源的旅游集散中心、交通枢纽中心、消费交易中

心、商务会议中心，向东构建长通白延吉长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

环线，向南连通以四平、辽源、梅河口为一线的红色教育游和健

康休闲游，向西连通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积

极推广长春冰雪新天地、吉林雾凇冰雪节、四平红色旅游目的地

—四平市塔子山综合发展区、松原查干湖、辽源琵琶艺术节等一

批特色旅游品牌，集中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和避暑旅游胜

地。强化会展经济带动作用，高标准举办电影节、航空展、汽博

会、农博会、雪博会、光博会等品牌展会，加快建设东北亚博览

城、中韩城市馆等一批重大展会载体，为都市圈城市提供宣传推

介和招商引资平台，提高都市圈影响力。到２０２５年，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旅游业总收入力争达到６０００亿元。

现代金融。发挥长春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作用，依托东北亚

金融中心、“金融助振兴”等平台，积极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企

业提供综合融资服务，支持产业培育引入，大力支持优质企业和

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推进金融信息、支付清算、信用体系、外

汇管理一体化，提高都市圈金融一体化程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加快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实施办法，为都市圈内企业搭

建上市挂牌综合服务平台和企业上市挂牌绿色通道，到２０２５年，

上市企业力争达到５５户。协同做好金融防风险工作，提升都市

圈各地区地方金融企业管理水平，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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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风险。

商贸流通。优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流通网络布局，推动长春

国家级流通中心城市，吉林、松原、四平省级流通节点城市，辽

源地市级流通节点城市，公主岭市、伊通县、永吉县和前郭县流

通支撑点城市建设，构建具有不同的城市流通功能，纵向贯通、

横向互联，中心带动、梯次有度，圈域覆盖、集约高效的流通网

络。加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业体系建设，提高城市流通效率、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扩大城市消费规模。实施 “都市圈商业提升

行动”，统筹推进设施改造、主体培育、业 态 创 新、管 理 优 化，

推动建立网点健全、业态丰富、商居和谐、规范有序的城市商业

体系。加大传统商贸创新转型支持力度，推动长春市重庆路、红

旗街，吉林市河南街、东市场，四平市仁兴步行街、铁东三马

路，松原市金钻商圈，辽源市世纪步行街等一批传统商圈转型升

级，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高

社区居民生活便利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健全城市物流配送

体系。推进商贸物流标准化、信息化、便利化一体化发展，促进

城市物流配送降本增效。统筹优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物流空

间布局，加快长春、吉林、四平等商贸物流枢纽城市建设。完善

城市配送体系，推进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提高都市圈物流一体化

效率。促进城市消费提质扩容。加快长春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引领城市圈集聚消费。培育发展直播经济、夜经济，建设新

媒体直播综合体、公共服务中心、直播电商示范基地，培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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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型经济。

专栏８　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

影视文创重点项目
推动长春国际影都数字影视基地、长春国际影都拍摄基地、影视产业园区、影视文创孵

化园、数字传媒产业基地、智慧城市产业基地、山丘影视文化产业园、吉林艺术学院长春电
影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影都校区、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吉林省美术馆、吉林省近现代史展
览馆、长春动植物园搬迁一期、长影集团新总部、长春国际陶艺艺术馆、前郭查干湖生态小
镇、辽源东丰沙河镇影视旅游小镇等重点项目。

旅游会展重点项目
推动双阳梦吉林文化旅游城、东北亚博览城、中韩城市馆、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长春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吉林北大湖四季度假区、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扩建、吉林朱雀山国家
森林公园、查干湖景区、四平二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四平叶赫文化旅游小镇、四平市塔子
山综合发展区、伊通火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辽源东丰大顶山风景区、辽源龙头湖冰雪旅游综
合体、辽源会展中心、辽源南仁东航空航天科普研学旅游基地、梅河口五奎山风景区、梅河
口白银谷戏雪乐园等重点项目。

现代金融重点项目
推动亿联银行总部大厦、金控集团四平分公司金融服务平台、梅河口医药产业发展基金

等重点项目。
商贸流通重点项目
推动长春净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四平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辽源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东北袜业园区）、辽源欧蒂爱商务中心、“梅河臻品”网红直播大厦等重点项目。

第六章　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围绕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筑功能一体、空间融合的城乡

体系，努力争当全国都市圈农业农村现代化排头兵。

第一节　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力

提高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依托 “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

产能优势，联同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产粮大县，以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内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载体，打

造东北平原粮食安全带核心区。到２０２５年，都市圈内粮食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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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迈上６６７亿斤台阶。长春市粮食产量达到２６０亿斤规模，吉林

市粮食产量达到１１０亿斤规模，四平市粮食产量达到１００亿斤规

模，松原市粮食产量达到１５０亿斤规模，辽源市粮食产量达到

３０亿斤规模，梅河口市粮食产量达到１７亿斤规模。

发展现代种业。聚焦种业科技创新 “卡脖子”技术，建立以

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等为主体、６个城市农业科研机构为补

充的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科研体系。实施 “种业自主创新”专项行

动，建设现代种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快专用特用玉米、优质水

稻、高油高蛋白大豆、特色果蔬等突破性优良品种选育步伐，培

育一批 “育繁推一体化”种子龙头企业。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

良种联合攻关，培育松辽黑猪、东辽黑猪、东辽柞蚕、吉神黑

猪、东大梅花鹿、乾华肉用美丽奴羊、白羽肉鸡等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协同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在都市圈范围内因地制宜推广秸

秆还田 “梨树模式”，持续推动公主岭市、松原市宁江区２个整

县和梨树县、伊通县、前郭县、东丰县、双辽市５个国家级黑土

地保护利用试点建设，推进四平黑土地保护综合开发示范区先行

先试。以公主岭市为示范县，辐射双阳、九台、农安、德惠、伊

通等县 （市、区），推广秸秆深翻还田技术。以松原市宁江区为

示范县，辐射双辽、长岭、扶余等县 （市、区），推广秸秆深翻

还田节水灌溉技术。以榆树市为示范县，辐射带动畜禽养殖区，

推广秸秆堆沤还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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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统筹乡村建设规划衔接。加强乡村规划管理，做好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整合村庄土地利用规划、村庄

建设规划等乡村规划，编制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鼓

励因地制宜在乡 （镇）域范围内，开展多村联编或镇村联编，统

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搬迁安置等，提高规划编制效率。

以市级为统筹，协同推动都市圈内相邻县、镇 （乡）、村规划衔

接，共同绘制城乡一体化建设、产城产村融合发展蓝图。

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管理维护机制和跨区域生态协同

协作机制。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就地集中处理、城乡一

体化处理，持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创建

工作。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科学确定农村户用厕所改厕

模式，合理布局农村公共厕所。统筹推进农村厕所粪污、生活污

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持

续实施村屯硬化道路畅通工程，打通一批制约都市圈区域连通的农

村 “断头路”“卡脖子路”。持续推进农村供水安全工程，建立健全

乡村饮用水水源地跨区域联合保护机制，到２０２５年，都市圈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９５％以上。推动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加强小

康用电示范县建设。改造升级乡村信息化网络设施设备，推动农村

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扩容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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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和跨市域联动机制。强化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

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发展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全面推

进健康乡村建设，村卫生室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健全县乡村衔

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和互助性养老。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

位，健全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

建设，引导干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达诉求、

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建设法治乡村。推行 “１＋３＋Ｘ”基层治

理模式，探索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推广运用。

第三节　实施城乡融合发展试验探索

加快推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长吉接合片区建设，以长春

市九台区、双阳区、长春新区、净月开发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莲花山开发区，吉林市中新食品区、船营区、昌邑区、

丰满区、永吉县为载体，打造农村改革先行先试的实验区、农业现

代化建设引领的先导区、长吉一体化协同联动的融合区。

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推

广长春市九台区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和闲置宅基地有效利用

经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加快制定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

—７３—



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流转，以及承包地农户承包

权、宅基地资格权、集体资产股权退出的具体办法，支持进城落

户农民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

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制定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操作办法，规范入市程序规则。优化完善集体建

设用地的市场化交易制度，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探索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出让、作价出资 （入股）、

租赁等形式入市。探索规划空白村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负面清单”制度，支持实行 “点状供地”和 “混合用地”。

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抵押担保融资，在深化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探索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宅基地使

用权抵押贷款，推进已入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

在资本市场同地同权。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体系，推动将农村

产权抵押资产纳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交易品种体系。

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积极支持长春市九台区建设城

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对接长春新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等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发展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农产

品深加工、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积极支持吉林 （中新）

食品区建设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重点建设岔路河、万昌、

桦皮厂、左家４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岔路河植物标准化种植

基地、左家万亩中草药种植基地、一拉溪—岔路河紫苏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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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岔路河—万昌棚膜经济产业带。推动鹿乡梅花鹿小镇、

大荒地稻香小镇等特色产业小镇建设，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

健全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健全农民工输出输入地劳务对

接机制，建立域内重点用工企业与行业管理部门及属地对接联系

机制，切实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增加工

资性收入。完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就

业需求，分类组织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持续

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第四节　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都市圈内各城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改善脱贫村基础设施条件。严格落实过渡期 “四个不

摘”要求，做好脱贫村、脱贫人口后续帮扶支持，确保工作不留

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在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分类优化调整现有帮扶政策，合理把握

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多措并举防止返贫致贫。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密切跟踪农户收入支出变化，适时动态开展 “两不愁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巩固等情况排查预警，科学合理确定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等监测帮扶对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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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施策、补齐短板、消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专栏９　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能力重点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保护性耕作工程、农田水土保持工程、黑土地侵蚀沟治理工程、

耕地地力培肥工程、水肥一体化工程、农田环境治理工程、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乡村建设重点工程
农村垃圾治理：建立健全村庄保洁体系，因地制宜确定农村生 活 垃 圾 处 理 模 式。推 行

“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县处理”模式。总结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
经验。

厕所革命：大力推进城镇、农村、旅游景区和公路沿线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卫生医
疗机构卫生厕所建设，完善建设标准，增加保障数量，改善卫生条件，提高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程：按照 “边排查、边治理”的工作模式，围 绕 现 有 黑 臭 水 体 清
单，制定整治方案。启动新一轮黑臭水体排查，借助大数据、卫星 遥 感、无 人 机 等 发 现 手
段，完善排查清单。开展源头预防、清淤疏浚、生态净化等综合措施治理黑臭水体。

村庄清洁工程：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清垃圾、清塘沟、清畜禽粪污、改变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的不良习惯 “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清理村内沟塘
和残垣断壁，全方位综合整治农村环境。

城乡融合发展重大事项
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试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验、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试验、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试验、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试
验。

第七章　协同促进开放合作共赢

围绕融入新发展格局，率先推动 “五个合作”，积极创建我

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中心枢纽，携手塑

造开放合作新优势，共同打造东北亚开放型都市圈。

第一节　共建共用开放平台

共同推动创建自贸试验区。以长春市、吉林市为重点，辐射

都市圈全域，共同推动创建中国 （吉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春片

区、吉林市片区。长 春 片 区，重 点 聚 焦 汽 车、农 产 品、电 子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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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打造开放平台，推动

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进出口贸易合作。吉林市片

区，重点聚焦精细化工、高性能纤维、生物资源、高端医药原料

药、冰雪装备、跨境电商等产业，建设六大产业园区，打造吉林

高质量发展化工园区和国家级冰雪装备产业集聚区。提升自贸区

对外开放辐射带动效应，推广改革开放政策试点经验，探索在四

平、辽源、松原、梅河口共同创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协同创新

区。

加强开放平台共享共用。充分发挥长春新区、中韩 （长春）

国际合作示范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功能，完善长春新区国际

陆港和国际空港功能，构建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国际陆港＋

智慧公路港＋虚拟空港＋综保区＋多式联运中心”区域联动模

式。拓展运营 “长满欧”、长春—汉堡等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尽

快开通 “长珲欧”中欧班列。发挥四平、松原等区位优势，探索

建设四平内陆港、长春－四平－营口保税货运班列、松原农产品

国家级出口基地等重要载体。

促进国家级开发区开放联动。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平红嘴经济技术

开发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８个国家级

开发区为龙头，带动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吉林梅河口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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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省级开发区，建立开放合作联动和区域合作机制。推动都市

圈内各城市合作，加快中俄科技园、中白科技园、中德合作汽车

轻量化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古生物医药产业园、中德工业园、吉

林 （中新）食品区、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试验区、俄

罗斯伊尔库茨克境外园区等国际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构建国际

化、便利化、自由化开放平台载体。

第二节　协同建设开放通道

围绕构建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格局，畅通 “丝路吉林”

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陆海联动、内联外通、便捷

高效、功能配套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和东北亚区域物流大通道。

协同畅通 “路上丝路”。推进 “两路”（珲春—扎鲁比诺港口

公路、铁路）、“两山”铁路 （阿尔山—霍特铁路）、“四列”（长

满欧、长春—德国汉堡、长珲欧、平蒙欧）建设，完善公路运输

网络，贯通省际间高速公路通道，强化都市圈与周边省 （区）干

线通道公路网的衔接，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提等升级，打造现代化

陆路国际运输通道。

协同畅通 “海上丝路”。突出长吉图战略作用，依托珲春经

俄罗斯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至宁波、青岛等国内南方港口内

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打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经珲春至扎鲁比诺

港、白令海峡、北冰洋到达欧洲的 “北冰洋航线”，打造东北亚

区域 “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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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畅通 “空中丝路”。完善连通国际国内重点热点城市、

干支结合的航线网络，以及都市圈内支线机场网络，扩大航线覆

盖面。不断增加都市圈至国内重点城市航线数量和航班密度，推

进东北地区、东北亚区城航空一体化，建设区域国际航空枢纽。

协同畅通 “网上丝路”。深化 “数字吉林”建设，统筹布局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等网络信息基地。

加快中国 （长春）、中国 （吉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用好用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政策，推动外贸转型发展，扩大

贸易规模，打造东北亚区域 “网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加强域外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哈长城市群建设。依托贯通南北的哈大交通轴线，

向北延伸至绥化，向南延伸至四平、辽源，推动沿线城镇、产业

和人口集聚，建成面向东北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发展轴和

产业集聚带。加快推动哈长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整合

榆树、德惠、扶余、舒兰、双城、五常区域合作，在统一规划编

制、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体制机制协同等方面进行探

索和试点，构建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

协同深化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全方位深化长春市与天津

市、长春市与杭州市、吉林市与温州市、四平市与金华市、松原

市与舟山市、辽源市与绍兴市、梅河口市与丽水市对口合作，推

动产业优势互补、体制机制改革和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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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落地，推进建设 “一市一园区”平台重点项目。推动 “借

港出海”，实现长春至天津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加强天津

港长春无水港和多式联运中心建设。进一步加强面向长三角、粤

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和市场开拓力度，建立一批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

专栏１０　重大开放平台和通道

开放平台
积极创建吉林自贸区，加快长春新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

范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中国 （吉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吉林市俄罗斯伊尔库
茨克境外园区、四平市内陆港 （保税物流中心）、松原内陆港及保税物流园区、松原嘉吉生
化玉米深加工国家级出口基地等平台建设。

开放通道
扩大 “长满欧”国际货运班列、 “长珲欧”国际货运班列、长春－汉堡、长春至天津、

大连海铁联运班列运营规模，加快推进长辽通集高铁等开放通道建设，畅通长春—四平—营
口 （鲅鱼圈）通道。新开加密至欧洲航线，加密对韩、日、俄航班航线，开通并常态化运营
通向东北亚各国航线。

第八章　加快建设统一市场

提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推动各城市之间

要素自由流动，激发都市圈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规则统一开放、

标准互认、公平准入的市场环境，推动营商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方

阵。

第一节　协同提升营商环境水平

联动推进 “放管服”改革。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以大数据、信息化手段试点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推动实现市

场准入环节高效能治理。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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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体政务大厅、网上办事大厅、自助终端等服务渠道线上线下

融合办理。推进开办企业优流程、减环节、降费用，实现长春现

代化都市圈内开办企业全流程 “一表填报”“一网通办”和 “无

纸化”申请，精简开办企业办理程序，开办企业全流程控制在１

个工作日内。

探索政务服务连通互认。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涉企便民服

务事项 “圈内通办”“跨市通办”“一网通办”，整合现有城市统

建、部门自建的各类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业务办理系统，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

理。打破地域阻隔和部门壁垒，进一步融合 “线上＋线下”服务

手段，进一步便利户口迁移网上审批，推动居民身份证、普通护

照、机动车驾驶证异地申领、异地违章联网办理等便民服务。提

升 “吉事办”服务能力，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掌上办”。

推进城市智能体共享共用。加快 “数字吉林”建设，共建开

放互通的智慧城市建设平台，依托长春城市智能体提升对外辐射

联动效应，与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梅河口市的数

字政府协同，逐步打通数字壁垒和信息孤岛，建成协同服务的长

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大脑集群。围绕 “优 政、兴 业、善 治、惠

民”共同打造一批新的应用场景，完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推动大数据标准统一、互联共享，实现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大数据

开放应用。

携手建设 “诚信都市圈”。探索建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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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类制度。聚焦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

等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建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培

育一批专业化、特色化信用骨干服务机构，促进公共信用信息互

联互通、信用产品互认共享，建立跨区域联合奖惩机制。

第二节　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化协作。依托长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联合共建人力资源开发基地，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

场。共建统一规范的区域人力资源市场和协同维权机制，开展失

业人员异地就业服务，以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复制推广长春新区海外人才永久居留、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出

入境便利服务等试点经验，推进技术移民等方面先行先试。

深化人才交流机制。鼓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企业间通过项目

合作、技术交流、人才服务等形式，建立互利互惠的人才共享机

制。围绕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选派专家学者进

行学术交流，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咨询等。联合举办大型引才推

介会、招聘会，促进各类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打造

有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的 “引才干线”。

建立人才共同培训机制。通过联合办班、名师授课等形式，

开展党政干部培训。引导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大

学等高校教育资源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各城市合作开展人才培

—６４—



训，建立一条优势互补、高度协同的 “人才培养链”。鼓励各地

依托高校、职业技术院校和大型企业开展专业技术和实用型人才

培训，推进培养、实训成果在各地互认。

第三节　建立统一的技术市场

共建区域技术交易市场。不断完善以吉林省科技大市场为核

心，相关分市场为补充的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和互联互通的网络

运营平台。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以共建长

吉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为突破口，发挥长春新区的核

心区作用，引导区域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跨区域开展多类型

科技服务。

建立知识产权中介和保护协作机制。建设中国 （吉林）和中

国 （长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源头保护。鼓励发展跨地区

知识产权交易中介服务，支持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异地布局分

支机构。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型中小企业

履约保证保险等业务。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范围内推广 “科技创

新券”，探索建立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探索知识产权案

件异地审理。探索建立企业需求联合发布机制和财政支持科技成

果共享机制，逐步统一技术标准，构建多层次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体系。

第四节　建立统一的金融资本市场

协同布局都市圈金融机构。发挥金融服务在协同发展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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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撑作用，着力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提升金融供给能力和

重大项目融资满足率，持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切实维护

区域金融稳定，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全力扩

大信贷投放规模，争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支持，扩大区域授信

额度。

推进金融服务同城化。协调开展同城汇兑、拆借业务，取消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城市间银行卡、存折、资金汇划异地手续费，

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结算业务收费同城化，推进互设分支机

构同城化。探索建设覆盖两市多行业通用的金融ＩＣ卡信息支付

系统，逐步实现 “一卡通”。构建金融信息同城服务体系，实现

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源共享。

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工作联动，提升跨

行业、跨市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完善区域金融监

管协调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建立金融风险联合处置机制，合力

打击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活动。

第九章　共建高品质公共服务高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教育医疗等优质服务资源共

享，统筹推动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高公共服

务设施共建共享水平。

第一节　共享共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共筑文化发展高地。推动公共文化设施统筹规划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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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居民平等开放，探索建立都市圈公共博物

馆合作联盟、公共图书馆合作联盟等，高标准包装实施一批国家

级、省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有效提升都市圈文化产业发展质量

水平。实施吉剧、二人转等地方戏曲振兴工程，打造都市圈演艺

联盟，鼓励优秀文艺作品联合创作和演出，共同打造一批文化精

品工程和文化龙头企业。统筹开发利用各类文化遗产资源，满足

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需求。联手打造和推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文化形象。

加强教育交流合作。统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等教育资源，

支持吉林大学与都市圈各城市 “携手吉大创新发展”合作签约，

支持各地跨区域引进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东北电力大

学等特色院校优化本地教育资源供给。依托各城市优质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资源，推动建立区域和跨区域教育集

团、学校联盟，鼓励开展城乡学校牵手帮扶，引导名校在都市圈

内开办分校，推进校长和骨干教师交流。加强示范性职业教育集

团学校建设，推进重点职业教育实训园区和农民职业教育基地建

设。

打造健康都市圈。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开展多层次多模式

合作办医、医护人员异地交流、突发事件协调联动等医疗卫生合

作项目。推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学检验结果互认，完善双向转

诊制度，推动共享医疗卫生资源和预约诊疗统一平台建设。发挥

长春综合性医疗资源和各地专业性医疗资源优势，鼓励发展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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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建医疗联合体、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逐步

实现都市圈内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加快构建异地就医、转诊、

结算机制。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益性文化体育

设施相互开放，推动跨区域健身活动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室内

体育场 （馆）、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设施共建共享。推进体育与

文化、旅游、健康产业融合，培育多元体育产业主体，发展冰雪

运动、山地运动、健身娱乐和竞赛表演。发展竞技体育，合理布

局竞技体育项目，培育多层次的竞技赛事。建立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体育产业联盟，推动联合举办各类重大体育赛事，加强筹备活

动的合作交流。

第二节　加快就业和社会保障衔接

统筹推进就业服务。创新公共就业服务新方式，在联合招聘

活动、岗位信息互通、培训资源共享等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方面达

成共识，探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合作

新模式。支持灵活就业，培育发展新职业。健全创业带动就业机

制，提高大学生和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加快社会保障接轨。推进社会保险体系对接，共建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内涵盖各类社会保障信息的统一平台，加强异地居住退

休人员养老保险信息交换，推广通过公安信息比对进行社会保险

待遇资格认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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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住房保障体系。推动住房保障范围常住人口全覆盖，重

点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

难问题。

第三节　开展跨区域社会治理合作

完善跨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加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社会治理

合作，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精细化，加强跨界地区城市

管理联动、边界联检和信息共享。共建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推进

重点农产品全程追溯试点，联合开展交通、消防和安全生产检

查。完善民生档案跨区查询服务，建立互认互通的档案专题数据

标准体系。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文明礼仪新风，共同提升社

会文明程度。推进社区服务互联互通，推动社区代办政务服务全

域通办，鼓励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志愿服务等交流合作，打

造一批具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品牌。

推动跨区域应对突发事件合作。健全区域性重大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联防联控机制，完善

区域性应对突发事件专项预案。建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应急协调

平台，加强跨地区信息共享和应急演练、紧急救援合作，推动防

灾减灾救灾一体化。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联动长效机

制，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及次生环境事故。

建立健全治安维稳、行政执法等协作机制，完善安全隐患排查和

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机制。加强重大活动期间突发事件预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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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合作。

专栏１１　公共服务重点项目

重点教育类项目
推动长春市职业教育园区二期、长春市少年宫异地新建、长春市商贸旅游技术学校新校

区扩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异地新建、吉林市高新北区职业教育园区、吉林化工学院丰
满校区、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四平市现代职业教育园区暨新职业大学、吉林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集团、辽源市现代职业教育园区等重点项目。

重点医疗卫生类项目
推动长春市传染病医院扩建工程、长春吉润净月医院 （吉大一院净月分院）、吉大一院

医疗综合体、吉林市中心医院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设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四平
市中心人民医院传染病救治网络建设、松原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梅河口市传染病医院新建
等重点项目。

重点文化类项目
推动吉林省 “三馆”（省文化活动中心、省美术馆、省近现代史展览馆）、长春广播电视

演播中心建设、长春市图书馆新馆建设、四平叶赫部考古遗址公园、双辽文化馆 （剧场）图
书馆建设、松原市大剧院、辽源诺丁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重点体育类项目
推动吉林体育学院新校区、长春市体育健身指导中心、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新址、长春

市速度滑冰馆、吉林北大湖青少年雪上运动训练基地、四平市体育场、辽源文体中心二期建
设 （体育综合馆）、辽源市西安区国家级乒乓球训练基地等重点项目。

第十章　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 “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建立完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

制，提升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宜业都市圈。

第一节　共建富美生态空间

加强 “三区三线”空间管控。构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土空

间 “一核三区”总体布局，即：“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发展核心

区、南部先进制造业拓展区、东部山水大健康融合发展区、西部

绿色生态转型试验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宜工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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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农则农、宜游则游，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空间以及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推进实施统一衔接、

分级分类管控的综合空间管控措施，形成空间规划一张蓝图。协

同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加强都市圈城镇空间尤其是城市交界地区

的空间管控和布局引导，控制贴边发展。加强吉林市、舒兰市、

永吉县、东丰县、东辽县、磐石市、梅河口市、辽源市等生态空

间整体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加强榆树市、德惠市、农安

县、公主岭市、梨树县等农业空间保护与利用和严守永久基本农

田。

构建总体生态安全格局。总体构建 “四带三区、五脉连江、

林田相间、城林镶嵌”的生态安全格局，以东部大黑山脉、西部

防风固沙林为重要屏障，以北部松花江、南部东辽河为重要廊

道，以东部山区、中东部低山丘陵、中部台地平原区和西部冲积

平原区不同地貌特征划分生态分区，以自然保护地为关键节点，

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保护，构建屏障功能强大、江河

防护全面、生态功能持续提升的生态安全格局。推动生态廊道、

绿道网络化建设，打造松花江、东辽河等水生态廊道，建设高标

准农田林网，加强重要生态源地间的廊道共建。

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保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区域生态功能不降、面积不减、性质不变。严格保护东

辽河、饮马河、伊通河等重要江河源头地区，加强都市圈内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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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有效控制水面开发和占用。严控蓄滞洪区及其他生态敏感

区域人工景观建设。落实省域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建好都

市圈内自然保护地，夯实自然保护地体系网络。根据国家公园空

间布局，配合建设都市圈内国家公园。以松花江三湖、波罗湖、

查干湖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龙头，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

公园为基础，探索生态保护新途径。

第二节　携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共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推动

多种污染物联合减排。制定重污染管控措施，动态调整污染源减

排清单，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管控方案。强化秸秆禁烧和

全量化综合利用，建立秸秆禁烧专项监管平台，基本消除露天秸

秆焚烧。强化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推进源头替代，全面加强

无组织排放控制，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强化非道路移

动机械超标排放治理，加强以柴油车为重点的机动车尾气排放监

管，从严整治工地扬尘、降低细颗粒物浓度。依托大气热点网格

化监测、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管理、机动车遥感监测网络、机动车

超标排放信息数据库等载体，完善污染天气预测预报预警体系。

强化水环境协同治理。深化松花江、东辽河、饮马河等重点

流域水污染防治，松花江流域以永吉县、吉林市区、长春市九台

区、榆树市、德惠市、扶余市、松原市区为重点，东辽河流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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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市、四平市区、梨树县为重点，着力提升河流、湖库水环境

质量，实现重要水体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及供水全过程监管，强化水源地生态修复，提高植被覆盖率。建

立流域水污染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平台。

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以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长春

市九台区、公主岭市、梨树县为重点，实行免耕、轮耕、休耕等

措施强化治理。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落实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制度，将重点监控单位纳入土地资源重点

管控区强化管理。加强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提高无害化和综合

利用水平，探索跨区域固废危废转移合作与处置补偿机制。建立

固体废弃物信息管理平台，健全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联单等

制度。

第三节　建立健全共保联治机制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整合优化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建设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要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

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各地

获取的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数据要实现有效集成、

互联共享。加强区域环境质量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空气质量、重

要水体、土壤污染监测等方面的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各地联合执

法工作机制，以跨地区水源地保护、区域大气质量为重点联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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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专项检查。

提高环境风险协同应对能力。加强区域环境风险管理，对排

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等重大环境风险源实

行清单管理，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推动建立生态环境共防、信息

互通、协同处置的环境应急体系，开展跨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

练，跨区域协作保障重大活动的环境安全。

健全生态补偿和环境损害赔偿机制。以松花江流域、生态保

护红线为重点，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引导跨地区的环境受益

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间开展多元化生态补偿。建立资源交易制

度，开展地区间水资源使用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落实，完善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

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有序实施大黑山沿线、哈达岭等重

要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及西部草原湿地区退耕还草还湿等植被恢

复工程，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侵蚀沟、坡耕地综合治理，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推进松花江、东辽河、拉林河、辉发

河等跨区域流域生态修复，重点实施截污治污、水利防洪、配套

市政、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治理等工程措施，实现水环境全面修

复。推进辽源市、舒兰市、桦甸市、蛟河市、长春市九台区和双

阳区等矿产密集区历史遗留矿山综合整治，积极推进损毁土地复

垦利用和绿色矿山建设。

—６５—



第四节　促进资源能源协同利用

统筹建立都市圈水利设施网络。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全域

形成地表水蓄、引、提、调相结合，地下水浅层开发为主，各流

域、各地区、各水源之间相互连通及统一调控的水资源开发利用

体系。推进松原等大中型灌区建设及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促

进再生水及雨水资源利用。实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双重控

制，松原市、四平市等超采区域实施水源替代、增加地下水补给

和限采禁采措施。

建设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基地。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实施清洁

能源综合利用工程。大力发展生物质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支

持生物质发电、液化、气化等综合利用项目建设。统筹推进松

原、长春、吉林地热能开发利用，建设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示范

基地。在长春、吉林、松原统筹考虑风能资源、接入条件、用电

负荷等情况，加大分散式风电接入规模。稳步推进西部地区已规

划风电场的续建项目，依托长岭５００千伏变电站的投入运行，扩

大长岭风电接入规模。扩大风电清洁供暖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

物质热电联产，以长春、吉林、松原、四平、辽源等地区为重点

建设一批农业生物质发电项目。

共育绿色低碳发展方式。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绿

色低碳循环产业，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培育发展低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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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降低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推广应用节能和新能源汽

车，开展清洁供暖改造试点，提高绿色出行和清洁能源比例。完

善绿色采购制度和消费激励机制。推动居民生活方式加快向绿色

低碳转变，结合城市更新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绿色化改造。

专栏１２　生态环境治理重点项目

水环境治理项目
推动新凯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伊通河重点段治理工程、饮马河重点段治理工程、拉林

河重点段治理工程、干雾海河及春明湖园林景观土方防洪工程、榆树引松济卡工程、石头口
门水库流域治理、温德河流域水生态治理、四平南北河水环境综合治理、辽河源头生态修复
工程等重点项目。

城市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能力提升项目
推动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开发区、吉林晴天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

理、长春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项目扩建、长春市餐厨 （厨余）垃圾处理厂、长春循
环经济产业有限公司蚂蚁流动回收、长春供销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处
置、吉林梓楗矿渣综合利用、永吉钼尾矿综合利用、磐石冀东新型建材循环利用、四平垃圾
焚烧发电厂异地改建、东丰４０兆瓦生物质发电、梅河口绿色生态循环利用等重点项目。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重点项目
推动 “旗·Ｅ春城”、长春电网建设和供电能力提升工程、生物质热电联产、长春市城

市ＬＮＧ应急调峰 储 配 站、德 惠 风 力 发 电、德 惠 天 然 气 利 用 及 天 然 气 管 道、中 核 辽 源 “燕
龙”多用途清洁供热示范工程等重点项目。

第十一章　加强与 “六双”战略协同

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强化 “一主”与 “六

双”的战略协同，加快构建融入新发展格局。

第一节　构建 “双廊”发展核心

重大平台引领 “双廊”。发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推动长春新区与四平市、辽源市，长春汽开区与吉林

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长春经开区与吉林市、松原市，

长春净月高新区与吉林市对接合作，携手建设独具地方特色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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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品牌和产业发展新高地。以长春为中心，加快构建长春至松

原、长春至扶余、长春至吉林和蛟河、长春至桦甸、长春至辽源

和磐石、长春至四平、长春至双辽、长春至长岭的辐射状产业通

道，构建一批产业集聚联通节点。

优势产业支撑 “双廊”。以长春制造业终端产品为龙头带动，

以吉林、四平为两翼特色支撑，以辽源、松原为原材料基地，打

造世界级制造业产业集群。瞄准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对接吉林、

松原的生物化工优势，推动化学药产业自主创新，形成集科技研

发、企业孵化、医药生产、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医药产业链。推进

医疗器械产业化，打造长吉图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隆起带。

集聚要素打通 “双廊”。采取院地合 作、央 地 合 作 等 模 式，

着力培育一批工业企业总部基地、研发基地、销售中心，辐射带

动全省上下游行业加快发展、梯次布局，发挥长春市金融资源、

物流枢纽、信息中心优势，不断提升跨区域、跨领域资源整合和

带动能力，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约集聚。探索合

作园区、“飞地经济”、碳排放交易等合作模式，促进要素流动。

第二节　构建 “双带”支撑腹地

强化腹地支撑开放。深度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实施，加

强与延边、珲春边境腹地合作，积极推动长春市与吉林市等共同

申报吉林自贸试验区，推进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和珲春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合作联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珲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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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和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联动发展。以中欧班列为纽带，扩

大跨境电商、展示交易等领域业务合作，提升长春跨区域、跨领

域资源整合和辐射带动能力。

做大农业保障安全。聚焦创建 “四化统筹”示范市和国家农

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城市，以建设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为核心，实施千万亩黑土地保护工程，开展 “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与粮食安全产业带内市 （州）协同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产粮大县农机装备能力建设、三北防护

林更新改造等重大工程。

第三节　构建 “双线”集散中心

打造 “双线”旅游起止点。对接全省旅游 “双线”空间 布

局，打造联动全省旅游资源的旅游集散中心、交通枢纽中心、消

费交易中心、商务会议中心。向东构建长吉冰雪旅游集聚区和避

暑旅游胜地，向南连通以四平、辽源、梅河口为一线的红色教育

游和健康休闲游，向西连通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

线，集中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和避暑旅游胜地。

做强旅游大品牌。抢抓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机遇，

做强瓦萨滑雪节、雪博会、国际雾凇冰雪节等冰雪品牌，共同打

造国际知名的冬季旅游目的地。放大长春消夏艺术节、“清爽吉

林·２２℃夏天”品牌效应，依托长 （春）阿 （尔山）等旅游精品

线，助推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加快发展。

—０６—



第四节　构建 “双通道”战略支点

构建提升 “双通道”辐射效能的国际航空枢纽。按照覆盖东

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标准，完善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区域航

空枢纽功能。突出中转换乘功能，加密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至延

吉、长白山等机场航班。积极开通常态化运营通向东北亚各国的

航线，提高航空航线网络覆盖能力。

建设强化 “双通道”联通功能的现代化路网。提升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中心城市通达能力，建设 半 小 时 生 活 圈、１小 时 通 勤

圈、２小时通达圈。打造 “环形＋放射型”国省道公路网，推动

长春市主城区与周边县域的国省干线连通，实现中心城市与外围

主要发展节点有序衔接。谋划内连东北地区，外连韩、朝、蒙、

俄的 “放射型”高速铁路枢纽。

打造释放 “双通道”开放作用的国际陆港。立足建设 “一带

一路”北线重要节点城市，依托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长春铁路

综合货场，强化综合货运枢纽联运功能，打造长春东北亚物流枢

纽中心，构建国际陆港、虚拟空港、智慧公路港、综合保税区、

多式联运中心五位一体的开放平台。

第五节　构建 “双基地”前沿阵地

打造长春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积极打造 “双创”升级版，

推动大企大校大所带动 “双创”，推进 “双创”促进就业，构建

多层次、全体系的创新创业载体。发挥长春新区、长春汽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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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长春国信现代农业等国家级 “双

创”示范基地引领作用，推进北湖科学城、环吉大双创生态圈等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以 “双创”促进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就业，积极引导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在长春创新创业。

主动融入氢能走廊建设。围绕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统

筹长春、吉林、松原等地区资源，实施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工程，

共育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发挥长春氢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优势，

对接白城风能、光伏发电制氢的价格优势，共建氢能走廊。支持

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科研院所与白城市共同成立氢能

产业研究院、建设氢能产业园区，谋划开通长春—白城氢能源客

运专线，共同建设氢能源汽车示范应用城市。

第六节　构建 “双协同”联动机制

推动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依托长吉北线公路、铁路，

打造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为主的制造业产业发展带。依托

长吉南线，打造以绿色休闲和现代农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带。依托

长吉南部交通轴线，打造以生态、冰雪旅游为主的休闲观光及商

务服务发展带。以汽车产业、轨道交通、化工、新材料、生物化

工为重点，高效整合各类资源和要素，加快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和

重要物流节点建设。发掘长春文化底蕴基础和吉林生态风光特

色，以民族民俗、生态冰雪等为重点，共同打造 “长吉精品旅游

线”。依托大黑山生态屏障带和双阳—松花湖低山丘陵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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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构筑一体化区域森林绿肺。加强石头口门、松花湖重点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工程，协同规划建设石头口门湿地生态保护区。建

立以快速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系统为骨架的城市立体交通体

系，推动长吉城际公交常态化运营。推进政府政务信息互通协

作，打造长吉两市协同联动的政务服务平台，在信用信息、证照

服务等领域探索跨区域两市通办、就近能办、异地可办。

推动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推动在发展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生态环保规划等规划的制定实施上，一体化规划、一体化

发展。谋划长春经公主岭至四平市郊铁路项目。加快四平货运机

场等项目建设，为长春市物流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共同打

造国家级的黑土地保护技术研发中心和国家级推广示范基地。支

持四平市与一汽集团深度合作，推动长春国际汽车城与四平市联

合共建汽车产业园区。推动四平化工园区承接长春市精细化工、

医药化工、生物化工产业转移。推进长春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四平

市延伸，支持两地联合办学、共建学校。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完

善重大疫情联防联控及监测预警机制。围绕红色、生态、民俗、

文化和乡村旅游，共同打造旅游环线。探索实施东辽河沿岸、伊

通河上下游、二龙山水库周边生态共治模式。研究确定生态保护

区范围，共同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机制。

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

围绕规划目标与建设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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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社会参与，营造规划实施的良好环境，更好地发挥规划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升规划实施保障能力。

第一节　强化规划组织领导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统筹指导。各个城市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履

行职能，研究制定支持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有

关规划编制、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土地保障、体制机制创新等

方面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

督促检查，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建立规划实施的考核机制。各个城市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

设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健全都市圈建

设发展协调机制，将规划实施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指导落实本

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节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密切跟踪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对区域生态系统、环境、人民

群众健康产生的影响，重点对资源占用、生态影响、污染排放等

方面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监测评估。对纳入规划的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依法履行环评审批程序，严格土地、环保准入，合

理开展项目选址或线路走向设计。建立统一、高效的环境监测体

系和跨行政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把环境影

响问题作为规划中期评估的重要内容，视中期评估结果对规划相

关内容作相应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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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立区域协同机制

建立规则统一的制度体系。建立重点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

策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

性。全面实施全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

度。

健全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定期召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联席

会议，形成高层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对都市圈建设重大事项的

会商沟通。建立市场化、社会化推进机制，设立一批跨区域一体

化运作的轨道交通、发展银行和社会组织管理等专业推进机构。

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生态保护等项目落位前应充分征求毗

邻城市意见。对事关区域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开设用地审批绿色

通道。

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等领域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探

索建立重大经济指标协调划分的政府内部考核机制。积极构建长

春现代化都市圈税收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加强城市间税收

优惠政策协调。构建税收信息沟通与常态化交流机制，完善区域

税收利益争端处理和稽查协作机制。

第四节　统筹政策协调保障

统筹政策安排。坚 持 规 划 定 方 向、财 政 作 保 障、金 融 为 支

撑、其他政策相协调，着力构建规划与政策协调联动机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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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目标任务，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合理确定政策取向。

统筹资金保障。坚持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投资计划与本规划

衔接实施的协调，财政资金优先投入本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重

大工程项目，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

统筹项目实施。依据本规划制定工程项目清单，对清单内工

程项目简化审批核准程序，完善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对产业发

展、民生福祉等重大项目，优先予以土地、金融等政策优惠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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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二

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前　　言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将 “一主六双”产

业空间布局调整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对加快构

建我省区域发展新格局作出进一步部署，为我省推进高质量发展

吹响新号角、注入新动力。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是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施工表，有利

于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战略层面对接

国内国际双循环、融入新发展格局，促进全省资源集约、要素优

化、优势再造，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落实 “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着力构筑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

打造工业经济重要引擎，为吉林振兴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特编制

本规划。

本次规划按照基础条件较好、道路交通便捷、资源环境承载

力较强、经济联系密切、发展水平接近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市

县，纳入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

市、辽源市、松原市、梅河口市，共３５个县 （市、区）。国土面

积９１０９０６平 方 公 里，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４８７％；总 人 口 约

１８２６４４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７５９％。

本规划是综合性、战略性、指导性规划，是指导环长春四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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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松工业走廊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建设的纲领性文

件。

规划期为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展望２０３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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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背景

第一节　基础条件

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基

础设施完善，发展前景广阔。

区位优势突出。工业走廊位于我省中部，北连黑龙江省，南

接辽宁省，是东北地区承上启下的战略区域。地处东北经济区地

理几何中心，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核心地带，中蒙俄经济走

廊的重要支撑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地位。

辐射作用强劲。工业走廊作为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

域，２０２０年区域经济总量１００１７４亿元，占全省比重为８１４％，

财政收入占全省比重为５９５％，经济密度１０９９７万元／平方公

里，人均ＧＤＰ５４８４６６元，均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要素资

源、管理服务、科教文化等中心功能日趋完善，对周边地区具有

较强的集聚辐射能力。

产业基础雄厚。区域内产业体系完备，产业基地优势明显。

汽车制造、轨道装备、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拥有一汽集团、中车长客、吉化公司、吉林

油田等一大批国家级龙头企业。２０２０年工业走廊区域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８９５％，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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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到８５％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占全省比重达到７４％

以上。

创新资源集聚。拥有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大

学等５４所高等院校，万人大学生数量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５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５个，国家级

新区１个，申请认定的化工园区１０个。工业企业研究机构１３０

多家，占全省的７０％以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占全省的９０％

以上，区域创新能力日益突出。

合作协同高效。工业走廊区域协同发展步伐加快，基本形成

了以１个大城市、１个中等城市、一批小城市和若干特色小城镇构

成的层次分明、等级有序的城市群框架。长吉接合片区获批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标志着长吉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公主

岭市划归长春市率先实现从 “一体化”向 “同城化”迈进。长春

四辽吉松建立产业协同系列合作机制，一体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基础设施完善。基本建成 “五纵三横两射”高速公路、“大

十字轴”铁路干线和以枢纽型航空为主体的交通运输体系，综合

交通网络格局初步显现；市政、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承

载能力日益增强。

自然禀赋良好。区域承载能力强，具备加快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的用地条件，分布于优质黑土区和黄金玉米带，矿产、能源

富集，油页岩储量居全国首位。生态环境敏感度和脆弱度相对较

低，区域内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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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长制全面推行，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逐步解决。森林覆盖率

较高，有各类自然保护区１５个，其中国家级６个。

总体上，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发

展条件，能够迅速形成明显的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

肩负起对全省振兴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节　机遇和挑战

发展机遇。当前，我省正处在振兴发展的关键期和大有可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东北振兴的重大政策机遇。国家深入实

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国务院出台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批复同意公主岭市由长春

市代管，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获

批，吉林 （中新）食品区等一批产业园区加快建设，为工业走廊

深化产业分工协作、优化产业发展布局提供有效承载。面临融入

新发展格局的时代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深入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利于工业走廊在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上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拓展新市场空间，打造

内外联通、开放包容的开放合作战略枢纽和重要引擎。面临构建

新产业生态的突破机遇。我国提出力争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双碳”目标，势必推动产业结构乃至

经济体系转型发展，工业走廊区域内松原等地区拥有丰富的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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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资源优势，具备承接传统产业项目空间条件，为构建新产业

布局提供突破机遇。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变革机遇，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化，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

向融合发展，为工业走廊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变革机遇。

面临挑战。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在

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短期内难以扭转，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重构趋势加快，国际贸易投资持续萎缩，“逆全球化”加

剧。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受

“卡脖子”制约，芯片等 “断链”风险明显上升，工业发展面临

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工业走廊对外拓展空间难度增加，不确定

因素增大。发展方式仍较粗放，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工业走

廊产业层次总体不高，高端产业集群偏少，世界级企业和自主品

牌不多，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的核心竞争力有待增

强。高层次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仍然突出。高端创新平台数量偏

少，创新引领作用与先进地区存在明显差距。核心区与外围市县

存在一定发展落差，缺乏大中城市传承衔接。生产要素向核心区

单向集聚明显，向外辐射有限。周边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发

展动力不强。一体化发展水平不高，在产业错位发展、交通互联

互通、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仍需加强。统筹工业走廊产业布局、

要素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功能建设的要求与各地差异现状和现行

行政体制的矛盾亟待破解。同时，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等

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交通体系的支撑力度不够，互联互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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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形成。工业走廊内联外通的交通网络有待进一步完善，各城

市之间衔接不充分，长春的枢纽作用不够突出，大交通的集疏运

格局尚未形成。基础设施体系承载力仍显薄弱，交通网络对工业

走廊建设支撑不足。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投资贸易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不紧，

一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有待突破，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彻底，营

商成本偏高，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任重道远。

建设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机遇凸显、挑战并存，必须

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乘势而上，率先发展，奋力开

创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第三节　战略意义

加快建设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是深入贯彻落实 “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一项务实举措，是进一步完善中部创新转

型核心区工业产业空间布局，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一项战略性安排，对于带动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高规划

区域资源要素流动效率和效益，形成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

互补的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有利于引领我省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环长春四辽吉松

工业走廊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利于加快转变我省经济发

展方式，提升经济能级，实现对接国际标杆，促进我省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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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推动我省产业迈上中高端水平。立足环长春四辽吉松

工业走廊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加快向中部地区

集聚，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形成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

产业为引领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带动全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产业向中高端发展。

有利于优化我省区域发展格局。将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谋划，对推动我省创新发展，加强区域内

双向交流合作，促进形成联动融合、互利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

格局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我省全方位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环长春四辽

吉松工业走廊建设，丰富我省对外开放内涵，有利于我省全面拓

展开放领域，稳固和深化与东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打造 “一带一路”的战略平台和重要引擎，为构建我省全方位开

放新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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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

动力，以一体化发展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核心，

突出制造业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重塑产业经济地理，重

构战略竞争优势；突出创新驱动、智慧赋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突出区域要素资源整合、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完善 “一核双廊八通道”现代产业发展格局，将工业走廊建设成

为全省工业经济重要引擎、工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区域合作发展

战略平台，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力支撑。

第二节　基本原则

改革先行与创新驱动相结合。推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率先促进发展由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引

导新产业、新业态生成，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水

平，全面构筑形成创新型经济体系和创新发展新模式。

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工业布局和产业集聚；也要充分

发挥政府优化发展环境、制定发展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产品和发展公益事业的责任。

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既要继续做大做强核心区域，

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使其成为 “核心中的核心、率先中的率先”；

也要加快培育新的区域 “引擎”板块，促进工业走廊区域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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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加快发展。按照经济流向加强跨行政区域的经济联合与协

作，避免无序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在良性互动中协同并

进发展态势。

激发体制活力与扩大开放相结合。既要突破行政区划分割的

体制性障碍，形成更加有利于加快发展的体制环境，增强发展的

内生动力；也要着力 “软实力”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形成更加

活跃的开放局面，不断提高开放度，获得更大的外推动力。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将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确定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和我省工业经济发展的

实际情况，从运行态势、质量效益、创新驱动、高端发展、生态

文明等五个方面，科学确定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为推

动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先行先试经验。

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保持专注发展的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沉着应对推动工业走廊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风险和挑战，抓住机遇，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在保

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区域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工

业走廊 地 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生 产 总 值、工 业 增 加 值 保 持 占 全 省

９０％以上。

要素实现高效配置。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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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管理体系变革，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

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

优质高效领域流动，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

政府有税收。到２０２５年，工业走廊地区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

均增速保持８％，规模以上工业年利润达到千亿级水平。

强劲创新第一动力。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明显提高，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完善，国内外创新资源高度集聚，

科技与产业、市场、资本高效对接，建成一批国内一流水平创新

载体，率先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

式，建设成为东北区域性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到２０２５年，工

业走廊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稳步提升。

全面深化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模式由外延型增长转向内涵型

增长，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创新

发展。先进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新兴产业迅速成长。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精益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取得重要

进展，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加速推进。到２０２５年，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明显提升。

绿色成为发展底色。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提升绿色制造系统集成水平。“吉

林特色”绿色制造产业加快发展，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精准推

—８７—



动，绿色发展保障体系协同建立，让绿色转型成为环长春四辽吉

松工业走廊发展 “底色”。到２０２５年，区域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年均降低２４％，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达到

２０％。

２０３５年，工业走廊将在完善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

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制造业基本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制造业竞争优

势不断增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新动能持续发展

壮大，务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深度融合，基

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强化。工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夯

实，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不断完善。

第三章　布　　局

第一节　协同空间布局

以建成优势互补、布局合理、协同配套、联动发展的现代工

业走廊为目标，着力构建 “一核双廊八通道”协同空间布局，即

以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环线内区域为核心，发挥产业、科教、金融

等基础优势，构造工业走廊创新发展核心区；以构建农安、公主

岭、伊通、双阳、九台、德惠、吉林 （中新）食品区高速公路环

线为依托，打造工业走廊内廊协同区；以构建吉林、榆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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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平、辽源、梅河口高速公路环线为依托，加快推进长吉、

长平一体化等战略实施，打造工业走廊外廊联动区；以联通区域

内各市县、各开发区和特色小镇等关键节点为目标，强化道路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工业走廊内部核心辐射产业八通道，在通

道上合理规划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特色小镇产业分工布局，构

建产业集聚联通通道，充分就地就近吸纳人口就业。

图１　 “一核双廊八通道”协同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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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核”：长春创新发展核心区。主要涵盖长春市绕城高

速以内区域，包括长春新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经

济技术开发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汽车经济技

术开发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等重要载体，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

业大学、长春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科

教资源，以及现代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重点是充分

发挥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科教、产业基础优势，

使之成为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区，构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

服务业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工业极核的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

用。该区 域 工 业 总 产 值 占 全 部 工 业 走 廊 的 比 重 要 力 争 保 持 在

５０％以上。

——— “双廊”：内廊协同区、外廊联动区。

内廊协同区。主要包括农安、公主岭、伊通、双阳、九台、

德惠等节点城市和吉林德惠经济开发区、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

长春榆树经济开发区、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长春农安经济开发

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榆树环城工业集中区、农安工业集中

区、九台工业集中区、德惠米沙子工业集中区等载体。重点是按

照同城化标准推进长春与周边县 （市、区）的路网、管网、信息

网等基础设施全方位快捷畅通，加快建设零换乘、无障碍的交通

网络体系，扩大长春对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的承载能力。推进相

邻交界区的融合发展，创新同城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建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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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协作、产业合作等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该区域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走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要力争保持

在２０％以上。

外廊联动区。主要包括吉林、四平、辽源、松原、梅河口、

榆树、舒兰、蛟河、磐石、双辽等节点城市。

在联动区东部，以吉林市为主体，包括舒兰市、蛟河市、永

吉县、磐石市、桦甸市。加速推进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强化长

吉之间城镇和功能区间的协同，积极推进长吉间的产业融合与合

作，强化专业化协作配套能力，尤其是汽车与石化两大支柱产业

间的协作配套。加快推动吉林 （中新）食品区产品及品牌升级，

以新加坡国际食品标准为工业走廊发展提供安全食品保障。推动

吉林市打造世界级碳纤维原丝和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基地。

在联动区南部，以四平市和辽源市为主体，包括梅河口市、

东丰县、东辽县、梨树县、双辽市。加快推进长平一体化，充分

发挥粮食、畜禽资源比较优势，加快建设以换热器、专用车和农

机为代表的特色装备制造基地、食品制造基地、现代轻纺加工基

地，扩大工业走廊向南辐射范围。

在联动区北部，以松原市为主体，包括前郭县、扶余市、榆

树市、乾安县、长岭县。重点是充分发挥石油、粮食等资源优

势，加快玉米深加工等产业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产业层级，提高

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工业走廊向北辐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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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　联动区产业定位

一、联动区东部

１吉林市：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新能源汽车、医药、碳纤维
产业。
２舒兰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绿色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农业机械装备制造业。
３蛟河市：重点发展医药健康产业、新能源、特色资源产业。
４永吉县：突出发展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新材料、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
５磐石市：重点发展医药健康、新型金属材料。
６桦甸市：重点发展医药健康、新能源、绿色食品、新材料产业。
二、联动区南部

１四平市：新型产业基地，重点发展机械制造、精细化工、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
２辽源市：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城市、特色农产品加工及物流集散基地、轻工产

业基地。
３梅河口市：东北亚区域性大健康产业基地、吉林省南部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
４东丰县：重点发展鹿产品系列、生物鹿药生产加工、汽车零部件、有机食品加工等

产业。
５东辽县：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模具加工、汽车零部件、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
６梨树县：重点发展玉米深加工、绿色食品、医药健康产业。
７双辽市：新型产业基地、生态经济示范区、基础化工原料基地、承接产业转移先行

区。
三、联动区北部

１松原市：国家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粮畜生产加工基地、生物质能源产业集聚
区、东北地区特色农产品商贸物流中心、油页岩产业和风光或再生能源开发。
２前郭县：突出发展粮畜食品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装备制造业。
３扶余市：新兴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基地、建筑建材产业。
４榆树市：重点发展粮畜食品加工、生物化工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５乾安县：重点发展化肥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６长岭县：重点发展肉类食品精深加工、马铃薯精深加工、天然气化工产业、建材加

工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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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双廊”县 （市、区）、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特色小镇布局

——— “八通道”：核心辐射产业通道。以长春为中心，加快

构建长春至松原市、长春至扶余市、长春至吉林市和蛟河市、长

春至桦甸市、长春至辽源市和梅河口市、长春至四平市、长春至

双辽市、长春至长岭县的八条辐射状产业通道，通过铁路、高速

公路、高等级公路与长春相接，建设陆空立体廊道。建立产业合

作发展机制，优化沿线的产业布局，打造沿线特色产业节点，发

展特色城镇，促进产城融合，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就地创业。通

过 “八通道”使核心长春和 “双廊”形成网状物流衔接通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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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障工业走廊在区域内实现产业发展互补、空间组织优化、基

础设施共享和生态环境协调等方面的协作。

图３　 “八通道”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特色小镇布局

第二节　优化产业布局

按照 “一核双廊八通道”空间布局，重塑环长春四辽吉松工

业走廊经济地理，构建产业发展生态。推动汽车、石化、农产品

加工和食品产业、装备制造等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新材料、

生物医药、通用航空等新动能 “绿色引擎”，通过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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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通讯＋”“新能源＋”，推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制造体系。

———长春创新发展核心区产业布局。发挥长春市作为省会城

市 “打先锋、站排头”作用，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

展中率先突破、走在前列。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加快培育现代新

型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

光电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建成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现代新型汽车产业。支持一汽集团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助力

长春建成世界一流国际汽车城，着力构建以一汽集团为整车龙头

带动，以长春为核心，打造世界汽车及零部件研发和后市场服务

基地以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为支

撑，发挥吉林市汽车与化工产业融合发展特色，四平市专用车、

底盘零部件优势产业，辽源市汽车低碳化、轻量化零部件产业基

础，形成区域特色发展的产业集群，共同推动 “六个回归”。切

实发挥一汽集团引领作用，支持一汽集团做强做优做大，向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推进新红旗品牌战略实施。加

快推进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项目、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一

汽解放扩能项目建设。支持一汽集团加快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发

展，实现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系列化。推进一汽解

放氢燃料电池客车、红旗氢燃料电池轿车等氢能源汽车研发示

范。加快动力电池产业化，加快推进比亚迪动力电池项目落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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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创新推广应用模式，推动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加快换电

模式推广应用。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专属停车位等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加速构建集轻量化、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

应用于一体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生态。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着力提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能

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省内配套水平，推动产业集聚，

打造集研发试验、制造、检修运维为一体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基地。依托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和长春装备制造产业开发区，

持续做大做强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加快开展高温超导磁浮、

新一代高速智能动车组、标准地铁列车等新产品研制。引进牵引

系统、制动系统、空调系统等关键核心模块企业，加快新型轻量

化材料产品开发，推动受电弓电缆附件等产品本地零部件配套水

平。拓展轨道车辆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实验验证、维修保养等

产业链增值服务。推进中车长春车辆公司整体搬迁项目，高标准

打造智能化轨道客车检修运维基地。大力实施 “走出去”战略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充分发挥长春市研发生产优势和东北亚区域性

中心城市区位优势，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重点发展血液制品、细胞因子、单克隆抗体、基因诊断试剂等诸

多类型和剂型。加快推动金赛药业产业园、卓谊生物医药产业

园、百克生物疫苗产业园和安沃高新基因工程抗体类药物等重点

项目建设，持续完善产品品种，提升市场占有率。大力发展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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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医疗器械，发挥我省在光电、应用化学、精密仪器等领域研发

优势，依托苏州医工所医疗器械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吉林

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资源，亚泰集团资本市场等优势，推进先进医

疗器械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圣博玛生物医用材料和医

疗器械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瑞博医疗年产２０００台医疗器械项目

和莱沃医疗器械生产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进程。

精密仪器与装备产业。聚焦国家重大装备需求，着力突破重

大短板，在前沿基础科学专用重大仪器装备、先进生命科学仪器

设备、试验及检测装备等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精密仪器与装备产业基地。充分发挥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

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工程优势，长春精密仪器与装备产业园

等载体优势，加速推进万Ｇ级系列超高通量基因测序设备、基于

纳米操纵技术的单细胞多维信息检测平台、拉曼单细胞精准分选

仪等生命科学仪器研发与应用。推动尿液分析、血细胞分析等生

化分析和检测设备新产品研制。着力突破纳米压痕仪、超高材料

及大气高温磨损试验机等一批业内短板试验设备。加快发展工业

照相机、基础零部件检测设备研制。推动晶圆探针测试台等产品

产业化。推动具有深度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的智能制

造装备研发及产业化进程。加快推进 “吉林一号”星座组网，积

极争取参与国家低轨通讯卫星项目，打造完整的小卫星产业链。

工业互联网。紧紧把握全球工业互联网正处在产业格局未定

的关键期和规模化扩张的窗口期，加快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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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围绕夯实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推进企业外部网络升级、企

业内部网络改造、标识解析体系应用、加快５Ｇ网络部署，推进

网络接入速率提升和窄带物联网覆盖，发挥浪潮、华为等大数据

中心支撑作用，推动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应用 （北方）示范区和

“旗智春城”建设。围绕建设工业互联网支撑平台，推进平台建

设、平台应用和平台试点示范。突出抓好智能网联汽车、能源清

洁化综合利用、溯源食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提供数据采集、

通用平台和云应用服务。围绕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建设创

新发展体系、融合发展体系、协同发展体系，推动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技术创新，推动工业化和信息

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推动多层次、

多领域合作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围绕强化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

提升信息安全服务能力、加强信息安全制度保障、创新信息安全

服务模式，为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专栏２　全力支持一汽集团创新发展

１民族品牌振兴工程。支持一汽集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打造热销产品为路线、
以构建国内—国外两大市场为支撑，树立红旗、解放、奔腾三大自主品牌，扩大品牌价值和
溢价水平，实现品牌价值中国领先、世界先进。
２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支持一汽集团强化技术创新，做到自主掌控关键核心技术，达

到世界比较先进水平；支持一汽研发总院新能源智能网联创新试验基地建设，积极对接第三
方检测机构，提高省内汽车自主检测认证能力。
３节能汽车引领工程。鼓励以一汽集团为主的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协同创新，重点

突破高效节能型发动机系统、高效自动变速器、整车及零部件轻量化、低风阻车身和电子节
能技术、混合动力匹配技术、尾气排放处理装置等关键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清洁、经济、安
全、实惠的节能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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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廊协同区产业布局。持续提升农安、德惠、九台、双

阳、伊通、公主岭等环长春内廊地区产业配套能力，积极承接核

心区 “腾笼换鸟”置换出来的先进产能，借势借力推动食品、医

药健康、汽车及轨道客车零部件等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食品产业。依托吉林德惠经济开发区、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

以及大成、德大、达利、盼盼食品、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食品等

重点企业，加大农产品加工研发、服务环节的投入，聚焦玉米深

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绿色食品加工三大领域，打造国家重要

的农产品研发加工中心。依托吉林 （中新）食品区，以无疫区建

设为基础，以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为核心，开展农业现代化的

试验示范。加快推进广泽乳品年产４万吨奶酪、吉林 （中新）食

品区百万头生猪深加工产业化等项目建设。

医药健康产业。着眼都市人群对健康制品的消费需求，以生

产开发健康安全放心的食品、药品、保健品为主攻方向，引导国

药一心、吴太医药、修正药业等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围绕

“药食同源”，推进梅花鹿在食、健、药链条上的开发利用。加快

推进康宁杰瑞生物医药、钻智生物医药、吴太医药产业园二期项

目、北药医药中药制剂生产基地新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

汽车及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制造产业。强化自主可控，推进

核心部件技术和产业突破，重点发展电子电控、电池电堆、轻量

化等高端零部件产品，并前瞻布局智能网联等相关产业，着力打

通省内产业链堵点、断点。加快推进富赛汽车电子、比亚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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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等重点项目建设。支持零部件企业紧跟整车发展，引进国外

配套商，积极扶持一、二级配套商，不断提升配套装备及零部件

研发、设计和制造水平，提高本地配套率，满足整机装备需求。

———外廊联动区产业布局。推进吉林、四平、辽源、松原、

梅河口等节点城市科学精准定位，加快发展汽车、石化、医药健

康、新材料、纺织袜业、通用航空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创新型

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与创新发展核心区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

互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

汽车产业。长春市围绕一汽集团，发展形成较为完整的零部

件配套和产业上下游延伸的综合型汽车产业基地；四平市围绕专

用车、底盘零部件产业，初步形成专用车产业配套集群；吉林市

依托化工材料加工基础，在汽车上游配套的化工专用料、碳纤

维、电子等领域打造基础原材料产业集群；辽源市聚焦电池及原

材料、铝制轻量化、泵 类、零 部 件、模 具 等 产 业，形 成 动 力 电

池、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和特种专用车集群。

石化产业。依托吉林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吉林经开

区化工园区，发挥炼化一体化传统产业优势，优化乙烯链、延伸

丙烯链，进一步夯实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基础，突出发展基础化

工、精细化工，打造丙烯及聚氨酯、基础化工结构升级、资源综

合利用特色产业链，建成国家级新型化工产业基地。依托松原石

油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利用石油、页岩油资源优势，加快现

有产能改造升级，与吉林差异化发展，全力建设高端化工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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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化工助剂、化工涂料等高附加值石化产业链顶端项目。支持

长岭利用中俄东线天然气资源发展天然气化工。依托吉林四平新

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发展医药中间体等精细化工产

业。支持双辽市化工产业园利用氯碱化工产业基础，向下游发展

高端小品种含氯产品。

食品产业。依托长春五棵树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聚乳酸和

肉鸡屠宰加工产业。依托吉林梨树经济开发区，做长畜禽食品链

条，发展冷鲜肉、休闲肉制品和调理肉制品，建设国家农畜产品

加工示范基地。辽源市依托金翼蛋品、巨峰生化等骨干企业，加

快打造国内较大的粮食、畜禽产品加工基地，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开发价值链终端产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依托松原经济技

术开发区，大力发展玉米精深加工、水稻生产加工，着力打造全

国重要的食源性安全食品工业大市和全国知名的绿色农业城。依

托梅柳辉东一体化协作区，加强与大型电商平台对接合作，建设

网络销售体系，打造区域农产品集散中心。

医药健康产业。以四平精细化学品、辽源百康药业等化工医

药企业为龙头，重点开展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新型化学药

品制剂和抢仿药技术创新。依托吉林市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优

势，打造养老、养生、养心全产业链的生态健康城市。依托四平

市满族民间医学遗产，培育发展满族医药产业和系列产品，打响

满药系列品牌。辽源市以博大伟业、博大制药、百康药业、银鹰

药业等企业为核心，打造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依托梅河口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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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以四环、天成、吉药等药业为龙

头，做大做强医药制造、医药物流、医疗教育等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化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新材料产业。吉林市持续壮大碳纤维产业集群，加快实施

２０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增加原丝、碳丝产能，同时精准

引进碳纤维下游企业，着力打造 “中国碳纤维产业高地”。依托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品、聚酰亚

胺、腈纶、玄武岩纤维等，形成碳纤维及制品、聚酰亚胺及制

品、生物基纤维及制品产业链。依托辽源轻纺产业基础，推进高

性能纤维制品、低成本自动化制造工艺等方面创新和突破，巩固

和提升聚丙烯腈碳毡、石墨定型毡、复合碳毡、碳板等隔热材料

产品品质和生产规模。

通用航空产业。依托我省航空领域的基础优势，以吉长两市

为重点，推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布局，加快全省通用机场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航油储运、维修等配套设施，提升支撑通航产业发

展综合保障能力。着力发展航空器研发制造、运营服务、航空物

流、航空人才培养、航空文化旅游。积极引进域外资源，深化与

航空工业集团合作，推动航空维修基地建设，拓展多型号飞机检

修，打造中国北方航空综合维修保障中心。积极与国内外航空公

司开展合作，探索开展大型民机航空检修业务。拓展通用航空运

营市场，开发低空旅游、航空运动和短途运输等新兴业务。依托

空军航空大学开放周暨长春航展平台，着力发展航空文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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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资源向我省集聚，打造 “南有珠海、北有长春”的航空展格

局，促进全省通用航空产业加快发展。

油页岩产业。依托松原油页岩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油页岩技

术研发力量、产业发展基础，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强与吉林

大学油页岩试验中心、众诚油页岩中心、地堪中心、北京中科

院、北京国安油页岩开采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交流合作，打造产

学研合作模式，加快推进技术突破，降低油页岩资源开采成本，

有效推进油页岩产业化进程。

专栏３　产业重点项目

１推动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３００亿元，２０２１年开工建设，２０２４
年底投产，主要生产奥迪品牌高端新能源汽车，构建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供应商园
区，形成奥迪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 产 值８００亿 元 以
上。加上配套零部件产业，新增年产值可达１２００－１５００亿元。
２推动吉化公司炼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３５０亿元左右，２０２１年开工

建设，２０２３年底投产，实施炼油结构调整和乙烯扩建及配套工程，改扩建乙烯装置，以及
渣油加氢、蜡油加氢裂化、ＡＢＳ、环氧乙烷、丙烯腈等装置，推动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具活力、更可持续发展。
３推动新冠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２６２５亿元，２０２１年开工建设，２０２２

年底投产，建设 疫 苗 分 包 装 车 间、Ｐ３生 产 车 间、Ｐ３实 验 室，承”接 新 冠 疫 苗 半 成 品 分 包
装、原液委托生产，开展人用疫苗研发生产。
４推动吉林市碳纤维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推动建设项目：一是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１５万吨原丝项目，目前已开工建设，预计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一期５万吨原丝投产。
二是国兴碳纤维１５万吨碳化项目，目前一期５０００吨已投产，２０２１年底前二期５０００吨投
产，三期５０００吨计划２０２２年上半年投产。

———八条核心辐射产业通道产业布局。发挥长春至松原市、

长春至扶余市、长春至吉林市和蛟河市、长春至桦甸市、长春至

辽源市和磐石市、长春至四平市、长春至双辽市、长春至长岭县

等工业走廊核心辐射产业 “八通道”作用，加强通道地区同 “一

核”“双廊”人流、物流、资金流等交流，切实将 “一核”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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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较强的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辐射传导到广大腹地。合理规划

通道内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群众就业愿望迫切的重点开发

区、工业集中区和特色小镇，构建一批产业集聚联通节点，鼓励

各重点开发区、重点镇挖掘自身潜在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培育

壮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建材、轻工等产业竞争优势，促进当

地产业链形成，实现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专栏４　 “八通道”区域重点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特色小镇分布

长春至松原市通道

开发区 （５个）
长春宽城经济开发区、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吉
林前郭经济开发区、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
园区、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２个） 农安工业集中区、雅达虹工业集中区

特色小镇 （２个） 合隆镇、长山镇

长春至扶余市和榆
树市通道

开发区 （４个）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长春德惠经济开发区、松
原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春榆树经济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３个） 米沙子工业集中区、扶余工业集中区、弓棚子工
业集中区

特色小镇 （３个） 卡伦镇、朱城子小食品生产小镇、五棵树玉米深
加工小镇

长春至吉林市和蛟
河市通道

开发区 （１２个）

长德新区、长春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长春空港
经济开发区、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吉林哈达湾
经济开发区、吉林船营经济开发区、吉林化学工
业循环 经 济 示 范 园 区、吉 林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吉林汽车产业园区、吉林丰满经济 开 发 区、
吉林蛟河天岗石材产业园区、吉林蛟河经济开发
区

特色小镇 （６个） 左家北药小镇、大荒地稻香小镇、金珠镇、棋盘
智慧农业小镇、小白山医养小镇、庆岭冰酒小镇

长春至桦甸市通道
开发区 （５个）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长春文化印刷产业开发区、长春双阳经济
开发区、吉林桦甸经济开发区

特色小镇 （３个） 奢岭镇、鹿乡梅花鹿小镇、明城新城金属材料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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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至辽源市和磐
石市通道

开发区 （７个）

长春朝 阳 经 济 开 发 区、长 春 南 部 都 市 经 济 开 发
区、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磐石经
济开发区、吉林梅河口经济开发区、吉林东丰经
济开发区、吉林东辽经济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２个） 辽源龙山工业开发区、西安工业集中区

特色小镇 （２个） 磐石经济开发区中医药小镇、辽河源生态农业小镇

长春至四平市通道

开发区 （５个）
吉林公主岭经济开发区、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吉林 四 平 经 济 开 发 区、吉 林 铁 东 经 济 开 发
区、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２个） 公主岭岭东工业集中区、四平循环工业集中区

特色小镇 （４个） 红旗特色智能小镇、皓月国际农业小镇、范家屯
镇、十家堡物流小镇

长春至双辽市通道

开发区 （３个） 长春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吉 林 辽 河 农 垦 管 理
区、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１个） 公主岭怀德工业集中区

特色小镇 （１个） 大岭汽车物流小镇

长春至长岭县通道

开发区 （１个） 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

工业集中区 （３个） 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长岭环城工业集中区、太
平川经济开发区

特色小镇 （４个） 合心镇、北斗科技小镇、烧锅酒工坊小镇、太平
川农贸物流小镇

第四章　强化创新驱动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增强工业走廊自主创新为核

心，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

动，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着力推进协同创新、实施强基工程、培

育创新主体、突破关键技术，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

和新模式，培育区域创新增长极。推动形成以长春创新核心区为

引擎，工业走廊其他城市依托各自优势协同发展的创新格局，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成果转化基地。

第一节　推进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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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高校院所研发体系。强化以 “两所五校”为重点的核心

区高校院所研发平台支撑，支持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争创世

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支持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

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平台 （基地），推进

吉林大学综合极端条件实验室装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

卫星观测站、长春空间目标观测基地 （吉林）建设。发挥我省高

校院所物理、化学、地学、材料、车辆工程和光电信息等学科优

势，争取国家布局大科学工程。

构建大企业协同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大企业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引导大企业参与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小

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推动一汽集团、东北工业集团等建设 “双

创”平台，构建跨领域网络化协同创新平台，创新商业模式、组

织方式和投融资模式，为核心区创新发展探索新理念、新模式、

新途径。

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推动建设长春北湖科技园等多形式

创新创业载体，加快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孵化基地等科技成果熟

化、转化载体，探索创新创业平台发展新模式。依托长春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长东北科技创新中心等载

体，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市、东北科技创新中心和

科技成果转化集散地。

搭建新型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建立吉林省工业技术研究

院，强化工业发展顶层设计，推动技术集成创新和产业化。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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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关键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先进医疗器械、生物基材料等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打造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供给、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的新型区域性协同创新平台。

完善公共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国家和省级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建设，提高专业化公共检验检测水平。加大高校院所、企业大型

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开放服务的力度，推进资源开放

共享。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共检验检测机构，推进修正集团

长春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第三

方检验检测服务。

第二节　实施强基工程

瞄准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薄弱环节，推动一批关键基础材

料、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

实现突破，提升供给水平。

推进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化。重点推动高性能复合材料、先进

高分子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等新材料

加快产业化进程，推进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工程等领域开

展深度开发应用。

推进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研发。重点围绕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快发展

动力电池总成、驱动电机、背照式ＣＭＯＳ、云计算处理器、超

精密液压元器件、氮气平衡器、静压轴向伺服作动器等一批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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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需求的高性能、高可靠性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

提升先进基础工艺。重点围绕机械加工、生物工程、材料制

备、增材制造等领域，重点发展和推广轻量化车身热成型、铝及

镁合金精密成型铸造、玄武岩纤维拉丝、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备、

高铁轮对激光熔覆修复、医用植入器材３Ｄ打印、旋压成型等一

批有利于提高产品可靠性、性能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先进基础工

艺。

夯实产业技术基础。重点围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试验验

证、标准制修订、技术成果转化、信息与知识产权运用服务等方

面的共性需求，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产业园区，推动建设

汽车、光学机械、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产

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能力。

第三节　培育创新主体

培育创新型企业。探索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的新机制，完善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全流程

服务体系，引导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

聚，在区域内重点培育一批成长性强、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

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创新示范，打造一批代表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型企业。

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支持企业建设技术中心，联合高校

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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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构，支持企业并购、收购国内外研发机构，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网

络。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自

主立项先行投入开展研发活动。省级相关专项资金和科技计划对

研发投入占比高、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予以优先支持。支持企业以

基金运作等市场化方式，集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研发创新。

第四节　突出优势特色领域技术创新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特色优势领域，强化关键、核

心、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速新动能产业培育壮大。

精密仪器与装备领域。围绕高精度光学有效载荷、光电探测

平台、高精度ＣＭＯＳ成像技术、机 器 视 觉 及 工 业 化 在 线 检 测、

高端光栅制备及光谱仪器、高通量基因测序仪、高精度机械产品

及光学产品加工、高性能激光器和微电子领域等重点领域，加强

前沿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打造特色精密仪器和 “专精特

新”装备研发制造产业基地。

先进复合材料领域。重点突破碳纤维原丝制备、工业化生

产、碳化、复合成型等关键技术，加快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

天等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半成品及成型件制造技术研

发，推进满足碳纤维与热塑性、热固性树脂复合需要的上浆剂、

油剂、树脂、浸润剂等碳纤维辅材、助剂制备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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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基材料领域。重点推动基于二氧化碳基塑料及下游

生物降解产品、二氧化碳基多元醇及下游聚氨酯材料产品开发，

推动工业走廊核心区成为国内领先的二氧化碳基和二氧化碳基多

元醇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生物基材料领域。围绕生物高分子聚合物、生物基聚合物单

体原料、生物质加工材料，推进生物基乙二醇、异山梨醇、戊二

胺、聚酯、聚碳酸酯、聚乳酸、聚酰胺等新材料研发和产业化进

程，促进形成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生物材料单体制备、生物基

树脂合成、生物基树脂改性与复合、生物基材料应用为主的生物

基材料产业链。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加快突破无人驾驶、信息化服务终端、

在途检测、智能运维等关键技术。加快研制节能环保、安全可靠

的智能化、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下一代城铁车辆、寒地高速

动车组等产品，发展列车网络控制系统、转向架及传动系统、制

动及连接系统、城轨客车安全及电子系统、牵引及动力系统、轨

道客车内饰六大配套体系。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加强多源信息融合、接口标准化、人工

智能等共性技术研究，加快环境感知系统、车载互联终端、集成

智能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联合开发及应用。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加快疫苗类、生长激素类

品种技术升级，在联合疫苗、细胞大规模培养、生物大分子提取

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推进单克隆抗体、重组人白蛋白等重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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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药的研发进程，加快干细胞技术开发应用及体外诊断设备、治

疗设备等产品工程化。

第五章　加强开放合作

充分发挥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地处我省核心区域的优

势，全面融入双循环开放合作，构建立足贯通东北、融入全国、

面向东北亚、参与全球的全方位开放合作格局，着力打造全省开

放发展的先行区和桥头堡。

第一节　积极融入国内大市场

深化东北地区区域协调合作。推动共建哈长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深化与辽中南城市群合作交流，建立以跨区域重大项目为载

体的深度合作机制，重点推动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信

息网络共建共享、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统一开放。

深化全方位对口合作。加大与天津、浙江对口合作力度，推

进津长产业合作园、吉浙新经济园区、吉浙净月服务业发展示范

区等合作平台建设。深化汽车制造、轨道交通、航天信息、文化

旅游、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积极引进重点企业在工业走廊地区

建立生产、研发、销售和服务基地，推动特色优势工业产品进入

天津、浙江市场。

深化多层次战略合作。全面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承接发达地区 “腾笼换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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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出来的先进产能，按产业链走向和市场导向向工业走廊转

移，协同整合产业资源，建立跨省 （市）产业配套体系，共同培

育和建设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业基地、高技术产业基地、新能源基

地、国防科研产业基地、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打造南北方

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重要节点。

深化前瞻性共建合作。积极对接国家部委，深化省部合作，

争取政策、推进合作、开展试点、谋求共建，学习借鉴、复制推

广各地改革发展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对接各大院所，深化省校

合作，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加强人才交流培训。深化与北京紧密

型战略合作关系，推进与央企、京企合作，进一步提升我省企业

发展层次、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

第二节　主动参与国际合作

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合作，深化与欧盟、东盟、新西兰等合作范围，积极打造中

德产业园、中俄科技园、中白科技园等国际产业合作平台，在汽

车及零部件、轨道交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搭建外贸外经企业

高层对接平台，增强吉林制造业的集聚辐射能力，促进对外承包

工程和对外投资带动设备及材料出口，促进龙头企业建立海外营

销服务体系，推进汽车、农业、石化等进出口提质增量，参与国

际合作和分工。

深化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积极对接东北亚国家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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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合作交流。定期举办中日韩企业峰会，加强与

中日韩企业交流合作。加快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合作

平台建设，推进中韩经济合作向创新合作、园区合作拓展，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探索东北亚区域经济

合作新模式，为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挥积极推动作

用。

第三节　支持开发区建设

大力推进各类园区、开发区招商引资活动，切实优化开发区

营商环境，加强招商引资的服务保障。支持开发区因地制宜制定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允许开发区在权限内实行 “一企一策”“一

业一策”。

改进招商引资方式。实施特许经营、股权转让、ＢＯＴ、ＢＴ、

ＰＥ等国际化引资方式，灵活运用项目库招商、 “飞地”招商、

产业链招商、盘活资产招商、中介机构招商等新的招商方式。

改进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参照国际通行规则修订政策法规，

发展一批专业化中介机构，提高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以园区招商为重点，着力引进世界

５００强、中央企业、民营大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等战略投资者，

引进引领性、创新性、成长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

第六章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推进重点行业低碳转型。围绕实现 “双碳”目标，实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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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行动，落实能耗 “双控”政策，鼓励工业企业、园区优先利

用可再生能源、余能利用和工业 “绿电”微电网建设，推进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重点推动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

建材、轻工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化改造，实施电机、变压器等重

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行动、工业污水资源化利用行动。鼓励工业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节能、节水技术改造。全面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加快推进工业走廊制造业产业体系向现代化新型绿色工业体

系转换。

第一节　推进重点产业低碳发展

鼓励工业走廊制造业企业、园区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余能

利用和工业 “绿电”微电网建设，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

设。加快推进重点产业低碳发展，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加

快推广汽车产业清洁生产工艺。改造提升石化产业清洁生产水

平，深度布局化工产业循环经济园区，推动危化品装置搬迁改造

和退城入园。坚持绿色食品产业化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推动一

二三产业绿色融合发展，引领玉米深加工企业实现产业融合和绿

色转型。加快智能化、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轨道交通装备研

发和推广应用。推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等重点行业绿

色低碳化改造，实施电机、变压器等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提升行

动、工业污水资源化利用行动。

第二节　提升绿色产业基础能力

—５０１—



发展绿色核心基础零部件，引导企业和研发机构协同开展核

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智能制造高端基础器件。发展绿色关键基

础材料，推动生物基聚乳酸、生物法乙二醇技术等加快产业化进

程，提升工业产品绿色性能。加大重点绿色基础制造工艺的研

发、应用和推广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努力构建高

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夯实绿色产业技术基

础，推动连续法反应和生物酶技术等绿色制药的行业基础和关键

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

第三节　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

围绕节能、节水、低碳、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引导绿色技

术装备向国家重点突破方向发展。加大绿色环保技术装备的有效

供给，支持研发生产工业先进节能技术装备，培育 “能效之星”，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培育一批符合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条件的企

业。加强再制造产品认定与推广应用，提升机电产品再制造技术

水平，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壮大。

第四节　全面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以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为重点，着

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提高绿色精益

生产能力和产品国际竞争力。鼓励企业按照厂房集约化、原料无

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原则建设绿色工

厂，指导园区开展以产业生态链接、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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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废物交换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园区

创建。引导汽车、医药、化工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

带动上游零部件或元器件供应商绿色产品生产。组织开展重点行

业能效、水效领跑者行动，突出节能、高效在推进能源革命中的

优先地位，强化 “节能监察＋节能诊断”，引导企业对标达标。

第七章　支　　撑

第一节　构建产城融合支撑

促进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空间有机融合。坚持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原则，按照

核心区提质、工业区布城、新城区强产的思路，推动城市核心功

能提升、重要片区综合开发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和城

镇融合发展，形成与工业走廊发展相一致、与产业布局相匹配、

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推动产业和城镇互动融合。发挥产业对城镇的支撑作用和城

镇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坚持以工业走廊产业布局为引导，促进产

业集聚，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实现以产兴城融合发展。注重把产业园区作为城镇发展的功能

区，通过城镇建设服务产业园区发展，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工

业园区向城镇集中，使产业园区成为城镇空间拓展和经济发展的

增长点，搭建产城融合互动发展的平台。

构筑功能一体、产城融合的城乡体系。培育区域性生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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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务、交通运输、创新、旅游等特色职能，形成以区域中心

城市为核心、功能节点城市 （镇）为纽带、乡村地域为支撑，生

态空间开敞、城乡风貌各异，紧凑型、网络化的一体化城乡体

系。以区域空间为整体推进规划和建设，统筹城镇建设、产业集

聚、基础设施布局、农田保护、生态涵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第二节　完善交通物流支撑

构建高效、通畅、便捷、安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建成

高效的公路网络体系。加速形成布局合理、层次清晰、衔接有

效、安全便捷的公路运输网络体系，全面支撑和引领工业走廊建

设。高速公路网络进一步完善，形成以长春为中心、连通四辽吉

松、辐射周边区域的 “二环八射多联线”区域高速公路骨架网

络，对工业走廊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加大县 （市）际联

网公路建设，重点打通区域性中心城市与周边市县的便捷联系通

道，加快建设长春至依家屯、白旗松花江大桥、国道绥沈线肇源

至松原等项目，加快推进国道饶盖公路白旗至其塔木、靠山至聂

家、九台至长春和国道牙四线朱家屯至桑树台等项目前期工作，

为尽早开工建设创造条件。完善集疏运体系，支持长春传化公路

港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支持沟通原材料、产成品节点之间的资

源路、经济路建设。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相邻县 （市）通二级以

上公路、县 （市）政府所在地至主要乡镇通三级公路，农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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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更好地满足工业走廊建设和物

流运输发展需要。建成通达有效的铁路网。大力推进铁路主通道

及枢纽建设，充分利用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内既有铁路资

源，新增建设铁路线路，形成速度快、运力大、内外通达、有机

衔接的铁路网。新建长春到辽源至通化铁路，实施长春至图们、

沈阳至吉林铁路扩能改造，建设长春至白城铁路小合隆联络线项

目。新建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相衔接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

建成承接四方、协调配套、多种运输方式相衔接的铁路枢纽。提

升航空运输综合服务能力。加快推进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

工程、新建四平机场、改扩建吉林二台子机场等运输机场，以及

新建梅河口、农安等通用机场项目前期工作。加快形成以长春龙

嘉国际机场为核心的干支互补、运输与通用机场功能衔接的 “一

主多辅”机场群。

优化物流设施布局。按照 “无缝化衔接”要求，推进多式联

运型和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 （物流园区）建设。在继续保持 “长

满欧”常态化运营，研究启动建设 “长珲欧”“平蒙欧”中欧国

际铁路货运班列。培育物流需求，鼓励工商企业推行物流和供应

链管理，引导工商企业剥离物流资产和外包物流业务。大力发展

第三方物流，推进运输、仓储企业物流专业化改造，做大做强一

批现代物流优势企业，引进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进入，提升物流

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和一体化服务能力。完善现代物流发展的市

场环境，建设物流网络平台和区域性物流综合信息平台，完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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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现代物流发展政策和物流市场管理规范，健全物流业相关标

准，建成为东北地区集聚辐射能力最强，系统性、配套性最好，

专业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现代物流中心。

图４　 “一核双廊八通道”交通示意图

第三节　加强能源保障支撑

优先发展电力。加大电源建设力度，确保工业走廊安全、可

靠、稳定的电力供应。加强城市间电网联系，形成多端受电的格

局，提高电网运行灵活性。提高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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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适度有序开发风电，扩大风电清洁供暖规模，实施风电制

氢等风电综合利用示范工程。优先发展光伏发电。积极推进光伏

扶贫项目建设，鼓励采用风光储、光伏农牧业等开发方式，建设

地面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有序

发展垃圾发电。推进生物质固体、液体燃料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大型水电工程和调峰电站项目建设。加快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项

目建设，重点开发伊舒断陷盆地、东南部区和松辽盆地等三个重

点区域。

提高煤炭和油气保障能力。加大省内煤炭资源勘查力度，进

一步加大省属煤炭企业改造升级支持力度，确保煤炭产量。降低

煤炭消费比重，优化煤电发展，控制重点地区、领域煤炭消费总

量，实施煤炭减量替代，压减煤炭消费。以长春和吉林为重点，

推进用煤领域 “煤改气”“煤改电”“煤改生”替代工程。坚持内

稳外引，以松辽盆地南部、伊通盆地为重点加大省内原油、天然

气深化精细勘探开发，提高油气资源探明率和采收率，努力实现

增储稳产。推进长输油气管网、储备库和ＬＮＧ接入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引进西气、俄气，构建多元、清洁、高效的油气供

应体系。推进 “气化吉林”工程，加快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

设，增强天然气净化能力，加大浅层气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提高

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第四节　强化金融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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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生、共赢的产融生态。

化解融资瓶颈。加强企业征信能力、信用体系、产融合作服

务平台和吉林企业云建设，加大对全省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重

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等领域的支持，建设多元化信用贷款支撑体

系，争取投贷联动试点，推动开展供应链融资、创新链融资、融

资租赁，引导金融机构落实 “续贷”“循环贷”“年审制”等金融

政策，降低企业转贷成本。

创新金融服务。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工业走廊区域设立

特色银行，依据产业特色创新金融产品。探索开展合同能源管理

等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碳排放权融资等绿色

信贷产品，培育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互联网贷款试点，鼓励

设立财务公司。创新财政资金引导机制，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

保费用补助等方式，引导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工业走廊区域企业和

项目。

拓宽直接融资。充分发挥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大力吸

引各类投资基金落户工业走廊区域，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有效载

体。加强企业发债综合协调，加快培育合格发债主体。抢抓国家

优先支持符合条件东北地区企业上市的重要机遇，推进企业上市

（挂牌）。

推进债务重组。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经

营业务优势，着力打造债务重整平台。支持工业走廊区域内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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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国有企业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鼓励产业并购基金推动

上下游企业稳妥实施产业链并购重组，化解困难企业债务风险。

第五节　健全数字网络支撑

加快５Ｇ网络部署。顺应国家５Ｇ网络建设发展趋势，协调

通信运营商超前筹划工业走廊区域５Ｇ网络布局，以点带面，持

续发展。依托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北方）示范区和 “旗智春

城”工程，开展５Ｇ网络应用试点示范，发挥新一代移动通信网

络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产业发展

中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推动 “互联网＋”深入发展。

推进企业外部网络升级。推动电信企业加快面向工业互联网

的骨干网络升级，对固定宽带网络进行升级改造，满足企业高质

量宽带接入需求。推进新型无线网络升级与建设，加快部署窄带

物联网 （ＮＢ－ＩｏＴ）、５Ｇ等新型网络，满足大规模工业设备接入

和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联网需求。

推进企业内部网络改造。推动企业采用ＩＰｖ６、时间敏感网

络 （ＴＳＮ）、软件定义网络 （ＳＤＮ）等新型技术对现有网络进行

规划设计和升级改造，加快企业内网ＩＰ化、扁平化、柔性化。

推动企业建设内部无线网络，提高生产环节网络覆盖率。

第六节　注重产教融合支撑

强化技能人才培养。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需

要，发挥产教互补优势，加快培养现代产业技术工人，按照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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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体、以教为先、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的原则，重点推动依

托职业院校，打造产教融合 “双元制”平台；依托产业园区，打

造产教融合 “专业群”平台；依托孵化器，打造产教融合 “双

创”平台；依托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打造产教融合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平台；依托开放的网络资源，打造产教融合网络学习

平台；依托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打造 “互联网＋”平台，加

快技能人才培养，全面满足转型升级带来的技能人才需求。

助力企业家人才提升。以东北工业集团精益管理培训基地等

为依托，强化对企业家及高层次管理人员的培训，全力打造精益

管理生态。实施 “民营企业家传承精英培训计划”，引导企业创

新组织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弘扬和保护企业家创新

精神，推动企业家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支持企业专注

发展核心优势业务，全面提升企业创新驱动能力和水平。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统筹协调

建立健全规划实 施 工 作 协 调 机 制，明 确 省、市、县 推 进 机

构，按照统筹协调、分工合作的原则，统筹产业布局，协调解决

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推进重大项目实施。各市县政府作为本

地区建设工业走廊的责任主体，要研究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

责任，切实推进规划在本地的实施。省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

工，推进规划的实施，同时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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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并强化对各市县工作的指导。

第二节　全面落实政策

牢牢把握中央新一轮振兴东北政策导向，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和我省关于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民营

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形成最大

的政策红利，系统推进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建设。深入开展

前瞻性共建合作，加快落实与国家相关部委签署的合作协议，积

极争取系列政策和项目率先在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落地。

第三节　集中专项支持

省级相关专项资金要将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发展规划的

重点产业作为重点支持方向。充分发挥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

类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集中支持规划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和创新发展。

第四节　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落实 《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进一步改善投

资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加强企业融资服务，把加快

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推动工业走廊建设的最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

充分发挥其增长快、活力强的特点，形成工业走廊加快发展的重

要支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着力形成国企、民企、外企

竞相参与工业走廊建设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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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跟踪考核评估

建立工业走廊规划实施评估制度，加强规划目标、指标和重

大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监测。相关市县政府要将规划实施纳入政

府重点工作，细化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目标责任制。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督

促检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及时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情况汇报评

估。完善规划实施公众参与机制，及时公开规划实施情况，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６１１—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三

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２０２２年２月修订）



前　　言

医药健康产业是吉林省的优势产业，也是 “十三五”时期重

点培育的新支柱产业。随着生物技术、材料技术、信息技术的突

破和应用，医药健康产业正加速进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伴随新

一轮东北振兴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全面实施，深入融入

“一带一路”，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抢抓机

遇，统筹规划建设 “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以下简

称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对于优化医药健康产业生产力布局、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由点到面把医药健康产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

业、形成全省新的发展动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

义。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明确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发展方向和工作重

点，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１１号）、《吉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吉林省医药

健康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本规划。按照２０２１年７月

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依

据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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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标纲要》（吉政发 〔２０２１〕７号）、《吉林省 “十四五”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３７号），对规划进行修

订。

规划期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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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设条件

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具有良好的建设基础和发展条件，具有明

显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区位优势突出。医药健康产业走廊位于我省中部，地处我国

东北经济区地理几何中心、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核心地带，

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支撑区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具有重

要的战略地位。

产业基础雄厚。医药健康产业走廊规划区域内拥有规模以上

医药健康工业企业２２１户，高新技术企业１８１户，科技 “小巨

人”企业１０４户，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品种６５个。投资超３０００

万元以 上 重 大 产 业 化 项 目９９个，计 划 总 投 资５５８亿 元。２０２０

年，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实现医药健康总经营规模１１６０亿元。

集聚效应明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已形成以通化医药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一区一基地”为双核

心，以辽源市、梅河口市、白山市和敦化市４个医药高新技术特

色产业基地及长春市双阳区、东丰县、通化市东昌区、通化县、

辉南县、靖宇县、抚松县、长白县８个中药产业基地县为补充的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大格局。医药健康产业集中度和集聚水平明显

提升，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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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较强。医药健康产业走廊拥有医药健康领域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９个、重点实验室２５个、中试中心８个、院士

工作站１１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３５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４９

个。

产业特色鲜明。长春市已建成集研发、生产、人才培养和信

息服务于一体的生物产业基地。通化市依托产业集聚优势，以专

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为支撑，已成为国际知名医药城。辽源

市、梅河口市同步推进化学药与中药发展，加快建设化学原料及

合成药生产基地、中成药生产基地和医疗器械产业园。白山市加

快推进以人参等道地药材资源开发为特色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延边州以中成药生产开发为特色，“敦化国家医药城”建设规模

快速增长。

政策环境优化。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医药健康产业发

展，２０００年就成立了省医药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２０１６年将

省医药健康产业推进组更名为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

后以省政府名义印发了３个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编制了５个医药健康产业五年发展规划，推进了 “科技人参工

程”“保健食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１０余个工程和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年设立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年经费１０５亿元，

从政策和经费保障上提高了市场活力。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区域内

各城市更加重视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持续出台政策，增加财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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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入，扩大招商引资，引进国内外医药健康企业。

第二章　发展趋势

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全球药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中国、巴

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土耳其和韩国七大新兴市场药品销

售额年均增长１３％—１６％。２０１７年，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中的医

药健康服务业和医药工业两大子行业市场规模均超过万亿美元，

分别达到８万亿美元和１６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药

品市场，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增速远超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水平，已成为近年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随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老龄化加剧、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

民健康理念不断提升、支付能力提高以及政府医疗改革深入推进

等因素的影响下，医药健康的刚性需求将持续增长，我国医药健

康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新常态。随着国际化分工协作增强，研发

风险分散，发展中国家成为研发外包和生产外包的重要市场。品

质制造成为热点，带动产业由资源投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

高产业科技含量、改善产业价值链位置、增加产业附加值是医药

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随着智能化时代全面开启，“互

联网＋”、大数据、云 计 算、精 准 医 疗、药 物 芯 片、智 能 穿 戴、

智慧医疗、商业模式创新正在重塑医药健康产业新格局。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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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新一轮并购热潮，医药流通强强联合更趋集中，大健康产业

跨界与转型成为新趋势。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近年来，国家围绕医药健康产业发布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我国医药健康产业迎来了空前利好的政策环

境。２０１３年， 《国 务 院 关 于 促 进 健 康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国发 〔２０１３〕４０号）明确提出推动健康产业发展。２０１５年，国

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健康中国”概念，“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６年，《“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发布，

成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

台，将为医药健康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行业监管和医改政策持续产生影响。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注册标准提高、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药品生产工艺自查核查等政策，将促进技术创新、优胜劣汰

和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两票制”、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药电商解禁、

阳光自主采购、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措施的推行，对医药健康产

业发展态势和竞争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产业经济增长面临新压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受宏观经

济变化、药价改革、生产成本等因素影响，医药健康产业增速有

所放缓。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医药健康产业将继续面临速度换挡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负作用消化期 “三期叠加”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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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第三章　存在问题

从全球、全国、全省三个层面看，打造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还存在 “三个跟不上”“三个结合难”和 “三个进程慢”的问题。

——— “三个跟不上”。

产业转型跟不上全国乃至全球的速度。医药健康产业正加速

由资源主导型向资本主导型、由传统加工型向科技创新主导型、

由区域性向全球性、由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约束向全球标准约

束、由普通规模企业主导向特大企业集团主导等五个方向转变。

我省医药健康产业仍处于依赖资源发展、以传统加工和区域性发

展为主、缺少大企业集团主导的初级阶段，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

睫。

企业转型跟不上全国乃至全球的速度。医药健康企业正加速

向研发和生产人工智能化、产品和工艺国际标准化、产品和营销

市场精细化、核心产品价值战略化、企业超级集团化 （企业联合

打造超级集团）等五个方面转变。我省医药健康企业的工业化和

信息化仍低于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不到

位，企业多小散、产品同质化竞争和重复生产现象严重，企业竞

争优势不突出，企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产业政策跟不上全国乃至全球的速度。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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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政策引导，虽然我省已制定了一些促进产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但与发达地区比，医药健康产业资金投入力度不足，人才持

续向条件更好的外省 （市）流出，政策导向尚不足以引导医药健

康企业向做大做强方向蜕变。

——— “三个结合难”。

医药健康产业与先进技术结合难。我省高校、科研院所等科

教单位的成果转化还存在着体制和政策障碍，科研选题与市场需

求结合不紧密。科教单位与企业合作，在成果分配、风险承担及

知识产权方面易产生分歧，影响成果转化。随着新药审批门槛的

逐年升高，企业的创新热情减退。企业创新投入明显不足，创新

能力较弱。

医药健康产业与金融资本结合难。金融资本看不到医药健康

产业的风险收益，以民营企业、家族企业为主要类型的医药健康

企业很难进入资本市场估值体系，国际资本对中药产业不认可。

我省医药健康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资本有效

供给不足。

医药健康产业与国际市场结合难。中药药理、医理和作用机

制等方面没有统一标准，中药很难进入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医

药市场，即使进入也面临着极高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

——— “三个进程慢”。

最新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慢。科技成果转化难、收益上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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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挫伤科研人员积极性。全省获取最新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也

慢于发达地区。

适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进程慢。我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模式以及金融资本介入水平，都导

致了适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进程要比发达地区慢很多。

打造医药健康品牌进程慢。医药健康企业多而散乱、大而不

合、各自为政、过度竞争，各地财政资金分散使用、可以共用的

设备重复投入等，无法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健康品牌。

第四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深入融入 “一带一路”和亚太经济圈，突出医药健康产业走

廊内节点区域共建共享一体化布局，按照创新驱动、特色突出、

统筹布局、优化升级的总体要求，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以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为导向，以科技创新支撑

产业发展为引领，以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培育壮大新动能、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建设中节点区

域的特色产业园区、新型研发平台和重点医药健康企业为载体，

以大品种、大项目、大企业和大集聚区为抓手，优化医药健康产

业生产力布局，重点做强中药、生物药、化学药 “三大主导板

块”，积极做大保健食品与特医食品、医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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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设备与检测仪器、医药商业与流通、医疗与健康服务 “五大

潜力板块”，着力打造具有创新引领、联动融合、特色发展、开

放共享、设施保障、文化底蕴、绿色生态、民 生 福 祉 “八 大 功

能”的产业走廊，加快推动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和整体水平跃

升。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坚持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开放创新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发展。坚持科

技引领，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塑造增长新动力、打

造发展新引擎，为实现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

力。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完善相关支

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八

大板块”，加快推动医药健康产业整体水平提升。巩固中药、生

物药、化学药等产业优势，实现率先突破。做大保健食品与特医

食品、医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制药设备与检测仪器、医药商

业与流通、医疗与健康服务等板块，补齐产业短板。

优化结构，开放合作。通过改组、兼并、联合、引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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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结构等方式，壮大企业规模。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

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新的

比较优势。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初具规模，形成产业布局更

优、集聚程度更高、产业规模更大、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格局，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超

过８％，把医药健康产业打造成我省新的支柱产业，把吉林省打

造成国内外知名的北药基地。

开发一批医药健康新产品。加快创新药物、仿制药物等药

物，以及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产品的开发。到２０２５年，研制

开发新产品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医食品）４００个以

上，取得各类生产批件１５０个以上。

培育一批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医药健康骨干企业。通过扶优

龙头企业、扶强优势企业、扶持新引进企业和小微企业，培育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１００亿元企业１－２户、超１０亿元企业１５户。

医药健康领域主板上市企业在现有基础上新增１－３户。

扶持和培育一批大项目、大品种。加快推进医药健康重大产

业化项目实施，完成８０个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重大产业化项目建

设，扩大医药健康产业经济总量。加强大品种培育，完成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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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品种二次开发５０个以上，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超５０亿元

品种１－２个、超亿元品种２０个以上。

培育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以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基地

等为载体，力争将长春市和通化市打造成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核

心区，在辽源市、梅河口市、白山市和延边州建成超百亿元医药

健康产业集群。

第五章　区域布局

总体布局上，构建 “一廊、二核、多点集聚”的发展格局，

打造２个超千亿级、４个超百亿级集聚区域，形成 “布局合理、

结构协调、重点突出、特色明显、互动关联、共同发展”的医药

健康产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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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廊。即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二核。即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和通化国家医药城。

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有效利用长春市科研辐射带动的核

心作用，发挥科技带动、产业示范、配套服务等功能，以中药、

生物药、医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健康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

向，着力建设集研究开发、高端产品生产、人才培养、信息服

务、产业资本集聚、创新资源汇聚的医药健康产业基地，把长春

市打造成以创新为特色、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级的动力核心，发

挥走廊门户作用，辐射带动其他地区加快发展。

重点建设东北亚智慧健康自主创新示范园、摆渡中医药健康

产业园、北湖生物与医药健康产业园、北湖科技园生物医药创新

园、亚泰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园、吴太医药产业园、中古 （长春）

生物技术国际合作区、吉林医药健康产业园、长春健德生命科学

产业园、中国吉林梅花鹿产业园。

通化国家医药城。依托通化市产业基础雄厚、集聚发展的明

显优势，以建设我省向南开放窗口为依托，以医药、食品、旅游

产业为支撑，发挥制造业集聚以及中药集散地的重点功能，对接

长春市动力核心功能，提升科技研发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加强专业性的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将通化市打造成以医药制造业

为特色、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级的制造核心。

重点推进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加快通化县人

参科技产业园、通化东宝生物科技产业园、通化台湾生物科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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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通化中韩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积极推进通化市东昌区

圣清颐年居康养中心、弘康丽城养生园长乐居居家健康养老小

区、通化龙溪谷健康小镇等康养中心建设，积极打造鸭绿江边境

旅游合作区、高句丽文化旅游观光区、龙湾生态旅游度假区和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等健康旅游产业示范区。

———多点集聚。即打造４个超百亿级集聚区。

辽源市。以化学药与梅花鹿产业为特色，重点建设化学原料

及合成药生产基地，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优质化学原料药。加快

推进梅花鹿规范化养殖及系列产品开发。

重点推进吉林省美罗国际生物科技药业总部及生产基地、吉

林省博大制药和百康药业医药产业园、吉林东丰药业梅花鹿产业

园等产业园区建设，依托辽源同城医药器械物流园区，打造医药

保健品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

梅河口市。巩固和提高化学药产业优势地位，大力发展中药

产业，积极培育生物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加速在梅河口市打造形

成新的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产业集群。

重点加快生物医药工业园区建设，布局新引进医药项目和现

有企业扩能改造项目。进一步突出园区招商，扩大与四环制药、

步长制药、国药集团、康美药业等国内知名企业合作，突出发展

药品生产和总部经济，以及物流、包装、研发、检测等相关配套

产业，努力打造我省医药健康产业新的重要集聚区。

白山市。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中药材资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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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以人参等道地药材资源开发为主的中药及健康产品产业，

打造医药健康产业原料生产基地和健康产品生产基地，为全省乃

至全国提供优质原料与特色健康产品。

重点推进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太安堂人参产业园、长

白山人参中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施慧达创新药物研

发、金森赛德人参降糖新药等重大项目建设，打造医药健康产业

新优势。

延边州。围绕长白山资源、朝医药特色、中俄朝区位等三大

优势，重点建设敦化－延吉现代中药产业带、敦化国家医药城和

延龙图一体化医药健康产业区域中心，培育形成医药健康产业新

优势。重点加快中国龙井大健康示范产业园、人参交易市场、桑

黄健康小镇、宁波北仑·吉林汪清健康科技孵化园、步长宝石健

康小镇、珲春国际生态养生谷建设，推动 “旅游集散地”“美食

商贸一条街”“温泉康复”“食药养生”等特色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吉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重点推进特色

医药工业园区、健康医药产业国际合作区、沿长吉图形成新的产

业隆起带 “两区一带”建设，引导敖东药业集团逐步成长为 “百

亿企业”，规划建设 “十大特色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打造集

商贸、服务、文化、生态旅游为一体的 “长白山中药生态谷”。

第六章　发展领域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取长补短、协调发展，加快推动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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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整体水平提升。巩固中药、生物药、化学药 “三大主导

板块”产业优势，实现率先突破；做大保健食品与特医食品、医

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制药设备与检测仪器、医药商业与流

通、医疗与健康服务 “五大潜力板块”，不断补齐产业短板。

第一节　三大主导板块

———中药产业。充分体现一产与二产的深度融合，不断保持

中药产业在全国的竞争优势和地位。强化中成药研发与生产能

力，提升中药智能化制造水平，推动中成药产业技术进步与升

级，保持中药产业大省优势地位。以中药材种植加工、饮片标准

化生产、精深加工产品开发生产为突破口，加快中药产业结构调

整，不断壮大产业规模。

中药材生产技术集成、质量标准提升。重点围绕人参、梅花

鹿等中药材大品种，以及紧缺、濒危道地中药材，加强生产关键

技术提升与集成，强化产地加工技术研究，从源头提升中药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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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和安全性。推进中药材地方标准制修订。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强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研究

与示范推广，建立良种生产示范基地。集成先进生产技术，加快

规范化、规模化与标准化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为中药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优质原料。

中药材精深加工与转化增值。加强道地中药材传统功效科学

诠释研究，加强饮片炮制工艺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推进中药材炮

制规范制 （修）订。加强配方颗粒、食品添加剂、化妆品等深加

工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积极探索配方颗粒试点建设。

创新中药开发与产业化。以吉林省道地中药材为基源，针对

心脑血管疾病、妇儿科疾病等中医优势病种，挖掘传统方剂、经

典名方、院内制剂和名老中医经方，开发复方、有效部位及有效

成分中药新药，加快推动疗效确切、临床价值高的创新中药研发

与产业化，加快满药、朝药等民族药开发。

已上市产品技术提升与二次开发。以药品生产工艺自查核查

为契机，加强中成药生产工艺的规范化研究，强化中成药质量稳

定性、可控性、有效性和安全性等中药标准化研究，提升中成药

制造的智能化水平，强化产品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围绕药效物

质基础、质量标准提升、药效机制、临床再评价和药物经济学等

内容，支持中成药大品种和名优中成药持续开展二次开发，提升

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生物药产业。不断强化疫苗、基因重组药物等产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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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升级、产品换代，巩固现有优势地位。坚持创制与仿制相结

合，以抗体药物、血液制品、干细胞及基因治疗等产品开发生产

为突破口，不断提升生物药产业的竞争优势。

疫苗新产品研发与大品种二次开发。加快治疗性疫苗、联合

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多表位重组疫苗等新产品的研发与产业

化，加强国外上市大品种的仿制开发。推进流感、水痘等已上市

疫苗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保持疫苗产业国内领先地位。

抗体药物研发与产业化。加快治疗性人源单抗药物、治疗性

特异多抗药物、食源性特异抗体药物、抗体偶联靶向新药、重组

蛋白药物等抗体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

基因重组药物开发与优势产品升级换代。重点开展基因重组

药物的开发与产业化。围绕市场优势突出的已上市基因重组药

物，开展产品升级换代研究与产业化，不断提高产品市场占有

率。

干细胞及基因治疗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加强干细胞及基因治

疗技术、治疗产品的研发，加快技术与产品产业化进程，开拓生

物药产业新领域。

生物药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加强疫苗规模化生产和纯

化、无血清无蛋白培养、单克隆抗体、核酸和蛋白质大规模细胞

培养与纯化等关键技术研究，加快产业化进程。

———化学药产业。不断增强现有的化学原料药和制剂产业发

展优势。以化学药一致性评价为契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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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重大疾病创新药仿制为突破口，加快高端原料药、化学药

品制剂、重大创新药物开发，加快化学药产业发展，打造医药健

康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极。

高端原料药及中间体开发与产业化。立足我省资源优势，通

过高端原料药高效合成技术、药物中试放大技术、质量控制体系

建设等关键技术突破，开发高端原料药，发展低污染、低能耗和

高附加值的绿色原料药。

重大创新药物开发与产业化。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化学创

新药物的开发。强化天然产物化药的研究与开发。围绕重大疾

病，加强国外专利到期药物的首仿和抢仿、非专利药物的仿制开

发与产业化。

已上市产品技术提升与产业化。以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为契机，加快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提升产品质量和

疗效。支持化学药大品种持续开展技术升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

力。支持生化药物开展以生物学方法为主要手段的技术升级与产

能扩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型制剂与制备技术开发。加快缓释、靶向、长效、预充注

射器等新型制剂、新型给药方式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快开发手性

合成、酶催化等化学药制备技术，提升化学药工艺技术和质量控

制水平。

第二节　五大潜力板块

———保健食品与特医食品产业。突出我省资源特色，加快推

进高附加值的特色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以及特医食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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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业化。

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以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出

台为契机，加快推进高附加值、特色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不

断壮大保健食品产业规模。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开发与产业化。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为契机，加快推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的开发与产业化。

———医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产业。立足我省光学、精密仪

器等领域的研发优势，坚持差异化发展，重点推进体外诊断、智

能监测设备、医用康复器材、医用健康材料等产品开发与产业

化，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培育医药健康产业新板块。

体外诊断产品开发与产业化。以国家加快医疗器械国产化为

契机，加快数字诊疗装备、体外诊断产品的开发。重点开展分子

诊断、基因诊断、免疫分析等诊断仪器的开发与产业化。加强体

外诊断设备、检测试剂、信息化管理软件和数据分析系统的整合

创新，加快检测试剂标准建立和新试剂开发。

医用健康材料开发与产业化。重点开展可吸收性骨科植入材

料、人工关节和脊柱、３Ｄ打印骨科植入物、牙种植体等医用材

料，以及功能性敷料、医用粘结剂等医用高端敷料的开发与产业

化。

已上市产品技术升级换代。重点开展已上市、国内市场优势

明显产品的技术升级与产品换代，提升市场竞争力。

智能监测设备的开发与产业化。重点开展远程医疗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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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监测设备、健康管理系统等智能监测设备的开发与产业化。

开展可穿戴医疗器械核心通用部件开发与产业化。开展家用医疗

设备和康复医疗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药用包材和辅料的开发与产业化。依托资源优势，开展输液

袋等医药和食用包材、向日葵果胶等药用胶囊、普鲁兰多糖等天

然辅料的开发与产业化，完善产业链条。

———制药设备与检测仪器产业。立足我省研发优势与装备制

造业基础，坚持突出重点、特色发展，重点推进制药设备及生产

线，中药材播种机、采收机等中药材生产农机具，以及药品检测

仪器的开发与产业化，加快培育医药健康产业新板块。

制药设备开发与产业化。重点加强中药饮片生产设备、前处

理设备、提取分离设备、制剂设备、药用粉碎设备、制药用水设

备、药品包装设备、药用制冷设备等制药成套设备的开发与产业

化，提升现有生产装备智能化及制造过程自动化水平。

中药材生产农机具开发与产业化。立足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优势，重点开展中药材播种机、收割机等中药材生产农机具的开

发与产业化。

药品检测仪器开发与产业化。重点提升药品安全现场检测仪

器的集成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快配套试剂开发与产业化。加快阿

达玛光谱分析仪、双脉冲激光诱导击穿光谱分析仪等实验室定量

检测仪器的开发与产业化。

———医药商业与流通业。分类扶持流通企业发展，推动零售

企业连锁经营，鼓励医药企业营销创新。以 “数字吉林”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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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推动现代医药商业信息化建设，加快医药物流配送体系和

电子商务发展，优化医药健康商业模式，不断壮大医药商业与流

通业产业规模。

推动零售企业连锁经营。鼓励具备条件的大中型药品流通企

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推动中小流通企业特色化发展、满足多

层次市场需求，鼓励支持骨干企业整合现有零售单体药店，推动

药品流通企业跨区域、多层次发展。

推动医药营销创新。加快医药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鼓励企业

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积极探索新型营销模式，优化医药健康商

业模式，发展壮大医药商业与流通业。

推动现代医药商业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医药流通领域的物

联网系统建设，加快医药物流配送体系和电子商务发展。

———医疗与健康服务业。培育医药健康产业新业态、不断壮

大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坚持特色发展和整体推进，加快推进社会

办医。发展中医养生保健与康复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加快培育

健康养老、健康旅游、健康管理等新业态。

加快推进社会办医。不断提升各类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水

平，支持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等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推动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发

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提高中医药保健服务水平。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与康复服

务，推进医养结合。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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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康养新业态。依托我省生态、医疗、旅游等优势资

源，加快培育健康养老、健康旅游、健康管理等新业态，打造一

批以医疗健康和养生宜居为主题的特色小镇，推进健康旅游和康

养示范基地建设。

第七章　功能定位

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建设，突出打造 “创新引领、联动融合、

特色发展、开放共享、设施保障、文化底蕴、绿色生态、民生福

祉”八大功能，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

级和整体水平跃升，实现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节　打造 “创新引领”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创新引领”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核心。要加大投入

力度，强化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在传统药企转型升级、做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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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创产品、创新产业孵化模式的同时，不断培育产业 “新宠新

贵”。

传统药企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强化 “精准”。在道地中药材精

准种植、传统药物精准治疗、医疗器械效能精准提升等方面，强

化科技要素支撑，做到每个产品在某个疗效上作用最显著，以最

精准的定位拓展市场，重塑市场格局。

做强做大原创产品的核心是强化 “扶持”。统筹企业、财政、

金融资源，采用风险投资、保姆服务、全程孵化等方式，快速扶

持原创产品做大做强。加大从国外引进拥有原创医药健康产品研

发团队的力度，探索与发达地区孵化资本联手，实行 “吉林研发

生产制造、孵化资本股权分红”的联动引智、共享发展的新模

式。

创新产业孵化模式的核心是 “专业”。要依托专业的医药健

康产品研发企业或机构，大力加强与全球医药健康产业资本的联

系，在长春市、通化市和梅河口市建立生物药与医疗器械科技企

业孵化器、中药科技企业孵化器、化学药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快

原创药物、高端仿制药物和智慧医 疗产品等 “新宠新贵”的培

育。支持３个孵化器在走廊内设立分孵化器、联合孵化器或孵化

网点，着力形成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孵化网络。

第二节　打造 “联动融合”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联动融合”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关键。要以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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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进联动融合发展，其关键就是 “全产业链促联动、数字经济

促共赢、产业资本促融合”。

全产业链促联动。核心是按照医药健康产业各子行业整合产

业链，分别从原料来源、生产、销售、市场反馈等环节梳理企业

资源、信息资源，以市场机制促进产业链内部资源整合和企业联

动。

数字经济促共赢。核心是以建设 “数字吉林”为契机，突出

信息技术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链

各环节协调共进，在数字企业、数字销售、数字化园区等方面加

大投入，强化产业信息对产品生产、产品市场以及产业资本的导

向性作用，把建设数字化走廊作为重要目标，着力推动企业、园

区和区域共赢发展。

产业资本促融合。核心是发挥产业资本的主动性和市场机制

的主导性，打破产业资本的行政界限，积极鼓励医药健康产业走

廊内产业资本自由流动，及时解决走廊内部个别企业流动资本不

足的问题。支持和鼓励走廊内医药健康企业并购重组，引进国内

外战略性资本整合我省医药健康产业资源。

第三节　打造 “特色发展”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特色发展”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首要任务。要打造

特色走廊，切忌样样发展、样样不精。

强化市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以企业主体性为核心，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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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动性为动能，赋予医药健康产业新内涵，让经得起风浪的医

药健康企业主导产业走廊建设。面向前沿领域，推动核心技术突

破，对接全球产业资本，把有潜力的企业打造成 “独角兽”，带

动全省医药健康产业进入新层级。

统筹顶层设计和基层活力。通过顶层设计，统筹科技、基础

设施、文化、生态环境、开放发展等因素，塑造区域核心特色。

激发基层活力，让地方政府、医药园区 （企业）在打造区域核心

特色基础上，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第四节　打造 “开放共享”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开放共享”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机遇。 “走”是关

键，只有让资源和产品 “走”起来，才会发现不足、取长补短，

加快发展。

统领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支持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外医药

企业向产业走廊内集聚，以及走廊内企业兼并、控股其他区域企

业。支持走廊内企业牵头建立技术转移转化联盟和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提高走廊内企业在全省医药健康产业中的地位，通过

建设医药健康产业高地，带动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跨越升级。

积极参与国内外医药健康市场发展。深入融入 “一带一路”

和亚太经济圈，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合

作，把技术引进来，使产品走出去，积极搭建技术共享平台，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打好质量牌、绿色牌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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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积极扩大进出口规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并购或参股国

内外医药或研发机构走向国际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引入国际

一流药物研发人才。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参与有关国际新药标准的

制定。

大力引进国内外医药健康企业。面向国内外知名药企、上市

药企以及准 “独角兽”类药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支持新引进

企业建设特色园区，利用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周边企业

共同发展。

第五节　打造 “设施保障”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设施保障”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基础。建设产业走

廊，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和生产紧密相关的水、电、热

供应以及交通、仓储、网络等各方面的基础设施。

探讨建立同质同价的水、电、热、气供应网络和供应机制。

统筹价格政策以及补贴奖励政策，保障走廊内医药健康企业能够

享受全国最低水平的水、电、热、气价格。

完善交通、仓储、网络设施建设。鼓励走廊内部建立物流绿

色通道。支持长春、通化、长白山等机场探索开通运输医药健康

产品的专门货运航线。鼓励空港园区、医药园区建立药材、产品

的专用仓储设施。探索推进医药健康园区信息网络建设，支撑医

药健康园区数字化提升。

第六节　打造 “文化底蕴”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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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灵魂。要把医药健

康产业文化作为全省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强化对医药健康产业文化的宣传。推出一批具有吉林医药健

康产业特色的动画作品、文艺作品，讲好吉林医药故事，加强吉

林医药形象塑造，广泛利用青少年科普基地、新媒体、新技术等

载体，强化对医药健康产业文化的宣传和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走

廊形象的塑造。

第七节　打造 “绿色生态”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绿色生态”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重要优势。必须融

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 “绿水青山好药材、

绿色低碳好产品”的 “双绿”行动，积极打造绿色产业走廊。

把 “绿水青山好药材”作为打造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重要内

容。加快发展绿色中药材种植业，为全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

质量优良的绿色中药材原料。探讨打造以医药企业 （园区）为平

台，以医药健康养生旅游为亭阁，以中药材和景观塑造为连廊的

发展格局，打造特色中药材景观带和产业带。

把 “绿色低碳好产品”作为产业走廊发展医药制造业和相关

服务业的核心理念。加强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建设，加强园区固

体废弃物及污水等方面的治理，打造一批可开发工业旅游的医药

健康产业园区和企业。支持医药制造业企业结合自身特色发展药

食药膳以及康养产业，有序向关联行业拓展，统筹开发产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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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资源。

第八节　打造 “民生福祉”的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民生福祉”是建设医药健康产业走廊的根本目的。要突出

造福民生的本质属性。

加快发展造福民生的区域特色产业。医药健康产业涵盖一二

三产业，要把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列为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老工业基地振兴、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着力强

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合发展。围绕医药企业 （园区）建设新型

城镇或特色小镇，在城市或近郊强化医药制造业，在远郊大力推

进医药旅游业和中药材种养殖业，使医药健康产业成为造福民生

的区域特色产业，带动人民群众增收致富。

强化产品 （服务）质量和生产管理的监管。加强医药健康产

业产品 （服务）质量和生产管理的监管，统筹药食安全、器械安

全、生产安全、生态 安 全，深 化 行 政 监 管、群 众 监 督、智 慧 监

测，保障医药健康产业造福民生的本质属性。

第八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强化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组

织协调作用，集成各成员单位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探索服

务新方式、新方法，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加强全省医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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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走廊区域产业发展与 “一带一路”倡议及老工业基地

振兴、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统筹协调。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

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

分阶段推进。结合全省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分

两个阶段推进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建设。先期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加强走廊核心建设，支持其他地区自由发展。后期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推动走廊加强延伸辐射能力，促进廊内和廊外产业发展的

链接联合，推动全省医药健康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节　打造医药健康产业平台体系

建设产业发展平台。在医药健康产业走廊６个节点城市，按

照产业定位，全面推进特色园区建设，把特色园区建设成为医药

健康产业的承载区、创新成果的集聚区、创新服务的密集区、引

领发展的示范区。优先支持通化国家医药高新区、长春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发展，创建医疗器械产业园、药品安全示范园区、国际

内陆港务区和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建设医药电子销售、

医药健康产品第三方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引导各类要素向产业

园区集聚。加快推进辽源、梅河口、白山和敦化医药高新技术特

色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先进技术、关键技术的引进应用与技

术升级改造，创建一批管理规范、环境友好、特色突出、产业关

联度高的产业集聚区。

建设产业孵化平台。加快推进创制药物孵化基地、中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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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产业基地等基地建设和孵化能力，提升基地承载能力和孵

化水平。突出园区主导产业特色，引导园区企业抓好重大项目储

备与投资，加快企业异地改造进驻园区进程，有针对性地引进域

外企业通过并购、控股等方式参与基地建设，扩大园区集聚规

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

和社会组织广泛合作，按照共建共享原则，探索建设专业化的新

型研发机构，提升科技创新综合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科研机构和

创业投资者，孵化一批优秀科研成果。加快重点实验室、企业技

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建设药物临床

试验机构。

建设绿色药材原料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广泛合作的优势，发挥企业优势，建立优质中药材原料信息溯

源体系，打造长白山特色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 “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基

地，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中药材原料。积极推进中药材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扶贫车间、良繁基地建设。鼓励中药材产业园区创建

全国、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鼓励道地药材申请地理标志和专用

标志。

第三节　完善医药健康产业创新服务体系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借助医药健康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专利

信息技术展示交易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结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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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力量，加快推进技术、成果、人才等创新要素向医药健康企

业流动，为优秀创新成果在产业走廊快速转化提供高效、便捷的

全方位服务。建立激励机制，加速医药健康新产品、新技术的研

发与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外包研发成果、引进关键技术或购买核

心专利在本地转化。

推动创新资源共享。整合各类创新服务资源，通过政府引导

和扶持，提高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中试中心、院士工作

站的公共创新服务效率。鼓励和支持大型医药动物试验中心、药

品检测中心、医药临床研发服务外包 （ＣＲＯ）等第三方专业科

技服务机构建设。搭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文号转让平

台，提供产品转让信息和政策咨询指导。逐步放宽药品文号转移

限制，减少同质化竞争。

创新科技金融模式。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

赁等金融工具，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医药健康企业的信贷

支持。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业务，有效解决医药健康

领域小微企业和专利发明人融资难等问题，加速专利成果转化。

第四节　加快企业培育和项目实施

加快大企业集团、骨干企业发展和新兴企业培育。扬长补

短，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医药健康产业集

中度。以医药健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和小巨人企业

为重点，发展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加快培育一批新兴企业和小微

企业。

加强大项目、大品种和大品牌培育。加快推进投资超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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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２０２５年前能够投产的医药健康重大产业化项目建设。加

快培育单品种年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品种。加强医药健康领域地

理标志商标、吉林省名牌产品的培育、认定和保护工作，培育大

品牌。

加快医药健康企业上市步伐。优先将医药健康企业纳入上市

挂牌培育体系，积极推动医药健康企业上市。推动符合条件的医

药健康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吉林股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以科创板设立和试点注册制为契机，加快推进科创板企业

培育。

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通过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投资运作，

支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医药健康上市企业通过

配股、增发、非公开发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扩大融资规

模。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医药健康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进行低成本融资。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组织省内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展览

与推介活动，逐步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帮助省内企业争

取更多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通过制定合理的医保药品支付标

准等方面，支持省内医药健康企业发展。借鉴浙江省经验，凡通

过国家药监局核准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可直接在

省平台挂网，纳入医疗机构采购目录，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使

用。

第五节　突出创新驱动和人才支撑

加强创新驱动。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载体，发挥人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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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和医疗机构等各方面优势，通过资金和政策扶持，完善

医药健康产业产学研用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应用基础与重大关键

技术研发，取得一批重大突破性成果。加快自主创新产品开发，

提升医药健康产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支持大品种技术升级改造，

提升药物创新能力和质量疗效，寻找新的市场卖点。推动种养殖

业、制造业、旅游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构建三产融合发展新格

局。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合作，引进先进

技术，搭建技术共享平台，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强化人才支撑。深入探索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利用院士工

作站等平台和各类科研项目资助的优势，吸引、集聚和使用高端

智力人才，引得来、留得住，政策落实到位。加大对医药健康专

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帮扶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帮扶企业培训下

一代管理人，破除家族企业固有管理模式，增强企业竞争活力。

强化产业标准制修订。加快道地中药材生产、医疗卫生机构

管理、医疗服务、特色优势诊疗服务和保健服务等领域的地方标

准制修订，积极推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修订。推进医疗卫

生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健康养老机构等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建

设，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广应用先进质量控制技

术，完善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

第六节　加强招商引资与对外开放

加强与国内外全方位的战略性合作。加强与浙江、北京、上

海、广东、黑龙江、辽宁等省 （市）合作，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与

战略投资者。加强与医药健康产业专业协会合作，积极引导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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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来吉林投资兴业。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开

放性的国际合作关系，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

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和大企业集团的引进。支持全球制药５００

强企业和药品流通１００强企业来医药健康产业走廊投资。积极支

持已投资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再投资。有针对性地引进域外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投资医药健康产业。支持医药和化工、医

疗器械和装备、中药材和中成药、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和流通企

业强强联合，形成上下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

加快国际医药产业合作区建设。深入融入 “一带一路”和亚

太经济圈，立足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发挥俄罗斯土地、港口等

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等产业，探讨建设中俄跨国医

药健康产业生产加工基地的可行性。

加快推进吉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建设。深化我省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医药产业合作，积极开展科技

创新、产业合作、国际培训、人才培养、国际贸易等多层次、高

水平交流与合作，推动吉港澳优质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葡语系国

家、欧盟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

加快对外交流与合作。继续举办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成

果对接与技术交流等系列活动，扩大对外开放度，加强对外交流

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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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六

长通白延吉长避暑休闲冰雪旅游

大环线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前　　　言

为贯彻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

定精神，落实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以旅游环线空间优化引导全域旅

游创新发展，强力推进环线旅游功能区崛起，特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范 围 为 吉 林 省 中 东 部 地 区，以Ｇ１京 哈 高 速 公 路 为

界，包括长春市东部地区 （双阳区、九台区、德惠市、榆树市）、

吉林市 （蛟河市、桦甸市、舒兰市、磐石市、永吉县）、四平市

（伊通县）、辽源市 （东丰县、东辽县）、通化市 （集安市、通化

县、辉南县、柳河县）、白山市 （临江市、抚松县、靖宇县、长

白县）、延边州 （延 吉 市、图 们 市、敦 化 市、珲 春 市、龙 井 市、

和龙市、汪清县、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等地

区，总面积约１２３６万平方公里，综合考虑与辽黑两省的省际协

作发展，适时推进中俄、中朝边境与跨境旅游协作。本规划主要

依据我省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大环线区域旅游实

际，强化创新驱动，对环线空间布局与功能结构进行细化落实。

本规划是指导我省东部旅游环线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与结构优

化的主要依据，各地区、各部门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遵循本

规划。

规划期限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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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

第一节　机遇与挑战

机遇交汇。国家启动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

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贯彻全域旅游、乡村振兴、东北全面振兴等重大部署，

为我省旅游业发展提供战略机遇；深耕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和 “三亿潜在避暑人群”两个三亿人市场，双业并举，双品牌打

造，形成了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四季皆有特色的全

域、全季旅游发展格局；以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深入挖

掘 “冰雪丝路”文化价值，建立现代化寒地冰雪经济体系等一系

列重大战略、重大举措，为我省冰雪旅游发展激发了强大的市场

潜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大规模、高品

质、细分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对接辽黑蒙周

边省及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客源市场，按照３

次的出游率，构成近１０亿人次的高支付能力旅游市场，自驾游、

家庭游、乡村游、休闲度假游等客源市场日益向好。省委、省政

府将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对统筹四季，提升生态旅游发展品质和水平，加速兑现

“金山银山”生态价值，推动东部环线区域旅游产业深度调整、

结构优化和跨越发展带来难得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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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严峻。东部环线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相对领先，以大长白

山区域山地森林河湖为主体的国土空间开发强度高、生态环境优

越，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体的旅游交通环线正在形成；环线区

域旅游发展不平衡，旅游跨省区协作较少、省内跨地区联动较

弱，边境跨境旅游发展不突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有待增强；城镇化水平较低，旅游产业链拓展乏力，市场主体

（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缺位，投资、营商与消费环境有待优

化。

第二节　优势与问题

资源优势明显。东部环线区域以山地森林河湖生态系统为

主，旅游资源特色突出、系统性好、景观优美、丰富多彩，具有

世界级的生态旅游资源与生态基础。

区位向东开放。东部环线区域处于我省东南部，与辽黑两省

相接，东隔鸭绿江、图们江与朝鲜接壤，并通过珲春与俄罗斯远

东地区连接，是我省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

的重要地区。以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交通大环线基本形成，高速铁

路正在加快建设中。

区域文化独特。东部环线区域是我省重要生态与绿色转型发

展功能区，朝鲜族、满族民族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抗联红色文化

突出，山水林田湖自然景观与区域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组合鲜

活、吸引力巨大。

城镇体系健全。东部环线区域城乡发展较好，以长春市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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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城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

梅河口市等为重要节点城市，以县城城关镇、乡镇、乡村、渔

场、林场为节点，构成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城镇体系，旅游发展

潜力巨大，城乡整体休闲基础较好。

四季旅游创新。在我省加快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深入实施旅游业攻坚发展行动，推动旅游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紧紧抓住 “冰天雪地”和 “天赐 ‘凉’机”，全力打

造吉林旅游冰雪和避暑盛宴，东部环线区域旅游乘势而起，迈向

新的发展高度。

政策支撑有力。省委、省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全国首创出台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

见》（吉发 〔２０１６〕２９号）和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避暑休闲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发 〔２０１８〕２１

号），制定 了 《吉 林 省 冰 雪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吉办发 〔２０２１〕３８号），全面启动冰雪资源普查工作，各

部门及东部各地市配套产业、资金、土地等政策有力有效，全面

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将更加有力促进东部环线区域

旅游大跨越、大发展。

转型问题突出。在新的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背景

下，东部环线区域生态与用地约束明显，旅游转型升级压力突

出，概括起来就是 “总量不大、结构不 优、空 间 不 均、设 施 不

全、体制不顺、认识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旅游经济增速较

快，但总量偏小且质量效益不高；二是旅游资源禀赋优越，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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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开发和竞争力不够；三是产业政策全国首创，但落地执行

效果难达预期；四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但保护与开发矛盾较为

突出；五是产业格局初步奠定，但发展不均衡更加突出；六是产

品体系不断完善，但供需矛盾依然存在；七是产业融合明显加

快，但深度广度有待拓展；八是产业支撑能力提高，但力度速度

有待加强；九是宣传营销独树一帜，但消费规模增长缓慢；十是

产业战略目标宏伟，但发展基础与之不相匹配。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实施 “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做精做优做强东西旅游 “双线”，以旅游

空间优化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东部环线区域资源优

势，以创新为根本动力，重构旅游目的地体系，推动东部环线旅

游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第二节　发展思路和基本原则

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贯彻落实 《中共吉

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吉

发 〔２０１６〕２９号）、《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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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休闲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发 〔２０１８〕２１号）、《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 “十四五”规划》（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４７号），

全面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化旅游 “双线”空间布局，建设冰

雪、避暑双产业，构建 “长春—长白山”双门户，强化 “清爽吉

林·２２℃的夏天”和 “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双品牌，

以旅游风景道为发展重点、以资源为依托、以产品为载体、以服

务为保障、以品牌为引领， “点线面”结合，坚持 “全域开发、

全季挖潜、全链融合”，建设运转顺畅、产 品 丰 富、特 色 鲜 明、

功能完善的东部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 “万亿级”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冰雪旅游强省、避暑

休闲名省提供有力支撑，为全省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发展人作出新

贡献。

———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原则。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保护生态和

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优化旅游 “双线”，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原则。发挥旅游业开放性、国

际性特点和政府引导作用，探索建立旅游业引领的 “多规合一”

产业促进机制，加快推进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坚持以点带面、开放联动原则。衔接实施国土空 间 规

划，突出重点，优化沿线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以核心景区和节点

城镇为依托，推动旅游智慧化、特色化、品牌化、差别化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统筹协调原则。以创新为抓手，以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科学组合旅游要素，统筹资源保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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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线路组织和宣传促销等，丰富合作方式，提升合作水

平，实现一体化发展。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大众旅游深入发展，旅游产业体系更 加 完 善，

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旅游市场消费更加多元。全省旅游接待

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旅游业对国民经济

综合贡献度不断提高。重点打造和开发东部国家风景道、图们江

与鸭绿江边境风情道及东北亚跨境旅游精品线路。利用５－１０年

时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万亿级规模，将吉林省建设成为全国旅

游强省、冰雪经济强省和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

———建设高等级旅游景区、度假区。推动长白山建设世界级

旅游景区，增加５Ａ级旅游景区１－２家 （吉林松花湖、辉南龙

湾群、珲春防川），４Ａ级旅游景区１５家，实现东部环线区域景

区建设大突破。增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３家 （吉林北大湖、万科

松花湖、长白山鲁能胜地）、滑雪旅游度假地达到１０个。建设特

色旅游小镇１５个、避暑名城５个、中型滑雪场１０座。增加４Ａ

级及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７０家；森林避暑、滨水休闲、康体

养生及冰雪等新业态产品增加３５处。

———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善。４Ａ级及以上景区和乡村旅游经

营单位厕所全部达标。逐步完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旅游引导

标识牌和改造提升相关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旅游功能，增加游客服务

中心及咨询中心３０处。鼓励各地建设融入吉林特色文化符号的公共

服务设施和旅游标识系统，支持打造公共文化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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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瓶颈有效破解。统筹东部环线旅游交通网络建

设，依托敦白铁路、沈白高铁、长白铁路建成和提速，推进东南

部快速客运环线建设工程，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快捷高效

的东部环线铁路网格局。

———重大旅游项目建成投产。长春国际影都、神鹿峰旅游度

假区、融创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整体开发项目、中国·通化 ＭＶＲ

世博村一体化实验区、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等一批重大旅游项

目完成一期建设工程，全省项目投资额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开通绿

色通道，有效破解旅游项目落地难题，可落地文旅项目储备达

７０个以上。

———品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 “清爽吉林·２２℃的夏天”和

“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品牌广泛传播。国家冰雪人才中

心、国家避暑中心、冰雪旅游大省、避暑休闲名省的地位确定。

专栏１　旅游产业指标体系 （全省）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属性

旅
游
产
业

１ 旅游接待人数 （亿人次） － ５ 预期性

２ 旅游业总收入 （亿元） － １００００ 预期性

３ 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个） ７３ ９０ 预期性

４ 世界级和国家级冰雪主题旅游度假区 （个） － ５ 预期性

注：标为５－１０年目标。

第三章　重点任务

第一节　支撑旅游双线空间布局

以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引领，以长吉都市为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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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域、以东部环线和西部环线为骨架，突出发展轴辐射带动与

优化作用，释放空间结构性协同活力，优化重构 “轴向带动、东

西协同、主核崛起”的总体空间格局，培育形成 “全时驱动全

域、轴向带动点面”的 “８”字型 “最美吉林旅游花环”。

长通白延吉长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立足我省东部地区

得天独厚的冰雪、山地、森林、河湖等生态旅游资源，围绕 “避

暑＋冰雪”两大主题，依托长吉图休闲度假游 （长春－吉林－延

边－长白山）、图们江与鸭绿江边境风情游 （珲春－长白山－白

山－通化）和长辽梅通康养避暑游 （长春－辽源－梅河口－通

化）经典旅游线路，打造东部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

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充分发挥我省西部

地区辽阔草原、广袤湿地、美丽家园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依托

河湖连通工程，突出 “草原＋湿地＋湖泊＋田园”生态旅游主

题，结合蒙古族草原民俗跨省游、西部草原湿地自驾游、湿地科

考、观鸟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打造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

线。

第二节　线轴带动点面整体优化

以 “线”为重点与骨架，促进 “点”的 建 设 与 提 升，辐 射

“面”的美化与优化。

——— “点”的建设。重点是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综

合体、特色产业小镇、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房车露营地、旅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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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中心、旅游休闲街区、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

——— “线”的建设。完善 “线”的连接功能，扩大通达面，

提升舒适性和便捷性；丰富 “线”的旅游功能，打造赏心悦目的

沿途风景和人文景观，突出交通及配套设施的支撑功能。

——— “面”的建设。主要包括旅游产业集聚区、重要旅游节

点城市和名城名镇、重要旅游发展带，按照旅游目的地体系要

素，强化 核 心 吸 引 和 功 能 支 持，集 聚 “吃、住、行、游、娱、

购”等旅游六要素基本面，形成承载能力强、产品丰富、服务配

套完善的旅游功能区。

第三节　构建一主十辅发展格局

重点建设旅游节点城市体系。通过环线区域旅游发展重要支

撑节点，引领带动周边地区旅游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提升支撑

功能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全方位提升长春市作为现代化都市圈

核心的辐射主导作用，吉林市作为冰雪休闲都市核心节点作用，

把四平市建设成为红色旅游节点城市，通化市建设成为康养旅游

节点城市，辽源市建设成为特色旅游节点城市，白山市建设成为

边境旅游节点城市，延吉市建设成为民族民俗旅游节点城市，敦

化市、梅河口市建设成为全域旅游节点城市，二道白河镇建设成

为特色国际旅游慢城，松江河镇建设成为旅游集散城镇。支持延

吉市、珲春市建设成为图们江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桥头堡，支持集

安市、珲春市、图们市、和龙市建设全面开放的口岸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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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旅游商贸与口岸经济。

着力构建特色旅游目的地体系。“分区、划块、成面”推进

休闲度假城市、特色旅游小镇、民俗风情村建设，依托旅游业与

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带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和城乡景观风貌提升，提高就业容量和综合服务能力。打造

梅河口、蛟河、伊通、集安、辉南、临江、抚松、靖宇、长白、

珲春、龙井、敦化等优质休闲度假名城，完善城市旅游基础和公

共服务功能，兼顾居民与游客的诉求，适度拓展城市运动休闲度

假空间。打造长春波泥河、吉林乌拉街、吉林北大湖、四平叶

赫、通化金川等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建设吉林孟家、珲春防川、

和龙金达莱等一批民俗风情村，鼓励发展特色餐饮，建设旅游民

宿、帐篷酒店、自驾车旅居车营地、露营地等，不断完善服务设

施，提升对周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构建吉林

省特色旅游目的地体系。

第四节　构建环线辐射综合交通

打造东部环线交通支撑骨架。以Ｇ１２珲乌高速＋Ｓ１长长高

速＋Ｇ１１鹤大高速为骨架，以Ｇ１２２１延长高速长春至烟筒山至

龙井、Ｇ１１１２集双高速四平至梅河口为两横，以Ｇ１２１２沈吉高

速吉林至梅河口、Ｇ１１１２集双高速梅河口至集安，特色风景道蛟

河至临江，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集安至图们为三纵，以延吉至汪

清至东京城 （牡丹江）、龙井至三合、抚松至长白、辉南至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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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至本溪 （辽宁）、通化县至新宾 （辽宁）、营城子至东丰、伊

通至东辽为八联络，与国省干道、高速铁路、机场相配合，形成

东部旅游环线主网络，构成 “一环两横三纵八联络”的综合旅游

交通体系。改善景区、城市、口岸交通条件，加强重要景区和生

态旅游目的地与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连接建设，加大交通网络

密度，扩大交通网络覆盖面，提升交通网络区域通达性，基本满

足游客出行个性化、多方位需求。

构建辐射国际国内的航空体系。持续优化 “一主多辅”机场

布局，提升机场服务保障能力，强化机场功能特色，提升空中交

通管制、通讯导航、安检消防及信息化发展水平。提升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网络覆盖能力，基本覆盖至国内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重要旅游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航线。打造长白山机场成为

全省全域旅游的航空平台和东北亚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完成长

白山机场扩建工程，实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作、延吉

机场迁建工程，加快推进新建四平、珲春等运输机场前期工作。

按照通航服务需求，围绕航空旅游，积极推进新建和龙、九台、

农安等通用机场项目进程。持续打造 “经长飞”品牌航班中转产

品，适时开通长白山、通化机场国际航线，提高干线与支线、国

内与国际、国际与国际衔接效率，鼓励干线、支线、通用机场共

同发展短途运输。

打造快速通达的区域铁路网络。围绕以哈大、珲乌 “大十字

轴”为支撑，以东南快速客运环线 （长春至四平至通化至白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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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化至长春）和西北电气化环线 （通辽至四平、四平至齐齐哈

尔、通辽至让胡路）为两翼，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快捷高

效的 “蝴蝶型”快速铁路网格局，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实现市 （州）

通车目标。重点实施沈阳至白河高铁和吉林铁路枢纽西环线，谋

划长春经辽源至通化铁路，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服务质量和货运

能力。

建设便捷高效的区域公路网络。以省际通道、抵边通道、都

市圈环线通道为重点，加快构建通达国际、联通国内、覆盖县

（市）的循环快速网络。以升级 “沿边路”、打通 “断头路”、疏

通 “瓶颈路”为重点，构建省际通达、县县联通、对外开放的循

环支撑网。加强区域内主要城市和重点城镇互联互通，突出区域

主要城市、经济轴线间的连接线建设，构建形成以高速公路为骨

架、国省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的内外通畅、快速高

效、便捷安全的区域公路运输网络。加速完善高速公路网络。续

建大蒲柴河至烟筒山、烟筒山至长春、九台至双阳等项目，新开

工防川至珲春、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农安至九台和双阳

至伊通、伊通至农安项目。着力建设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实现

公路与旅游、安全、开放、国防、文化、水运 （利）融合发展，

打造旅游发展之路。实现相邻县 （市）间４Ａ级及以上景区基本

实现二级及以上公路连通，着力提升干线公路服务能力和水平。

推进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构建衔接顺畅、覆盖广泛的循

环基础网，服务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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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依托区域内铁路客货运站、公

路客货运站和机场项目，重点建设集铁路、公路、机场、城市公

共交通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客运枢纽，加快建设与综合保税区、

开发区、商贸市场、粮食主产区等重点区域高效对接的综合货运

枢纽 （物流园区）。加强客运停靠站点、港湾式候车亭建设。在

旅游风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城市市区、县城城区客源密集区

域建设客运停靠站点。加强对外运输通道与综合交通枢纽有效衔

接，优化枢纽内部交通组织。促进交通运输智能化、一体化发

展，实施 “互联网＋”综合运输服务计划，推动多种运输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客运联程联运和货运多式联运，促进各种交通运输

方式协调衔接，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创新开发旅游交通产品。优化 “运游一体化”绿皮火车专

线，利用绿皮火车闲置资源开通沈阳至梅河口、延吉至二道白河

旅游专列，将传统火车旅行与民俗体验结合，打造 “可移动的迷

你民俗体验馆”和森林旅游穿越列车产品。大力发展旅游客运服

务，加强城市与景区之间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输组织，鼓励道路客

运企业开通城市、机场、车站等直达旅游目的地的定制客运服

务，探索与旅游出行类互联网门户企业合作，鼓励运力闲置的客

运班车向旅游包车转型，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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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交通设施重点项目

高速公路。长春都市圈环线九台至双阳，延长高速大蒲柴河至烟筒山，本集高速桓仁至
集安，长辽高速长春至自然村等高速公路续建项目。长春都市圈环线农安至九台、双阳至伊
通，珲春高速防川至珲春，白山至临江高速，抚长高速松江河至长白，长春都市圈环线伊通
至农安高速新开工项目。

国省干道。升级 “沿边路”，新建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Ｇ３３１）；打通 “断头路”，打通
省内区域间国道饶盖线九台至长春段，省道秦八线东辽河至小城子段、省道秦八线秦家屯至
东辽河段。

机场。实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迁建延吉机场，改扩建长白山机场，加快
推进四平、珲春、榆树、敦化、白山、集安、辽源、长白机场，以及改扩建吉林、通化机场
等项目建设和前期工作。

第五节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完善旅游集散中心体系。构建由一、二、三级集散中心３个

不同等级组成的旅游集散体系。建设长春、吉林２个一级集散中

心，四平、辽源、通化、白山、延吉、梅河口６个二级旅游集散

中心和县城城关镇、特色小镇、重点旅游景区、度假区三级旅游

集散中心，以环线高速公路和高铁线为依托，为游客提供方便、

快捷的旅游集散服务，优化完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点的旅

游咨询、信息查询等配套服务功能。在３Ａ级以上景区、重点旅

游区、重要乡镇旅游点等建设旅游综合咨询服务中心。

加快旅游风景廊道建设。以我省中高等级交通路网为基础，

加强规划和建设沿线旅游景区、特色风情村镇、旅游营地、驿站

和绿道系统等旅游服务设施，完善旅游和交通服务功能配套，加

快推进东北林海雪原 （吉林—敦化）和东北边境 （集安—长白山

—延吉—珲春）等国家旅游风景道建设，打造品牌化旅游廊道，

联动区域协同发展，辐射带动全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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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旅游营地驿站建设。完善自驾车旅居车旅游服务功能，

形成覆盖主要区域、系统完整、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的自驾车旅

居车营地体系，基本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和比较完整的自

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推动落实旅居全挂车相关政策措施，完

善旅游营地住宿登记、安全救援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和机制。

稳步推进慢行系统建设。增加旅游的休闲游憩功能，鼓励以

景区、城镇、乡村等为单位，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旅游慢

行系统。明确休息驿站、饮水、充电、急救、咨询等设施建设和

服务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整体规划建设慢行体系和雪地穿

越旅游廊道，形成绿色慢生活方式。开展长白山国家森林步道规

划建设。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贯穿长白林海，以森林步

道串联重要自然和文化区域，以森林生态为核心，以红色文化、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森工文化、自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线性展

示与体验为亮点，通过道路设计创新、游憩体验创新、解说系统

创新，搭建出长距离、大跨度、高水平全新森林步道示范样板，

打造林区新业态网红体验地。

深入推进 “厕所革命”。巩固和深化 “厕所革命”两个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成果，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日常管理，更加注重

“建管用”并重，建立健全旅游厕所管理维护长效机制，切实提

升全省旅游厕所管理和服务水平。积极支持交通沿线、临街临景

的企事业单位厕所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力推进旅游厕所标准化建

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示范性旅游厕所。加强 “全国旅游厕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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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使用和管理，加快推进旅游厕所数字化，积极开展智慧

旅游厕所建设，抓好旅游厕所电子地图上线工作，提升我省旅游

厕所电子地图标注率，全面推进旅游厕所 “一厕一码”，到２０２５

年实现全覆盖。

建立健全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加快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明确

在线预约预订、分时段预约游览、流量监测监控、科学引导分

流、非接触式服务、智能导游导览等建设规范，落实 “限量、预

约、错峰”要求。２０２５年国家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基本实现智

慧化转型升级，重点景区实现 “线上预约、分时游览”智能服

务。完善智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各类旅游重点区

域５Ｇ网络覆盖水平。推动停车场、旅游集散与咨询中心、游客

服务中心、旅游专用道路及景区内部引导标识系统等数字化与智

能化改造升级。加强智慧旅游相关标准建设，打造一批智慧旅游

目的地，培育一批智慧旅游创新企业和示范项目。建立滑雪场、

景区、酒店、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重点领域的监测机制，与线上

平台合作，定期获取全省旅游预订情况和趋势情况等数据。

加强旅游标识标牌系统建设。坚持统筹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

规划、设计和建设，做到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相衔接，确保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位置合理、符合规范、视觉效果

优良；标识标牌系统外形美观、内容完整、规范、准确、清晰，

中英文对照，维护保养良好。省、市、县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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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根据路网规划建设情况对公路沿线道路交通标识标牌整治，

推进旅游干线公路、旅游景观道、旅游交通枢纽等区域的旅游交

通引导标识标牌建设。推动Ａ级景区、旅游度假区、高等级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旅游名镇名村等主要旅游区内旅游标识标牌系

统标准化提升改造，形成良好的自助旅游环境。

完善旅游停车场体系。加强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的编制，采

用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明确停车场规划指标体系、生态化要

求、布局规划及政策措施，鼓励建设区域性智能化立体停车场，

同时加大对配建停车场 （库）的规划管理力度，使停车场的规模

和游客承载量相适应，逐渐形成 “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

场为辅，路面临时停车场补充，分布合理、配置完善、管理规

范”的现代化停车场格局。重点完善旅游城市、景区 （点）、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以及机场、车站等地的旅游停车设施设备。确

保停车场的规模和游客承载量相适应，设计符合生态化要求。

第六节　强力推进旅游产品创新

做大冰雪旅游产品。抓住２０２２年北京 “冬奥会”的有利契

机，聚焦后冬奥时代，立足吉林省冰雪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

础，加快长春莲花山、吉林万科松花湖、通化万峰、延边仙峰等

一批重大冰雪项目建设，指导创建一批冰雪主题旅游度假区，探

索开发四季运营业态产品，推出 “四季滑雪”“天池雪”“林海雪

原穿越廊道”等特色产品，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冰雪产

品。鼓励 “小镇＋滑雪场群”发展模式，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

北区 （二道白河镇）、抚松松江河镇、通化金厂镇等区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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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更多元、功能更互补、承载力更大的冰雪旅游发展空间。重

点在长春、吉林两个 核 心 城 市 和４Ａ级 及 以 上 景 区，发 展 融 入

“冰”主题的冰雪乐园、冰雪艺术中心、室内外冰上光影艺术等

项目。打造高水平冬季温泉康养项目，发展大型温泉度假酒店、

国际医学中心、健康管理中心、康养公寓等，推出 “温泉＋滑

雪”综合业态。注重文化注入，发展一批 “长白雪乡”“朝鲜族

雪乡”等高质量冰雪乡村旅游点，带动民族民俗文化体验、乡村

美食、文化节庆、乡居民宿等联动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冬季旅游

接待达１２亿人次，冰雪文化旅游总收入达２２００亿元。

专栏３　冰雪旅游产品建设工程

全面推进冰雪旅游资源普查。制定 《吉林省冰雪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指
导各地区开展冰雪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建立冰雪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库，系统梳理冰雪旅游资
源分布、等级情况，发布 《冰雪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成立吉林省冰雪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吉林冰雪产业协会，力争２０２５年前完成３－４
项冰雪产业升级标准制定，推动全省冰雪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冰雪产业标准化水平，
更好地发挥标准在冰雪产业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开展冰雪技能培训业务，巩固中高端
客户，提高冰雪产业营收能力。

重点建设山地冰雪度假综合体。支持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北大湖体
育旅游度假区、鲁能胜地度假区以及２０－３０家区域性中型滑雪场等重点产品开发，支持吉
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长春冰上运动中心、吉林市滑冰馆等建设国家体育旅游基地，支持
滑冰馆及各类室外冰场建设。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大型滑雪度假区打造冰雪主题的国家级和世界级旅游度假
区。支持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度假区—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提质升级，推动吉林北大湖、万
科松花湖、通化万峰等滑雪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探索开发四季运营业态产品，促
进境外旅游消费回流，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引导和培育长白山、净月潭、长春雕塑公园、
长白望天鹅等，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冰雪主题旅游景区。

加快实施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长白山国际生态休闲 （冰雪温泉）旅 游
区、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等重大区域战略部署。围绕目的地体系建设，突出冰雪资源环境
和文化特色，引导吉林、长春、白山、通化、延边、长白山等地，加大冰雪旅游设施建设力
度，提升产品服务水平，加速扩大冰雪运动休闲度假、冰雪温泉养生、冰雪观光体验、冰雪
民俗史迹等产品优质供给，推动建设健身休闲、竞赛表演、运动培训、文化体验一体化的滑
雪旅游度假地。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 “农 （林、渔）＋冰雪”，大力发 展 乡 村 （森 林、河 湖）
冰雪旅游，开展系列民间民俗冰雪娱乐活动。深入挖掘林海雪原木帮文化，提升锦江木屋、
老白山、老里克湖、上龙头、龙岗、雾凇岛、二合、松岭等雪乡、雪村、雪镇。做活长春、
吉林、通化近郊结合型民宿，生产销售具有冰雪特色的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打造 “礼遇吉
林”系列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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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４　冰雪旅游重大项目

１抚松漫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建设滑雪场、主题文化展示交流中心、冰雪运动
体验馆、民俗文化村、生态体验村、温泉中心和服务配套设施等。
２北大湖国家雪上训练基地项目。占地面积９４２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８０７９平方米，主

要建设运动员公寓、综合训练馆及训练辅助等设施。
３北大湖度假小镇项目。占地面积１２９８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９３６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４栋星级酒店、７栋服务公寓和１座商业娱乐服务中心。
４北大湖冬奥村项目。占地面积２９２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９２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精品酒店、运动员公寓、缆车站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
５融创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整体开发项目。项目总规划范围１５８平方公里，计划建设国

家青少年滑雪训练基地 （二期）项目、冰 雪 产 业 人 才 孵 化 研 学 教 育 基 地 与 设 备 研 发 中 心 项
目、冬奥村项目、四季文旅综合体项目、国家雪上项目综合训练基地项目、南楼山南坡雪道
和索道开发项目、地中海二期扩建项目、北大湖体育公园项目等。
６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扩建。扩建雪场３５万平方米，建设飞行营地、水上乐园和旅

游度假小镇集群。
７长春天定山旅游度假区。建设集旅游、观光、运动、娱乐、住宿等沉浸式体验游为

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包含长春冰雪新天地、天定山滑雪场等。
８长春世茂滑雪场。建设滑雪综合服务设施，推动雪道升级改造。
９通化龙堡森林度假村。建设冰雪迪士尼、山地运动城、温泉俱乐部，配套建设中初

级、中高级滑雪场。
１０通化万峰滑雪 场。建 设３１公 里 雪 道 和 游 客 集 散 中 心、滑 雪 服 务 大 厅、度 假 酒 店、

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等。
１１通化 ＭＶＲ世博村一体化试验区。建设山地滑雪度假、高原雪上体育运动训练、户

外青少年教育和温泉四季康养度假区。
１２辽源龙头湖冰雪旅游综合体。建设滑雪服务中心、高中低滑雪道、魔毯道、索道及

山顶服务区。
１３吉林北大湖青少年雪上运动训练基地。建设雪道３７条，总长度２４公里，造雪管线

２８公里，新建缆车７条，购置造雪机以及压雪机，雪地摩托等。１４延 边 长 白 山 仙 峰 滑 雪
场。建设滑雪道２９条、空中索道９条、度假村、酒店公寓等。
１５白山市四季冰雪旅游乐园。建设集旅游、滑雪、娱乐、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雪场、

游客服务中心、四季彩虹滑道、游客露营区等。
１６靖宇南山滑雪 场。总 用 地 面 积５５５３公 顷，总 建 设 用 地３４０２公 顷，建 设 雪 道９

条，索道缆车１条，相关服务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
１７长白山冰雪运动中心项目。位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西区，总建筑面积３５０５８７平

方米，总投资２５亿元。

做新避暑旅游产品。深耕 “三亿潜在避暑人群”市场，围绕

“清爽吉林·２２℃的夏天”品牌，整合推出到吉林 “森”呼吸、

行走在 “吉”线、“精彩夜吉林”等特色休闲避暑产品，立足优

良的生态环境，利用好全域温润清爽的避暑气候资源优势，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于 “三季应一夏”的时间优势，着

手于 “三带一二”的避暑新经济，着实于 “山水林田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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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着眼于 “旅居新人口”的战略高度，全力营造 “宜游、宜

养、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系统构建 “特 色 鲜 明、创 新 驱

动、功能完善、交叉融合”的现代避暑休闲产业体系。

专栏５　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建设工程

避暑＋特色小镇产品。统筹规划建设 “长白山避暑休闲城镇群”，按照世界避暑度假城
镇标准，拓展基营式避暑休闲空间，重点建设和提升二道白河、松江河以及延边、白山、通
化等地区的系列特色小镇，发挥长白山作为区域交通集散中心、综合服务中心、节事会议中
心、国际交流中心等作用，全域协同创新发展，推进全域旅游。

避暑＋风情观光产品。通过重点抓好长白山南坡、望天鹅旅游区和鸭绿江风光带等景区
（点）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跨国、红色等精品旅游线路，创建 “鸭绿江中朝边境山水画廊”
品牌。规划 “鸭绿江河谷”旅游线路，向国内外推介 “鸭绿江河谷”品牌。

避暑＋森林休闲产品。充分发挥林业企业和国有林场的优势，以自主开发、与社会资本
合作、职工入股等灵活方式，利用现有各类基础设施，打造为森林马拉松、徒步、骑行、汽
摩、露营、穿越、探险等活动提供救助、补给、体验服务的森林驿站，积极打造具有一定接
待能力、主题功能突出、满足人们森林度假休闲需求的服务综合体，盘活林场闲置设施和用
地，激发森林旅游休闲发展新动力。

避暑＋农业体验产品。推进农业生产链条对接休闲体验消费，扶持发展生态农业、体验
农业、设施农业、定制农业、文化创意农园、农业科技园、教育农园、田园综合体、观光农
场发展，重点建设农安陈家店、吉 林 神 农 庄 园 等 田 园 综 合 体，建 设 避 暑 休 闲 名 镇 名 村４００
个。

避暑＋医疗康养产品。用好生态、医药、美食、温 泉 康 养 度 假 资 源，大 力 发 展 休 闲 康
养、避暑旅居，做 “精”医药康养，创建３－５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提升温泉旅游
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建设环长白山、长春－吉林－松原两大温泉康养集聚区，打造中国最
佳康养温泉目的地；利用人参、大米、梅花鹿、林下特产、矿泉水等天然健康食材，开发高
端药食同源养生食谱，塑造 “吉林食养”品牌。

避暑＋运动赛事产品。以国家级、国际性赛事节事为依托，利用风景廊道、绿道网络、
慢行系统等设施和产品，大力发展避暑自驾与自助旅游，支持延边、白山、通化和长白山把
环长白山、沿鸭绿江和图们江单车骑行打造成国际风情骑行运动康养品牌；支持长春、吉林
等地引进符合避暑特点的马拉松、环湖环城自行车等运动节事；支持敦化市打造国家级环湿
地马拉松、自行车和冰雪马拉松赛事。

避暑＋夜经济产品。以避暑休闲季为总平台，打造城镇、乡村、景区、度假区各具特色
的四大类夜产品，加强市场监督、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做亮边境旅游产品。串联边境口岸，以边境游和跨境游为传

统旅游升级卖点，为吸引入境游注入新动力。组织中俄跨境自驾

游活动，推动实现跨境自驾游常态化发展。鼓励省内旅游企业组

织中朝图们江跨江游团队。推进开通长白、临江、和龙口岸对朝

自驾游线路，丰富边境游产品供给。充分发挥安图双目峰口岸平

台功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中朝双边旅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和

—４７１—



文化交流，力争将双目峰口岸打造成为国家级边境旅游试验区和

“一带一路”东北亚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以珲春、图们、集安、

安图等边境口岸城市为切入点，系统整合边境旅游活动，打造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的边境旅游节事活动，

形成与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雪博会互动的边境旅游活动品牌。

发挥通化、白山、延边等边境地区的地域优势，以沿边开放旅游

大通道等国家重点旅游风景道建设为中心，不断提升边境旅游产

品品质。围绕融通东北亚，进一步丰富边境旅游产品，引导省内

游客走出去，吸引国内外游客走进来。

做活文化旅游产品。依托我省多元融合的文化旅游资源，系

统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丰富旅游商品文化内

涵，支持开发具有吉林特色文化符号的旅游商品，打造 “礼遇吉

林”旅游商品。持续挖掘吉林文化中的各类旅游元素，重点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红色文化、木帮文化、渔猎文化等旅游产品。鼓

励文化馆、博物馆等各类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场景打造，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演艺产品，有条件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街区、

特色文化产业基地、特色文化产业乡 （镇）村，拓展旅游功能。

专栏６　文化旅游重点项目

文化旅游重点产品开发。开发高品质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推广 “创意下乡”“创意进
景区”模式，推出一批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开发
示范单位。打造推出一批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文旅融合作品展示工程。依托全省文艺院团及经典作品资源，推动实现精品剧 （节）目
在长白山等热点旅游城市及景区驻场演艺。大力培育长白山等大景区文化旅游演艺市场，逐
步实现旅游旺季驻场演艺常态化。探索成立艺术演出院线联盟，通过演出产品在院线内的流
动，盘活演艺资源，繁荣省内文艺演出市场。

做精乡 村 旅 游 产 品。充分发挥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推动沿

“双线”的乡镇、交通干线和Ａ级景区周边的地区，深化开展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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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加快把乡村旅

游规模做大、产品做精、特色做足、品牌做强，全面提升乡村旅

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实施乡村旅游 “十百千万”工程，打造

乡村旅游升级版。加强试点示范，以点带面，推出一批文化内涵

丰富、产品特色鲜明、配套设施完善、环境美好宜居、风俗淳朴

文明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培育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集聚区，

评定一批高等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乡村旅游民宿，及时总结推

广经验做法，打造乡村旅游样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支持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丰富

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善配套基础设施，

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业态、服务质量等级等相

关标准制修订，开展乡村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构建具有吉

林特色的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引领乡村旅游科学规范化发展。

专栏７　乡村旅游重点工程

乡村旅游 “十百千万”工程。打造 “十”集聚，培育１０个县域乡村旅游集聚区；“百”
系列，培育１００个乡村旅游精品村、打造１００家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培育１００个乡村旅游精
品节庆、推出１００条乡村旅 游 精 品 线 路、培 育１００家 乡 村 旅 游 “后 备 箱”工 程 示 范 基 地、
１００家大型乡村旅游商品生产经营企业； “千”精品，形成１０００个乡村旅游精品点； “万”
名人才：培养１万名乡村旅游经营管理、创意设计、专业技能、文 化 传 承、市 场 营 销 等 人
才。

乡村文化赋能工程。有效利用农村遗迹、传统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培育一批农民
画村、满族剪纸村等 “非遗”村落。依托历史文化生态资源，打造一批画家村、摄影村、影
视村。支持引入地方艺术形式，推出一批吉剧村、二人转村。依托传统民俗文化氛围，建设
一批乡村文化博物馆、乡村慢村，打造一批山会、庙会、乡村大集等精品乡村文化活动。

市场主体培育工程。加大精品民宿开发力度，打造特色民宿集群，加强主题客房、特色
餐饮、农事体验、亲子研学等体验产品和项目开发，建设适应不同需求的特色民宿。与相关
部门联合制定民宿单体经营用房、消防安全、治安管理、食品卫生、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
指导民宿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开展 “送智下乡”活动，邀请规划、设计、创意等方面的专业公司
深入乡村开展对接指导活动。鼓励和支持与乡村旅游发展要素较为紧密的服务性企业到乡村
建立工作站和开展咨询服务，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协会等
行业协会的作用，引导其在规划制定、等级评定、标准建设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助推全省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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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响红色旅游产品。梳理红色旅游资源，推出系列红色旅游

活动，增强红色产品吸引力、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提升红色文

化传播力。发扬 “三地三摇篮”吉林６个红色标识，打响吉林红

色旅游６张牌———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工业遗产、

新时代精神和警示教育品牌。塑造四平 “英雄城”、通化 “红色

之城”等红色旅游城市品牌。打造长春马鞍山村、通化大荒沟

村、集安治安村、延吉太兴村、汪清红日村等红色旅游乡村品

牌。重点支持建设杨靖宇烈士陵园、杨靖宇将军殉国地、长白山

老黑河遗址、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四平战役纪念馆等全国

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品牌。

专栏８　红色旅游六大品牌工程

东北抗联品牌。提升通化县杨靖宇烈士陵园、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桦甸蒿子湖密
营、敦化寒葱岭战迹地等红色景区质量和水平，加快长白山老黑河遗址纪念馆建设，加快推
动磐石红石砬子、汪清马村、珲春大荒沟等抗日根据地保护利用。

解放战争品牌。推动四平市 “馆城一体”英雄城建设。提升以四平战役纪念馆为代表的
四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四保临江指挥部旧址等景区的质量和水平。推进浑江区七道江会
议旧址整体开发建设，打造珲江区七道江会议旧址、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长春
三下江南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抗美援朝品牌。将通化东昌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临江中朝鸭绿江大桥、集安鸭绿江国
境铁路大桥、图们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地打造成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

工业遗产品牌。开发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客车厂、吉林石化公
司等地的红色旅游功能，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成为红色旅游重要参观景点。

新时代精神品牌。推动黄大年纪念室、郑德荣纪念馆对外开放，提升展览展示水平。
警示教育品牌。深化伪满皇宫博物院 （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红色旅游智慧景区建设，完

善提升伪满旧址建筑群、辽源矿工墓、吉林丰满万人坑、石人血泪山等警示教育功能。

做优康养旅游产品。立足优良的生态资源和医药健康产业基

础，发展以中医药文化和养生体验为主题的中医观光、疗养康

复、特色医疗、美容保健、中医药科考等健康养生旅游产品。鼓

励省内医疗机构开展康复服务，加快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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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力发展四季康体养生旅游产品，鼓励吉林市、通化市、延

边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加快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企业、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基地）建设，开展优秀中医药健康旅游经

营单位评选活动。

做特自驾车与营地旅游产品。加快旅游营地建设，完善自驾

车旅居车旅游服务功能，形成覆盖主要区域、系统完整、特色鲜

明、功能齐全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体系，基本形成网络化的营地

服务体系和比较完整的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推动落实旅居

全挂车相关政策措施，完善旅游营地住宿登记、安全救援等方面

的管理措施和机制。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

系和比较完整的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力争认定一批国家级

自驾游目的地和５Ｃ、４Ｃ、３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建设完成３０

个标准的旅游营地项目，初步形成覆盖我省东部主要地区、系统

完整、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体系。

做实森林旅游产品。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和开

发，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自然公园为重点，积极发展生态教育研

学、红色文化研学、特色产业研学、林下劳动实践研学等。充分

利用林区内的各类闲置设施，积极开展森林驿站建设，具备条件

的打造服务功能较强的森林小镇型休闲驿站，并结合区域资源和

四季特点，形成具有鲜明季节差异的森林小镇产品。指导职工和

各类经营主体通过主题打造建设形式各异、内容丰富的森林人家。

做美滨水旅游产品。以国家和省级水利风景区为载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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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水域资源，发展滨水度假旅游、水上运动旅游、休闲娱乐旅

游等。重点开发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等主要江河水上旅游产

品。通过水上旅游设施建设和水上航线整合，优化江湖间、水陆

区域的旅游产品组合。积极打造春冬季冰上产品线路、夏秋季水

上产品线路等精品水利生态旅游产品。

做强景区度假区产品。支持长白山、北大湖、万科松花湖等

标志性景区、度假区，率先打造形成富有文化底蕴和特色的世界

级生态旅游景区和滑雪度假区。推动吉林松花湖、辉南龙湾群、

珲春防川景区加快创建５Ａ级旅游景区步伐，指导万科松花湖、

北大湖、长白山鲁能胜地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以景区、度假

区等为依托，建设冰雪、避暑休闲、生态等特色旅游目的地。

第七节　绿色引领旅游融合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引领，不断推动 “旅游＋”和 “＋旅游”，加

强冰雪、避暑、红色、乡村、边境、民俗、康养等新业态产品供

给，支持新增山地骑行、文化演艺、直升机观光、热气球等体验

和互动性项目。

“旅游＋自然保护”。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红线保护要

求，发挥东部地区生态旅游资源整体优势，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为基础，以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以

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为主要载体，探索具有吉林

特色的自然保护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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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现代农业”。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林牧渔产业基

础，推动 “旅游＋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在

条件适宜地区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点）建设工作，

支持发展农耕、采摘、饲养等以农事体验为主题的特色旅游产

品，大力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加工和林特产业，开发现代农业旅

游精品主题线路。

“旅游＋新型工 业”。充 分 发 挥 汽 车、轨 道 客 车、化 工、森

工、矿业等方面良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积极推动长春一汽

红旗小镇、长春水文化生态园等项目建设，做好长春一汽早期建

筑生产区和生活区的保护利用工作，指导长春拖拉机厂文化产业

园改造工程和中东铁路工业遗产遗址公园改造工程的文物保护修

缮和展示利用。加大工业旅游纪念品开发力度，积极发展汽车系

列、航空系列、动车高铁系列、葡萄酒系列、袜业系列等工业旅

游纪念品体系，打造工 （矿）业文化旅游基地。依托特色工业园

区，开发汽车之旅、医药之旅、红酒之旅、袜业之旅、矿泉水之

旅等一批工业旅游产品，不断推出更高水平的工业旅游产品，加

快把工业旅游培育成我省旅游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旅游＋特色城镇”。鼓励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建设。着眼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发展新闻出版、动漫、演艺、会展等业

态，培育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自然遗产旅游、房车露营等

服务，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区、街区、度假区。完善游客

服务中心、旅游道路、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科学规划建设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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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完善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兼顾居民与游客

的诉求，适度拓展城市运动休闲空间。

“旅游＋历史文化”。促进旅游与历史文化融合发展。依托高

句丽王城、扶余国前期都城、渤海国都城、乌拉古城、长白山神

庙遗址、清代吉林将军驻地、盛京围场和皇家鹿苑、 “柳条边”

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历史文化体验、历史古迹参观等旅游产

品；开发少数民族精品体验产品，优化吉林、四平满族冰嬉系列

体验项目，做精延边朝鲜族民俗风情乡村民宿，深化冰雪品牌文

化内涵。充分发挥满族、朝鲜族民族文化优势，开发关东民族民

俗节庆、民俗度假等旅游产品；依托多元宗教文化优势，开发涉

及饮食、疗养、节会等宗教文化体验旅游产品；发展壮大长影集

团、吉林出版集团、吉视传媒等一批骨干文化旅游企业，创作一

批体现吉林地域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开展影视旅游、民族民间

演艺旅游等，深耕吉林文化渊源，做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商

品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发展，促进吉林省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塑造

与传播。

“旅游＋大众体育”。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依托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吉林北大湖雪上项目国家体

育训练基地、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滑雪场、吉林北山四季越野

滑雪场、长白山高原冰雪训练基地、通化越野滑雪训练基地、通

化滑雪度假区 （万峰）、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长白山鲁能

胜地滑雪场、长春世茂莲花山滑雪场、吉林省速滑馆、吉林省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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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馆、吉林体育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北湖奥体中心、长春

富奥体育中心等冬季奥运项目训练基地，密切对接国家体育总

局、国际滑联和国际雪联，积极承办速度滑冰世界青年锦标赛、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以及冰雪单项重大国

内赛事。以长春冰雪旅游节、长春国际马拉松赛、长春净月潭森

林马拉松赛、吉林雾凇冰雪节、长白山—鸭绿江国际自行车赛等

大型群众体育旅游活动为载体，开展体育旅游系列活动。坚持践

行 “两山”理念与发展户外运动相结合，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

动开放，丰富户外运动赛事活动。结合群众健身、休闲体育运

动，开发滑雪、滑冰、雪地摩托等冰雪特色运动旅游产品，漂

流、划水、皮划艇等水上运动旅游产品和攀岩、徒步、拓展训

练、绿道骑行等森林户外运动旅游产品，构建完善的特色体育旅

游产品体系。

“旅游＋医疗康养”。依托大长白山区域、通化、白山等东部

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积极发展康养旅游。整合长白

山区域的冰雪生态度假资源，布局高端、复合、创新的世界顶级

冰雪生态度假项目，建设以高山冰雪运动、滑雪度假、温泉康

养、森林度假为重点的旅游产品体系。培育通化滑雪度假与红

色、康养等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旅游与健康养老、康体休闲等

融合发展。鼓励发展水疗ＳＰＡ、中西康复、温泉康体、森林氧

吧等疗养项目，将康体疗养和养生养老旅游产品培育成新的市场

增长点。鼓励旅游企业和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提供健康养生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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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形成一批专业化的健康医疗养老服务旅游品牌。

第八节　策划实施重大旅游项目

根据资源特点，围绕大众化、生活化、精品化、个性化的市

场需求，从资源、主题和时代中寻找创意，延伸和衍生特色产品

开发，策划包装可落地的重大旅游项目，做到谋划一批、推广一

批、落地一批、储备一批，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

推动建设以名镇、景区、度假区为主要支撑载体，以河湖湿

地观光、田园乡村度假、滨水休闲康养、旅游文化演艺为产品特

色，以 “原生态、慢生活、深体验”为特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以观光游、亲子游、康养游、度假游等为主体的多业态并

举、多产业融合的旅游项目开发格局。重点做好万达、红星美凯

龙、紫玉等一批大企业在我省投资的特色文化旅游小镇、冰雪游

乐园、文化创意体验园、亲子游乐园、健康养生基地等重大文旅

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

专栏９　旅游产业重大项目

１长春国际影都。建设文旅综合体、星级酒店群、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外景地等，构
建复合型功能业态，打造国际文旅创意城，提升长春 “影视之都”影响力。
２双阳梦吉林大型文化旅游城。建设海洋科普公园、亲子生态牧场等。
３图们江三角洲国际旅游合作区。以敬信镇为核心，推进建设珲春敬信综合性旅游度

假区。
４长春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升级改造吊水壶国家森林公园相关项目和配套设施，建设５

公里景观花海、影视基地等。
５伊通火山温泉旅游度假区。建设水文化艺术馆、水乐馆、科普馆、飞行院线球幕影

院、温泉休闲服务区、温泉养生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
６松花江吉林市 段 航 道。实 施 松 花 江 河 道 疏 浚、沿 岸 环 境 治 理、水 环 境 治 理 等 工 程，

配套建设沿岸旅游基础设施。
７江源湾沟文旅影视小镇。建设影视拍摄基地，建设以森林旅游、温泉康养旅游、乡

村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重点的综合性文旅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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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白山文旅演艺中心 （白山大剧院）。总投资１２亿元，建设建筑面积６０００平米１０００
个座位的中型剧场，建设内容包括基本建设、装饰装修、演艺设备及器材等。
９通化佟佳江旅游度假区。占地面积３６８１公顷，总建设面积６９８公顷，包括湿地生

态系统构建工程、科普教育区、湿地观光区、生态休闲区。
１０关东里抗联小镇。重点建设商业小吃街、纪念品购物街、民国主题风情街、抗联故

事实景演绎剧场、特色主题餐厅、特色酒吧街、特色主题拓展馆等。
１１白山龙山湖风景名胜区及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白山三道沟水上公园、养老康复休闲

度假区等核心景区，水上景观和陆路景观旅游线等。
１２抚松 “长白天地”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建设集旅游度假、文化休闲、运动娱乐、

健康疗养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著名旅游度假胜地。
１３吉视传媒长白山文化产业园。依托长白山人文历史、讷殷古城和长白山特色冰雪资

源，打造建设萨满文化民俗小镇、影视拍摄基地、狩猎文化体验基地，森林生态度假村，冰
雪冒险乐园，鹿园，低密度温泉康养铂尔曼酒店等。
１４抚松松山村度假区。建设森林音乐广场、森林别墅、养生度假区等。
１５延吉帽儿山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创建。建设朝鲜族民俗风情园、恐龙博物馆、金豆

欢乐园、恐龙化石遗址保护公园、环山绿道等。
１６珲春防川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创建。建设龙山湖湿地康养中心、国门景区、防川景

区索道缆车、东方民俗村等。
１７珲春龙泉山森林旅游度假综合体。建设集观光休闲、旅游度假、运动养生、会议会

展、文旅融合、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智慧森林度假旅游休闲景区。
１８和龙仙景台 风 景 名 胜 区。建 设 服 务 中 心、民 俗 特 色 展 馆、民 俗 屋、象 帽 舞 演 艺 广

场、木栈道、玻璃栈道及观景台、房车露营地、景观塔、景区内道路及其他配套设施。
１９长白山粉雪小镇。建设生态旅游度假综合体，打造顶级综合低密度休闲度假区。
２０长白山 （抚松）原始森林观光火车。恢复建设由松江河国家森林公园至长白山西景

区山门的４４４３公里铁轨线路和８处停靠车站。
２１长白山北坡旅游集散综合体。建设集旅游集散中心、酒店、娱乐、餐饮于一体的地

标性文旅综合体。
２２吉林省仙人桥森林温泉康养基地。升级改造现有仙人桥温泉度假区品质，提升接待

能力，开发新的温泉度假村。
２３长白山寻龙谷文化旅游度假区。推动建设长白山鹿苑、人参民俗村、温泉街、温泉

民宿等。
２４长白山二道白河景区空中慢行系统 （索道）。推动建设一期索道４６２３米、二期索道

１９０６米。
２５安图县井邑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民宿、博物馆、乡村综合服务厅。
２６安图县木易溪谷康养度假景区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度假酒店、独立生态餐厅、特色

温泉汤池、两栋特色度假公寓等。
２７长白山雪岭生态森林驿站。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冰雪冰雕展示区、房车营地、生态

木屋、森林博物馆、抗联红色教育基地、生态音乐草坪、生态休闲娱乐广场等。
２８松花湖５Ａ级景区升级改造工程。完善松光景区、五虎岛景区、卧龙潭景区基础设

施，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滨湖栈道、码头、景观亭廊、行车道、登山步道、生态营地和标识
标牌系统。
２９长白山和平旅游度假区项目。主要建设希尔顿逸林温泉酒店、长白山朝鲜族民俗酒

店、浙江品牌民宿、星野餐厅、古风博物馆、雪道、魔毯、滑雪场服务中心以及森林防火瞭
望台等运动休闲设施。
３０抚松县漫江文旅小镇项目。项目分为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一期项目建设包括长白

山游客集散中心、森林民宿、锦江风情街、疗养中心等，总建筑面积６６万平方米；二期项
目包括Ａ、Ｂ、Ｃ、Ｄ四类产权酒店，演艺中心及防护绿地等各项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９６
万平方米。
３１左家长吉片区康养研学综合体项目。项目规划建设森林野生动物园、吉林省自然博

物馆分馆与自然科学公园、中国农科院国家农业科技馆、马虎头山温泉野营民宿集群、吉林
省示范乡村田园康养综合体与吉林特色优质农业示范发展基地。

—４８１—



第九节　全力建设世界旅游品牌

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品牌。依托长白山旅游品牌优势，营造

“冬玩雪、夏避暑”的市场氛围，全力打造东部环线区域旅游目

的地四季品牌，强力推进品牌崛起，支撑全省 “温暖相约·冬季

到吉林来玩雪”和 “清爽吉林·２２℃的夏天”品牌ＩＰ建设，全

力打造 “雪博会”和 “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

强化媒体宣传影响力。强化主流渠道推广，组建全省文化旅

游融媒体平台。加强与铁路、民航等部门合作，实现文旅宣传进

机场、进车站。拓展宣传渠道，延伸营销空间，在国内外主要客

源地设立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营销中心，推广文化产品和旅游

精品线路。扩大新媒体营销，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手段和新技

术，利用央视频、腾讯视频、优酷等视频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直播平台，通 过 微 视 频、网 络 直 播、网 红 博 主、影 视 植

入、旅游攻略等方式，宣传展示吉林旅游品牌和优秀文艺作品，

整体推进新媒体形象推广工程。

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根据国际国内疫情防控情况，待时机

成熟时，赴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冰雪旅游推广活动，扩大入境游

市场份额。域外重点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域，策划

组织旅游市场主题推介等活动，深化区域间合作。

第十节　坚持文化生态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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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态资源保护。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

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

资源利用上线，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

景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区域、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

自然遗迹和濒危物种分布区、水源地保护区等重要和敏感的生态

区域，落实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依规选址，合理确定建设规

模，限制无节制开发，做好与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积极探索长

白山周边区域等管理体制创新，规划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建设大

长白山旅游产业集聚区，加强山地、森林、水源地保护与生态修

复，适度开展生态旅游观光游憩活动。

持续优化旅游环境。全省重要旅游节点城市逐步实现城乡垃

圾一体化处理，主要涉旅场所干净卫生整洁；涉旅路边、河边、

湖边达到美化、绿化、洁化；主要旅游道路、旅游景区、旅游村

镇建筑富有特色、乡村风貌突出、自然环境优美；各市县确保区

域内湖泊、河川水质达标，没有污染。

促进绿色循环发展。引导绿色示范旅游发展，推动旅游企业

节能减排，落实环保责任，全省及各市县建立绿色饭店、绿色温

泉、绿色民宿、绿色餐饮、绿色交通等绿色认证体系，推广节能

减排，减少旅游碳排放。倡导景区建设因地制宜、方便简洁，鼓

励采用节能、轻型、可回收利用的材料设备。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严格保护国家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保障体系，完善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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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保护范围、措施、制度及政策，在保护的基础上，依法、

适度开发利用，有效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第四章　保障措施

加强规划引导和组织实施。本规划发布后，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负责组织实施。各市 （州）依据本规划编制管辖区域内的旅游

发展规划，并做好与本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及相关行业规划衔接。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对推进 “双线”区域布局的要求，发挥规划在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作用，做好规划

实施效果跟踪评估。

强化政策落地和导向支撑。发挥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作用，深入落实文化和旅游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冰雪和避暑

休闲两个实施意见在产业发展、土地利用、金融财政等方面提出

的产业政策，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做到政策全覆盖，全面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促进旅游精品线路建设与提升，带动旅游示范区、

集聚区快速发展，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集群。

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的引导和扶持效应，争取现有的与旅游业相关的专项资金向环线

区域倾斜，重点支持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宣传推广

等方面，对重点项目在贴息、担保、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给予扶

持；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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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林草等部门统筹考虑 “双线”周边固定资产投资、重大

项目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

发展。

加强旅游人才培训和引进。优化旅游人才结构，提升人才素

质，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旅游人才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总量达到

７０万人。紧紧围绕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建立有效的旅游人才资

源统计和完善的旅游人才评价体系，加大培训力度，着力抓好行

政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才、紧缺专业人才、从业人员四大队伍

建设。建立旅游人才专家信息库，全面发挥专家学者对旅游业发

展的智力支持和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国际服务贸易创新政

策，放宽对聘用外籍人才的政策管理规定，积极引进专业型人

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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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七

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

旅游大环线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前　　言

为深入贯彻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决策部署，落实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以旅游环线空间优化引导全

域旅游创新发展，强力推进我省西部环线旅游功能区崛起，特制

定本规划。

本规划范围主要是吉林省中西部地区，以Ｇ１京哈高速公路

为界，包括长春市西部地区 （公主岭市、农安县）、四平市 （双

辽市、梨树县）、松原市 （扶余市、前郭县、长岭县、乾安县）、

白城市 （洮南市、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等地区，总面积约

６３８万平方公 里，综 合 考 虑 与 黑 龙 江 省 齐 齐 哈 尔 市 和 大 庆 市、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和兴安盟、辽宁省铁岭市的省际协作发展。

本规划立足环线区域旅游实际，强化创新驱动，对环线空间

布局与功能结构进行细化和落实，是指导我省西部旅游环线区域

旅游空间布局与结构优化的主要依据，各地区、各部门推进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应遵循本规划。

规划期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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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

第一节　机遇与挑战

机遇交汇。国家启动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

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贯彻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重大

部署，为我省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深耕 “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和 “三亿潜在避暑人群”两个三亿人市场，双业并举，

双品牌打造，形成了联动冬夏、带动春秋、驱动全年、四季皆有

特色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格局；迎接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深

入挖掘 “冰雪丝路”文化价值，建立现代化寒地冰雪经济体系等

一系列重大战略、重大举措，为我省冰雪旅游发展激发了强大的

市场潜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大规模、高

品质、细分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对接辽黑蒙

周边省及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客源市场，按照

３次的出游率，构成近１０亿人次的高支付能力旅游市场，自驾

游、家庭游、乡村游、休闲度假游等客源市场日益向好。省委、

省政府将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对统筹四季，提升生态旅游发展品质和水平，加速兑

现 “金山银山”生态价值，推动西部环线区域旅游产业深度调

整、结构优化和跨越发展带来难得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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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严峻。西部环线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以河湖草

原湿地为主体的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不高、生态环境脆弱且敏感，

带动性强的高等级旅游功能区较少，以高速公路为主体的旅游交

通环线尚未形成，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较为薄弱，最后一公里接驳

体系不畅；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品质参差不齐，旅游方式较

单一；环线区域旅游发展极不平衡，旅游跨省区协作较少、省内

跨地区联动较弱，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旅

游目的地建设与市场营销十分薄弱，旅游品牌形象和市场认知度

低；传统产业转型缓慢，城镇化水平较低，旅游产业链拓展乏

力，市场主体 （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缺位，投资、营商与消

费环境有待优化。

第二节　优势与问题

生态资源良好。西部环线区域以河湖湿地草原生态系统为

主，生态旅游资源特色突出、系统性好，湿地类型多、面积大，

河湖景观丰富多彩、四季变幻，以河湖连通工程为重要基础，生

态环境更趋优越。

区位向西连接。西部环线区域处于我省西北部，与辽黑两省

相接，是我省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

要地区。以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交通大环线正在形成，南北连通、

西向拓展、东接长春，优势明显。

区域文化独特。西部环线区域是我省重要的农业、牧业、渔

—２９１—



业与新型能源产业功能区，蒙古族民族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河湖

草原湿地自然景观与区域历史文化厚重、组合鲜活、吸引力巨

大。

城乡基础扎实。西部环线区域城乡发展较好，以松原市、白

城市为中心地，与双辽市构成 “西部环线旅游金三角”，以县城

城关镇、乡镇、乡村、渔场、牧场为节点，构成独具特色的全域

旅游城镇体系，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城乡整体休闲基础较好。

旅游蓄势待发。在我省加快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深入实施旅游业攻坚发展行动，推动旅游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紧紧抓住 “冰天雪地”和 “天赐 ‘凉’机”，全力打

造吉林旅游冰雪和避暑盛宴，西部环线区域旅游蓄势待发。

政策支撑有力。省委、省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全国首创出台

《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 （吉发 〔２０１６〕２９号）和

《关于推动避暑休闲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发 〔２０１８〕２１

号），制定 了 《吉 林 省 冰 雪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吉办发 〔２０２１〕３８号），全面启动冰雪资源普查工作，各

部门及西部各地市配套产业、资金、土地等政策有力有效，全面

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将更加有力促进西部环线区域

旅游大跨越、大发展。

在新的空间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西部环线区域

旅游发展问题突出，是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和长期性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 “规模不大、配套不全、投入不足、体制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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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

———生态旅游资源禀赋优越，但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较少，旅

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足，旅游经济效益产出较少；

———旅游交通、游览、卫生等配套设施不健全，基础薄弱，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人才供给、宣传营销等方面投入不足，使西部地区发展

后劲不足；

———多数旅游资源因生态管控要求较高，人们生态意识不

够，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体制不明确，缺乏高效的协调机

制。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始终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实施 “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做精做优做强东西旅游 “双线”，以旅游

空间优化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西部环线区域资源优

势，以创新为根本动力，重构旅游目的地体系，推动西部环线旅

游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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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展思路和基本原则

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贯彻落实 《中共吉

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吉

发 〔２０１６〕２９号）、《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避

暑休闲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发 〔２０１８〕２１号）、《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 “十四五”规划》（吉政办发 〔２０２１〕４７号），

全面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化旅游 “双线”空间布局，发挥西

部地区湖泊、湿地、草原等资源优势，加大保护修复力度，拓展

旅游开发领域，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充分释放生态资源旅游价

值。突出 “草原＋湿地＋湖泊＋田园”生态旅游主题，深度开发

草原民俗跨省游、草原湿地自驾游、湿地科考、观鸟游等精品旅

游线路，融入全民健身、节事赛事等新业态，打造西部河湖草原

湿地旅游大环线，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万亿级”支

柱产业，加快建设冰雪旅游强省、避暑休闲名省提供有力支撑，

为全省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发展做出新贡献。

———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原则。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保护生态和

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优化旅游 “双线”，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原则。发挥旅游业开放性、国

际性特点和政府引导作用，探索建立旅游业引领的 “多规合一”

产业促进机制，加快推进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坚持以点带面、开放联动原则。衔接实施国土空 间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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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突出重点，优化沿线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以核心景区和节点

城镇为依托，推动旅游特色化、品牌化、差别化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统筹协调原则。以创新为抓手，以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科学组合旅游要素，统筹资源保护、产

品开发、线路组织和宣传促销等，丰富合作方式，提升合作水

平，实现一体化发展。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旅游产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

富，旅游市场消费更加多元。查干湖、嫩江湾等重点景区加速提

质升级，实现西部地区５Ａ级景区 “零”的突破。高等级Ａ级景

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旅游等级民宿、旅游休闲街区、省级工

业旅游示范点等旅游产品类型及数量加速跃升，查干湖生态小

镇、向海旅游景区综合开发等重点项目持续发力，西部河湖连通

区域环形旅游廊道、西部生态旅游大环线风景道建设全力推进，

让西部因生态而美、因生态而富、因生态而强，为全面建设生态

强省，实现旅游总收入达到 “万亿级”规模提供重要支撑。

———建设高等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增加５Ａ级旅游景区１

－２家 （松原查干湖、大安嫩江湾），４Ａ级旅游景区５家，实现

西部环线区域景区建设大突破。建设特色旅游小镇５个、避暑名

城５个、教学娱乐滑雪场５座。增加４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经营

单位３０家；森林避暑、滨水休闲、康体养生及冰雪等新业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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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增加１５处。

———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完善。４Ａ级及以上景区和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厕所全部达标。逐步完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旅游

引导标识牌，改造提升相关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旅游功能，增加游

客服务中心及咨询中心１５处。鼓励各地建设融入吉林特色文化符

号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旅游标识系统，支持打造公共文化新场景。

———基础设施瓶颈有效破解。统筹西部环线旅游交通网络建

设，西部旅游环线骨干通道建成，通往重点景区 （点）的公路提

质升级、内外畅达。

———重大旅游项目建成投产。查干湖小镇、查干湖景区改造

提升、嫩江湾旅游综合开发等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完成建设。开通

绿色通道，有效破解旅游项目落地难题，可落地文旅项目储备达

３０个以上。

———品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 “清爽吉林·２２℃的夏天”和

“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品牌广泛传播。国家冰雪人才中

心、国家避暑中心、冰雪旅游大省、避暑休闲名省的地位确定。

专栏１　旅游产业指标体系 （全省）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属性

旅
游
产
业

１ 旅游接待人数 （亿人次） － ５ 预期性

２ 旅游业总收入 （亿元） － １００００ 预期性

３ 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个） ７３ ９０ 预期性

４ 世界级和国家级冰雪主题旅游度假区 （个） － ５ 预期性

注：标为５－１０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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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点任务

第一节　支撑旅游 “双线”空间布局

以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引领，以长吉都市圈为交

汇耦合域、以东部环线和西部环线为骨架，突出发展轴辐射带动

与优化作用，释放空间结构性协同活力，优化重构 “轴向带动、

东西协同、主核崛起”的总体空间格局，培育形成 “全时驱动全

域、轴向带动点面”的 “８”字型 “最美吉林旅游花环”。

长松大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充分发挥我省西部

地区辽阔草原、广袤湿地、美丽家园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依托

河湖连通工程，突出 “草原＋湿地＋湖泊＋田园”生态旅游主

题，结合蒙古族草原民俗跨省游、西部草原湿地自驾游、湿地科

考、观鸟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打造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

线。

长通白延吉长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立足我省东部地区

得天独厚的冰雪、山地、森林、河湖等生态旅游资源，围绕 “避

暑＋冰雪”两大主题，依托长吉图休闲度假游 （长春－吉林－延

边－长白山）、图们江与鸭绿江边境风情游 （珲春－长白山－白

山－通化）和长辽梅通康养避暑游 （长春－辽源－梅河口－通

化）经典旅游线路，打造东部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

第二节　线轴带动点面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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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线”为重点与骨架，促进 “点”的 建 设 与 提 升、辐 射

“面”的美化与优化。

——— “点”的建设。重点是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综

合体、特色产业小镇、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房车露营地、旅游集

散中心、旅游休闲街区、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

——— “线”的建设。完善 “线”的连接功能，扩大通达面，

提升舒适性和便捷性；丰富 “线”的旅游功能，打造赏心悦目的

沿途风景和人文景观，突出交通及配套设施的支撑功能。

——— “面”的建设。主要包括旅游产业集聚区、重要旅游节

点城市和名城名镇、重要旅游发展带，按照旅游目的地体系要

素，强 化 具 有 核 心 吸 引 和 功 能 支 持，集 聚 “吃、住、行、游、

娱、购”等旅游六要素基本面，形成承载能力强、产品丰富、服

务配套完善的旅游功能区。

第三节　建设旅游城镇集散体系

重点建设旅游节点城市体系。通过环线区域旅游发展重要支

撑节点，引领带动周边地区旅游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提升支撑

功能和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全方位提升松原市、白城市作为节点

城市的 “轴向连通，横向带动”作用，建设以 “松原—白城—双

辽”为主体的西部旅游目的地金三角，松原市建设成为西部重点

旅游城市，白城市建设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我省西部门户城

市，双辽市建设成为连接辽宁、北京方向的重要旅游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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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特色旅游目的地体系。“分区、划块、成面”推进

西部环线沿线特色旅游城镇、民俗风情村建设，突出发展农安

县、前郭县、长岭县、洮南市、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等特色

旅游产业，进一步发挥辐射作用，带动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打造

通榆县向海村、松原市西索恩图村、前郭县妙音寺村等一批民俗

风情村，融合游牧文化、民俗文化、渔猎文化的优势，促进旅游

与农牧副渔的融合发展，找准看点、发现玩点、挖掘亮点、激发

爆点，满足游客期待点。

第四节　构建环线综合旅游交通

打造西部环线交通支撑骨架。以Ｇ１２珲乌高速长春至白城

＋Ｇ４５１２双嫩高速白城至双辽＋Ｇ２５长深高速双辽至长春为骨

架，以Ｇ４５大广高速为南北纵线，以Ｇ１０１５铁科高速榆树至扶

余至前郭至乾安至通榆、Ｓ２长春至太平川高速公路为两横，以

Ｇ１２珲乌高速白城至兴安盟、Ｇ４５１２双嫩高速镇赉至白城至通榆

至双辽、Ｇ２５长深高速双辽至公主岭至长春为三联络，连接机

场、铁路西北电气化环线 （通辽至四平、四平至齐齐哈尔、通辽

至让胡路），形成西部旅游环线主网络，构成 “一环一纵二横三

联络”的综合旅游交通体系。整合区域资源，依托品牌景区和主

要交通干线，串联旅游节点，连点成线、串景成廊，发挥沿线生

态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精心打造我省西部旅游黄金大环线。

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围绕以哈大、珲乌 “十字轴”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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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正在形成以东南快速客运环线和西北电气化环线为两翼的

“蝴蝶型”快速铁路网格局，重点实施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实现市 （州）通动车目标；构建形成以高速公路为

骨架、国省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的内外通畅、快速

高效、便捷安全的区域公路运输网络，疏通省道洮向线洮南至向

海段、齐大线莫莫格至月亮泡段景区连通路，形成西部湿地环线。

探索与蒙东草原旅游圈深入合作，并与省内线路相协调、相连接。

专栏２　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机场。积极建设长岭通用机场。
高速公路。加快长春至太平川高速续建工程。
国省干线。打通省内国道公扎线舍力至海坨乡段、省道扎突线到保至德顺段。疏通建设

省道洮向线洮南至向海段、省道齐大线莫莫格至月亮泡段４Ａ级及以上景区连通路。

第五节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推动旅游集散中心建设。构建由一、二、三级集散中心三个

不同等级组成的区域旅游集散体系。围绕松原市、白城市２个一

级集散中心，双辽市、前郭县、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５个二

级旅游集散中心和县城城关镇、特色小镇、重点旅游景区、度假

区三级旅游集散中心，以环线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线为依托，为

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旅游集散服务。加强改善重点旅游城镇、

景区的交通衔接，实施景区 “最后一公里”工程，促进景区无障

碍化旅游。加强旅游度假区、Ａ级景区和乡村旅游点的道路、步

行道、停车场、供水供电、医疗急救、游客信息服务以及垃圾污

水处理、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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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最美旅游风景廊道。以我省中高等级交通路网为基础，

加强沿线旅游景区、特色风情村镇、旅游营地、驿站和绿道系统

等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和建设，完善旅游和交通服务功能配套，加

快推进西部河湖连通区域主要旅游区的环形旅游廊道、“西部生

态旅游大环线”旅游景观公路等区域旅游风景道建设，打造最美

旅游公路。

完善旅游营地驿站体系。完善自驾车旅居车旅游服务功能，

形成覆盖主要区域、系统完整、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的自驾车旅

居车营地体系，基本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和比较完整的自

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推动落实旅居全挂车相关政策措施，完

善旅游营地住宿登记、安全救援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和机制。到

２０２５年，基本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和比较完整的自驾车

旅居车旅游产业链，力争认定一批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和５Ｃ、

４Ｃ、３Ｃ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建设完成１０个标准的旅游营地项

目，初步形成覆盖我省西部主要地区、系统完整、特色鲜明、功

能齐全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体系。

稳步推进慢行系统建设。增加旅游的休闲游憩功能，鼓励以

景区、城镇、乡村等为单位，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旅游慢

行系统。明确休息驿站、饮水、充电、急救、咨询等设施建设和

服务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整体规划建设慢行体系和雪地穿越

旅游廊道，形成绿色慢生活方式。

深入推进 “厕所革命”。巩固和深化 “厕所革命”两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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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果，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日常管理，更加注

重 “建管用”并重，建立健全旅游厕所管理维护长效机制，切实

提升全省旅游厕所管理和服务水平。积极支持交通沿线、临街临

景的企事业单位厕所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力推进旅游厕所标准化

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示范性旅游厕所。加强 “全国旅游厕所

管理系统”使用和管理，加快推进旅游厕所数字化，积极开展智

慧旅游厕所建设，抓好旅游厕所电子地图上线工作，提升我省旅

游厕 所 电 子 地 图 标 注 率，全 面 推 进 旅 游 厕 所 “一 厕 一 码”，到

２０２５年实现全覆盖。

提升智慧旅游服务水平。加快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明确在线

预约预订、分时段预约游览、流量监测监控、科学引导分流、非

接触式服务、智能导游导览等建设规范，落实 “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到２０２５年，国家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基本实现智

慧化转型升级，重点景区实现 “线上预约、分时游览”智能服

务。完善智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各类旅游重点区

域５Ｇ网络覆盖水平。推动停车场、旅游集散与咨询中心、游客

服务中心、旅游专用道路及景区内部引导标识系统等数字化与智

能化改造升级。加强智慧旅游相关标准建设，打造一批智慧旅游

目的地，培育一批智慧旅游创新企业和示范项目。建立滑雪场、

景区、酒店、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等重点领域的监测机制，与线上

平台合作，定期获取全省旅游预订情况、趋势情况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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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旅游标识标牌系统。坚持统筹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规

划、设计和建设，做到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相

衔接，确保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位置合理、符合规范、视觉效果优

良；标识标牌系统外形美观，内容完整、规范、准确、清晰，中

英文对照，维护保养良好。省及市县交通、文化和旅游部门根据

路网规划建设情况对公路沿线道路交通标识标牌进行整治，推进

旅游干线公路、旅游景观道、旅游交通枢纽等区域的旅游交通引

导标识标牌建设。推动Ａ级景区、旅游度假区、高等级乡村旅

游经营单位、旅游名镇名村等主要旅游区内旅游标识标牌系统的

标准化提升改造，形成良好的自助旅游环境。

合理设置旅游停车场。加强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的编制，采

用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明确停车场规划指标体系、生态化要

求、布局规划及政策措施，鼓励建设区域性智能化立体停车场，

同时加大对配建停车场 （库）的规划管理力度，使停车场的规模

和游客承载量相适应，逐渐形成 “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

场为辅，路面临时停车场补充，分布合理、配置完善、管理规

范”的现代化停车格局。重点完善旅游城市、景区 （点）、美丽

乡村、特色小镇以及机场、车站等地的旅游停车设施设备，确保

停车场的规模和游客承载量相适应，设计符合生态化要求。

第六节　推进旅游产品结构创新

大力提升景区功能品质。支持将查干湖率先打造成富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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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和特色的世界级生态旅游景区，推动查干湖、嫩江湾加快获

批５Ａ级旅游景区。支持向海、莫莫格等重点景区科学划定旅游

功能区，重新定位产品，拓展发展空间，提升服务功能。以景

区、度假区等为依托，建设河湖、草原、湿地等特色生态旅游目

的地。加快推进查干湖、嫩江湾、向海、机车小镇等旅游综合开

发项目，带动和引领西部旅游业快速发展。

推动旅游产品提档升级。延伸拓展西部渔猎文化之旅，以产

业支撑产品创新，推动冰雪旅游基础产品向高端的度假产业形态

与生活方式发展，不断扩大查干湖 “冬捕”旅游品牌影响力。打

造特色旅游和民俗风情村镇，鼓励发展特色餐饮，建设旅游民

宿、帐篷酒店、自驾车旅居车营地、露营地等。大力发展生态避

暑休闲旅游产品，重点建设松原市查干湖、天河谷、哈达山、乾

安·西湖，白城市向海、嫩江湾、莫莫格等四季综合性旅游景

区。

培育文化创意旅游产品。依托我省多元融合的文化旅游资

源，系统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丰富旅游商品

文化内涵，支持开发具有吉林特色文化符号的旅游商品，打造

“礼遇吉林”旅游商品。持续挖掘 “冬捕”“春捺钵”等文化中的

各类旅游元素，重点发展民族民俗文化、渔猎文化、红色文化、

军事文化等旅游产品。鼓励文化馆、博物馆等各类公共文化资源

进行旅游场景打造，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演艺产品，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文化街区、特色文化产业基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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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产业乡 （镇）村等，拓展旅游功能。

突出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充分发挥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推动

沿 “双线”的乡镇、交通干线和Ａ级景区周边的地区，深化开

展乡村旅游，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加快把

乡村旅游规模做大、产品做精、特色做足、品牌做强，全面提升

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实施乡村旅游 “十百千万”工

程，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加强试点示范，以点带面，推出一批

文化内涵丰富、产品特色鲜明、配套设施完善、环境美好宜居、

风俗淳朴文明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培育一批全国乡村旅游

集聚区，评定一批高等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乡村旅游民宿，及

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打造乡村旅游样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支持非遗项目、传承人走进乡村旅游重点

村，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善配套

基础设施，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业态、服务质

量等级等相关标准制 （修）订，开展乡村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建

设，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引领乡村旅游科学

化规范化发展。

第七节　加强旅游业态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旅游与现代农业、新型工业、特色城镇以及历史文

化、大众体育、医疗康养等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发挥旅游产业联

动作用，拓展旅游业发展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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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现代农业。结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林牧渔产

业基础，推动 “旅游＋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

合。在条件适宜地区开展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点）建

设，支持发展农耕、采摘、饲养等以农事体验为主题的特色旅游

产品，大力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加工和林特产业，开发现代农业

旅游精品主题线路。

旅游＋新型工业。科学有序推进工业旅游发展，开发工业时

代文化创意项目，打造工业文化旅游基地，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工

业旅游产品，积极推进白城市大安蒸汽机车陈列馆项目。加大工

业旅游纪念品开发力度，积极发展蒸汽机车系列、白酒系列、石

油系列、风力发电机系列等工业旅游纪念品体系。

旅游＋特色城镇。支持查干湖镇、哈达山镇、哈拉毛都镇、

莫莫格乡、向海乡等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科学规划建设慢行系

统。完善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兼顾居民与游客需

求，适度拓展城市运动休闲空间。

旅游＋历史文化。促进旅游与渔猎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

化、石油文化、军事文化等融合发展。依托查干湖 “冬捕”、“头

鱼宴”、“头鹅宴”及大金得胜陀颂碑、清代双塔等历史文化资

源，开发历史文化体验、历史遗迹参观等旅游产品；充分发挥满

族、蒙古族民族文化优势，开发关东民族民俗节庆、民俗度假等

旅游产品；依托多元宗教文化优势，开发涉及饮食、疗养、节会

等宗教文化体验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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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众体育。不断提升大安嫩江湾休闲垂钓赛等体育旅

游发展水平和质量，围绕查干湖、嫩江湾等重点区域内的湿地公

园、城市公园等，规划建设一批省级生态旅游休闲体育公园。结

合群众健身、休闲体育运动，开发滑雪、滑冰、雪地摩托等冰雪

特色运动旅游产品，漂流、划水、皮划艇等水上运动旅游产品和

徒步、拓展训练、绿道骑行等森林户外运动旅游产品。

旅游＋医疗康养。推动旅游与健康养老、康体休闲等融合发

展，鼓励发展水疗ＳＰＡ、中西康复疗养、温泉康体疗养等疗养

项目，将康体疗养和养生养老旅游产品培育成市场新增长点。鼓

励旅游企业和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提供健康养生度假服务，形成

一批专业化的健康医疗养老服务旅游品牌。

第八节　加快重大旅游项目建设

根据资源特点，围绕大众化、生活化、精品化、个性化的市

场需求，从资源、主题和时代中寻找创意，延伸和衍生特色产品

开发，策划包装可落地的重大旅游项目，做到谋划一批、推广一

批、落地一批、储备一批。推动建设以名镇、景区、度假区为主

要支撑载体，以河湖湿地观光、田园乡村度假、滨水休闲康养、

旅游文化演艺为产品特色，以 “原生态、慢生活、深体验”为特

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形成以观光游、亲子游、康养游、度

假游等为主体的多业态并举、多产业融合的旅游项目开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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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重大项目谋划

前郭县查干湖生态小镇。建设查干湖低碳全域旅游向导集散中心、温泉康养度假酒店、
渔猎民宿群、查干湖特色农产品文创研究中心、查干湖农民增收研习所、蒙古族民俗ＡＰＭ
街、查干湖会展中心、马背民族主题酒店等。

查干湖５Ａ级旅游景区创建。建设最后渔猎部落、七家子生态岛、植物科普园、吉祥观
光塔等。

白城市向海景区旅游综合开发。建设 “向海大营”旅游服务综合体、东湖半岛生态休闲
度假村、向海湿地温泉度假村、北国风创意农庄、国家沙地森林公园等。

白城市嫩江湾旅游综合开发。建设水上活动区、蒸汽火车旅游基地、科幻体验馆、湿地
康养休闲中心。

松花江哈达山至三岔河口段航道项目。结合规划中期调整契机，启动实施河道疏浚、沿
岸环境治理、水环境治理等工程，配套建设沿岸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等。

江心岛综合开发项目。建设江心岛生态公园、景观桥以及服务旅游基础设施等。
长岭县通用航空小镇项目。建设星级航空主题营地、航空主题 乐 园、航 空 产 业 博 物 馆

等。

第九节　强力推进旅游品牌崛起

推进目的地品牌建设。依托河湖草原湿地优势，充分发挥查

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等传统品牌，以及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文

化旅游节、“草原之夏”系列文化旅游活动等新兴品牌节事活动，

营造 “东有长白山、西有查干湖”的市场氛围，全力打造西部环

线区域旅游目的地四季品牌，强力推进品牌崛起，支撑全省 “温

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和 “清爽吉林·２２℃的夏天”品牌

ＩＰ建设，全力打造 “雪博会”和 “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强化主流渠道推广，组建全省文化旅游

融媒体平台。加强与铁路、民航等部门合作，实现文旅宣传进机

场、进车站。拓展宣传渠道，延伸营销空间，在国内外主要客源

地设立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营销中心，推广文化产品和旅游精

品线路。扩大新媒体营销，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手段和新技术，

利用央视频、腾讯视频、优酷等视频平台和抖音、快手等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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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直播平台，通过微视频、网络直播、网红博主、影视植入、

旅游攻略等方式，宣传展示吉林旅游品牌和优秀文艺作品，整体

推进新媒体形象推广工程。

提升旅游市场影响力。根据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

况，待时机成熟时，赴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冰雪旅游推广活动，

扩大入境游市场份额。域外重点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地域，策划组织旅游市场主题推介等活动，深化区域间合作。

第十节　实现文化生态协调发展

强化生态资源保护。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

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

利用上线，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

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区域、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自

然遗迹和濒危物种分布区、水源地保护区等重要和敏感的生态区

域，落实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依规选址，合理确定建设规

模，限制无节制开发，做好与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积极探索向

海、莫莫格、嫩江湾、查干湖等管理体制创新，建设创新、绿色

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目的地体系，加强湿地、森林、水源地保

护与生态修复，适度开展生态旅游观光游憩活动。

持续优化旅游环境。全省重要旅游节点城市实现城乡垃圾一

体化处理，主要涉旅场所干净卫生整洁。涉旅路边、河边、湖边

达到美化、绿化、洁化。主要旅游道路、旅游景区、旅游村镇建

筑富有特色、乡村风貌突出、自然环境优美。各市、县确保区域

内湖泊、河川水质达标，没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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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绿色循环发展。引导绿色示范旅游发展，推动旅游企业

节能减排，落实环保责任，省及各市、县建立绿色饭店、绿色温

泉、绿色民宿、绿色餐饮、绿色交通等绿色认证体系，推广节能

减排，减少旅游碳排放。倡导景区建设因地制宜、方便简洁，鼓

励采用节能、轻型、可回收利用的材料设备。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严格保护国家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保障体系，完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范围、措施、制度及政策，在保护的基础上，依法、

适度开发利用，有效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第四章　保障措施

加强规划引导和组织实施。本规划发布后，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负责组织实施。各市、县依据本规划编制管辖区域内的旅游发

展规划，并做好与国民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及相关行业规划衔接。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建设与环境保护对推进环线区域布局的要求，发挥规划在促进区

域协同发展中的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作用，做好规划实施效

果跟踪评估。

强化政策落地和导向支撑。发挥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作用，深入贯彻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大做

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推动避暑休闲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全面落实 《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 “十四五”规划》要求，全力推进实施产业发

展、土地利用、金融财政等各项政策措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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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政策全覆盖，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旅游精品线路建

设与提升，带动旅游示范区、集聚区快速发展，形成特色旅游产

业集群。

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的引导和扶持效应，争取现有的与旅游业相关的专项资金向环线

区域倾斜，重点支持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宣传

推广等方面，对重点项目在贴息、担保、贷款、股权投资方面给

予扶持；发展改革、财 政、自 然 资 源、生 态 环 境、住 房 城 乡 建

设、交通运输、林草等部门统筹考虑环线周边固定资产投资、重

大项目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进一步优化区域协

调发展。

加强旅游人才培训和引进。优化旅游人才结构，提升人才素

质，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旅游人才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总量达到

７０万人。紧紧围绕旅游业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旅游人才资源

统计和完善的旅游人才评价体系，加大培训力度，着力抓好行政

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才、紧缺专业人才、从业人员四大队伍建

设。建立旅游人才专家信息库，全面发挥专家学者对旅游业发展

的智力支持和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国际服务贸易创新政策，

放宽对聘用外籍人才的政策管理规定，积极引进专业型人才，形

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２１２—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八

长吉珲大通道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第一章　发展基础

长吉珲大通道串联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等市 （州）和九

台、双 阳、蛟 河、敦 化、安 图、延 吉、龙 井、图 们、珲 春 等 县

（市、区），辐射舒兰市、桦甸市、二道白河镇、汪清县、和龙市

等多个重要城镇节点，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的京延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以长春市、吉林市为核心腹地，以延龙图为前

沿，以珲春市为窗口，通过借港出海等方式，打通吉林省向东开

放通道，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和白 （城）松 （原）长 （春）通

（化）至辽宁 （丹东港、营口港、大连港）大通道，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目前已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

通道内交通基础设施齐全。通道内铁路、公路、航空、水运

等各种运输方式初具规模，已建有长吉珲高速铁路、长图珲和东

边道等普速铁路，珲乌、龙蒲、吉沈、鹤大、延汪等高速公路和

珲阿、龙东、三莫等普通干线公路，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延吉朝

阳川机场，松花江、图们江航道具有一定基础，基本形成了 “一

环三纵一横”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格局 （见图１），联通俄、

朝，辐射东北亚区域、欧洲等地。

对外互联互通具备一定条件。“滨海２号”国际交通走廊我

方境内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珲春至长岭子口岸公路和图们、圈河

等界河大桥均已达到一级公路标准，珲春长岭子公路口岸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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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车通关。陆海联运航线相对丰富，由珲春经扎鲁比诺、斯拉

夫扬卡和罗津等俄、朝港口可达韩国、日本及我国上海、宁波等

港口。“长珲欧”正式开通，中俄珲马铁路双向常态化运营。中

俄国际道路货物运输取消线路限制，中俄、中朝国际道路客运线

路已达１０条。

长春市核心地位不断增强。长春至珲春方向已形成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运输机场三种快速运输方式，可便捷融入国内国

际综合交通网络，连通朝、俄，辐射东北亚区域。长春市建成

“一纵一横”十字形放射铁路主骨架，形成 “一环六射”高速公

路网，轨道交通初步形成 “十字＋环型＋放射”网络架构，全面

覆盖长春都市圈主要城市 （镇），长春站、长春西站、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基本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现已开通直达国内城市航线１３７条、国际航线３条。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长吉珲大通道铁路、公路、机场等基

础设施仍有待完善，长春市交通枢纽地位需持续提升，机场布

局、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需完善和拓展，增强对外联通能力，提

高运输能力和效率。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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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

焦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补缺、补断、补弱，

加快做强内联外扩、通江达海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综合交

通枢纽布局，强化公铁空水多种运输方式联动互补，扩大优质运

输服务供给，打造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强化大交通、大枢纽、大

物流格局，助力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吉林与东北亚区域相

连，与欧洲联通，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率先实现突破当好

开路先锋。

第二节　基本原则

适度超前、服务大局。聚焦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大局，以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为出发点，进一步优化通道

基础设施，确保运输能力适度超前，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

先导性、战略性作用。

统筹融合、畅通高效。坚持系统观念，合理配置资源，优存

量、扩增量、提质量，推动陆海贯通、内外联动。精准补齐联通

衔接短板，优化配置运输资源，全面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和效率，

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贯彻新理念、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传统

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效益与整体效能，强化科技创新

赋能，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坚持集约节约，加强节能减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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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恢复，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促进通道提效

能、扩功能、增动能，推动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或稍长一段时间，长吉珲综合运输大通道全面畅

通，形成 “两环四纵两横”（见图２）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通道运输能力更加充沛，综合客运枢纽和物流园区布局更加完

善，各种运输方式衔接更加紧密顺畅。长春都市圈大环线基本形

成，支撑长春市东北亚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更加明显，长吉

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带动作用更加突出，珲春国际港对外合作能力

显著提升，进一步促进吉林省与东北亚区域相连、与欧洲联通，

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力支撑高质量交通

强省建设，服务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一节　打造能力充沛的综合交通网

重点建设长春都市圈环线、延吉至长春等高速公路，沿边开

放旅游大通道，敦化至牡丹江等快速铁路，启动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三期扩建，织密高质量快速交通网，构建 “两环四纵两横”综

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持续完善铁路网。扩大快速铁路覆盖范围，推进普速铁路建

设和既有铁路扩能改造。推动敦化至牡丹江铁路和吉林枢纽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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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建设。

专栏１　铁路项目

快速铁路。推进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项目。
普速铁路。建设吉林枢纽西环线。

加快完善公路网。推进高速公路全面成网、普通公路网提质

升级，加强长吉核心腹地与沿边开发开放窗口的联系，建设烟筒

山至长春、大蒲柴河至烟筒山、防川至珲春等高速公路，打造长

吉珲第二条高速公路通道，形成 “双高速公路”格局；优先启动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升级改造国道珲阿公路、饶盖公路等 “瓶

颈路”“断头路”。

专栏２　公路网项目

高速公路。建设长春至烟筒山、烟筒山至大蒲柴河、防川至珲春高速公路，推动汪清至
老爷岭高速公路建设。

普通公路。加快建设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国道珲阿公路石头口门绕越线、国道珲阿公
路吉林至饮马河 段、国 道 珲 阿 公 路 威 虎 岭 至 白 石 山 段、国 道 珲 阿 公 路 延 吉 至 安 图 （北 山）
段、国道饶盖公路九台至长春段、国道龙东公路大蒲柴河至夹皮沟段、国道龙东公路小城子
至二道甸子段、国道丹阿公路新华至英安段等项目。

推进航道建设。开展绿色和生态航道建设，实施松花江吉林

市区至雾凇岛段航道工程。完善航道码头设施，建设图们江图们

市城区段界河航道码头。

专栏３　航道项目

航道。实施松花江吉林市区至雾凇岛段航道工程。
码头。建设图们江图们市城区段界河航道码头。

提升机场服务能级。强化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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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通道内快速旅客和高附加值货物中长途快速运输能

力。启动建设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推动城市 （际）

轨道交通与机场更有效衔接；改扩建吉林二台子机场，迁建延吉

机场，推进建设珲春机场。

专栏４　机场项目

机场。建设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迁建延吉机场，改扩建吉林二台子机场，
推进珲春机场建设。

第二节　构建衔接顺畅高效综合交通枢纽

以枢纽城市建设为抓手，打造多层次的交通枢纽城市，促进

各运输方式融合发展，提高综合交通组合效率、通行效率、转换

效率和空间要素配置效益，发展枢纽经济。打造国际性、全国

性、区域性三个层次的交通枢纽城市，完善枢纽布局，努力将长

春市打造为面向东北亚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力争将吉林市打

造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珲春市、延边州区域性综合交通

枢纽。

打造衔接顺畅综合客运枢纽系统。推进综合客运枢纽立体换

乘，推动主要运输方式间便捷换乘，重点改扩建长吉城际龙嘉机

场站，实现铁路、民航、轨道等交通方式集中布局、空间共享、

立体换乘，提升机场地面客运快速疏散能力。优化长春市等城市

交通枢纽布局，加强与对外交通、城市交通系统有效衔接。

建设高效率综合货运枢纽系统。加快长春市生产服务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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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枢纽、珲春市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积极申报

长春市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和吉林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强化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能力，推进长春国际陆港、中澳公铁

等多式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及农产品、冷链等专用物流园区建

设。推动打通货运枢纽场站与干线公路的衔接道路，支持新建综

合货运枢纽引入铁路专用线。

专栏５　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长吉城际龙嘉机场站扩建工程等。
综合货运枢纽。建设长春国际陆港物流园区、长春国际物流园、东北物流园区、中澳公

铁联运物流中心、顺丰电商产业园项目 （二期、三期）、图们市粮食物流储运基地、吉林延
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冷链物流项目等。

第三节　做强长春都市圈交通

强化长春市集聚辐射能力。推动长春都市圈内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推动开行长春至九台、双阳等

地的市郊列车，加快推进长春市轨道交通建设，推动轨道交通向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延伸，构建主城区半小时生活圈、１小时通勤

圈、２小时通达圈。建设长春都市圈环线等高速公路，强化长春

市对农安县、九台区、吉林市等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衔接哈

长城市群及京津冀地区。

强化城区内外交通有效衔接。尽早建成长春至自然村高速公

路、长春至双阳一级公路，实现高速公路与亚泰大街等城市快速

路网有效衔接，强化城市道路与普通公路一体化衔接，扩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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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疏解城市交通拥堵压力。

拓展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加密扩展国内外航线，逐步开通

并常态化运营长春通向东南亚各国航线，新开、加密至欧洲、日

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航线，提高航线网络覆盖能力。推动

“长满欧” “长珲欧”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做强做大长春内陆

港，稳步提升长春市交通枢纽的国际地位，支撑长春市打造东北

亚国际物流枢纽中心。

专栏６　长春都市圈交通项目

高速公路。建设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九台至双阳段、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
至九台和双阳至伊通段、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伊通至农安段、长春至自然村高速公路。

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交通１号线、２号线、３号线、４号 线 延 长 工 程，建 设 轨 道 交 通５
号线、６号线、７号线、９号线。谋划启动长春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

第四节　强化珲春国际港对外开发开放能力建设

加强对外互联互通。持续推动对俄、朝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推动沙坨子、三合、开山屯等口岸桥建设，持续推动珲春至扎鲁

比诺港既有公路、珲马铁路改造，强化与 “滨海２号”国际交通

走廊衔接；谋划图们至朝鲜清津铁路建设、和龙南坪至朝鲜茂山

铁路建设。

强化国际运输能力。全面畅通国际陆路通道，稳定运营 “长

珲欧”“珲马铁路”等货运班列。开拓陆海联运通道，稳定运营

珲春经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港至宁波舟山港、青岛等国内南

方港口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复航珲春经扎鲁比诺至韩国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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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日本新潟航线，谋划开辟北冰洋航线，打通面向欧美的海上

经贸通道。织密国际航空网络，拓展延吉机场空中客货航线。

加快交通运输开放合作。以港口合作和跨境运输通道为保

障，推进与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产能和资源

对接合作，为吉林省打造全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区域

合作中心提供坚强支撑。

专栏７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铁路通道。加快中俄珲马铁路扩能改造。推动图们至朝鲜清津铁路、和龙南坪至朝鲜茂
山、珲春甩弯子至朝鲜训戎里铁路建设，恢复重建中朝开山屯至三峰里铁路。

公路通道。稳步推进珲春至扎鲁比诺港改造。适时推动沙坨子、三合、开山屯等公路口
岸桥建设。

海上通道。推动珲春经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港至宁波舟山港、青岛内贸外运航线常
态化运行，复航珲春经扎鲁比诺至韩国釜山、日本新潟航线。持续推进图们江出海复航基础
技术研究工作。

空中通道。拓展长春、延吉等机场空中客货航线，开辟面向东北亚国家的航线，加密对
韩、日、俄航班航线。

第五节　扩大优质运输服务供给

提升客运服务品质。

———发展旅客联程服务。积极发展公铁、空铁、公空等旅客

联程运输，强化客运一体联程组织，努力实现一站购票、无缝衔

接、一票 （证）通行。

———发展多层次客运服务。优化铁路客运服务，鼓励龙嘉机

场站至长春站、吉林站区间高铁实现公交化运营；构建与铁路、

民航等相衔接的道路客运集疏运网络，发展以公交化运营为主、

定制客运为辅、客运班车为补充的多元化运输组织形式；提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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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运输服务能力，逐步扩展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延吉机场与日

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直飞航线，提高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通达国内重要经济城市和旅游城市航线覆盖率。

———促进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践行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加强交通对冰雪旅游的支撑和带动，加快建设旅游

路、资源路、产业路，鼓励发展吉林市－北大湖冰雪旅游铁路专

列，鼓励松花江等流域发展游艇等水上旅游服务。

———提升客运信息化服务水平。推进服务全程数字化，支持

互联网企业等市场主体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 “一站式”出

行服务，提升客运服务掌上通办水平，打造顺畅衔接的出行服务

链，服务群众便捷出行。

提升货运物流服务效能。

———发展货物多式联运。完善枢纽多式联运服务功能，拓展

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区高铁枢纽的快运服务功能，提升长春龙

嘉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机场等航空枢纽货运功能；鼓励大型物

流企业开展多式联运业务。

———构建高效货运服务网络。以 “物畅其流”为核心，建设

与产业布局、消费格局相适应的大宗物流、集装箱物流网络，服

务于汽车、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冶金等重点产业

发展，强化煤炭、粮食、钢铁、汽车整车等大宗货物类运输保障

能力。

———持续降低物流成 本。积 极 发 展 “互 联 网＋货 运”新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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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物流信息互联共享体系，推动网络货

运型企业发展壮大；加大物流资源整合力度，鼓励物流企业投资

共建物流设施，共用共享物流设备；推动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灵

活调整机制持续优化。

———发展专业化物流服务。推进电商物流、冷链物流、大件

运输、危险品物流等专业化发展，推动大宗货物储运一体化，推

广大客户定制服务。

第六节　提升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升智慧创新发展水平。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高速公路基础设

施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改造，布局完善数字化感知系统，完善基

础设施数字化感知系统，依托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Ｇ３３１），开

展物联网、大数据、精准气象感知等新技术与基础设施融合的应

用试点，积极推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松花江重点航段智能化升

级。深化 通 道 内 高 速 公 路 电 子 不 停 车 收 费 系 统 （ＥＴＣ）应 用。

支持一汽智能网联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开展试验。稳步推

进５Ｇ等通信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提高通道内基础

通信网络覆盖率。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充分借鉴鹤大 “双示范”工程等绿

色公路建设成功经验，以新建公路为重点，打造绿色公路精品工

程，努力建成具有行业推动和示范效果的示范工程。统筹集约利

用通道线位、桥位等资源，鼓励建设 “集约化、一体化”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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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枢纽，提高国土空间综合利用率。大力推动通道内重要

节点城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鼓励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枢纽

场站等区域建设充电等新能源设施，推动实现交通领域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开展公路危旧桥梁改造专项行

动，加快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进一步完善航标设置等航

道安全设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推动 “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安全性、耐久性。加强通道内基础设

施动态监测预警，推进高速公路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升级和国省干

线公路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提高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健

全跨区域、跨部门综合交通预警、应急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应急

保障精准智控能力。

第四章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协调。发挥吉林省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领导小组作

用，统筹协调综合交通各运输方式的衔接，加强与发展改革、工

业和信息化、文化和旅游、住房城乡建设、商务、通信管理等部

门以及有关市、县政府的对接，有效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建

立重大建设项目定期会商机制，创新跨国、跨地区、跨行业、跨

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方式，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齐心协力保障重

大项目的落实。

强化资金保障。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统筹各级财政资金对通

道内支撑作用强的项目给予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

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通道内收益能够覆盖利息的交通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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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及时提出专项债券安排意见，确保

专项债券发行后迅速使用。对有一定收益或稳定盈利模式的项

目，依法合规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等方式，撬动社

会资本投入。深化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积极争取融资支

持力度，鼓励通过资源综合开发、建设运营一体化等方式破解资

金难题，加快通道内项目落地。

加强政策支持。研究建立支持通道内综合运输发展的保障政

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运用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手段，推动

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交通建设用地，在用地计

划、供地方式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探索土地收益补偿等多

样化支持政策。充分落实各地政府主体责任，采用中央与省、省

与各地共建等方式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加强技术保障。加强与行业协会、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的

技术交流与合作，强化在交通建设、运营、管理、养护等方面的

关键技术研究，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研发应

用的支持力度，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交通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营造良好环境。及时掌握行业动态，积极推动运输结构调

整，开展公路差异化收费试点研究，有效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加强正面引导，精心策划重大主题宣传，进一步巩固壮大行业主

流舆论阵地，讲好交通故事，展示交通发展成果，传递行业正能

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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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九

白松长通至辽宁（丹东港、营口港、

大连港）大通道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第一章　发展基础

打造白松长通至辽宁 （丹东港、营口 港、大 连 港）大 通 道

（以下简称白松长通至辽宁大通道），有利于衔接 “长满欧”，连

通白城、松原、长春、辽源、通化、白山至辽宁，与长吉珲大通

道形成 “人字形”通道布局，促进我省与东北亚区域相连，与欧

洲相通，与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对接，更好融入国内大循环和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目前，通道已具备一定规模，发挥着重要作

用。

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形成。总体布局是以长春为核心，京哈、

珲乌通道为骨架，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基本形成 “一环三射五

纵三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见图１）。长春至营口港、大

连港方向，以京哈通道为主轴 （京哈通道作为国家立体交通主骨

架，已建有高铁、普速铁路、八车道高速公路和四车道一级公

路），连通营口港、大连港，对接 “长满欧” “长珲欧”；长春、

通化至丹东、大连 方 向，建 有 长 辽、四 梅、梅 集 普 速 铁 路，京

哈、长长、辉白、集双、鹤大、伊辽等高速公路和多条普通干线

公路，以及通化三源浦、长白山机场，支撑我省向南开放；白城

至长春方向，建有长春至白城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二

级以上公路，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为主，白城长安机场、松原查

干湖机场为辅的机场格局，连通京哈通道；白城、松原向南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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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齐铁路、嫩双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和铁科高速公路、绥

沈公路等直达沈阳、营口、大连等地。

对内对外运输网络日渐完善。高速公路基本成网，京沈高铁

的开通、长白快铁提速和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二期扩建投运，进一

步完善了运输线网进一步完善，更加方便了人流、物流的快速流

动。多式联运尤其是铁海联运不断实现新突破，开通长春至大

连、营口、天津铁海联运班列，航空货运相继开通运营长春－沈

阳－南京、长春－杭州等航线。“长满欧”班列实现与１１个国家

３０多个铁路站点连接，开通了 “长珲欧”班列，长春至塔林货

运包机航线阶段性运营，至蒙古国乌兰巴托货运航线实现首次试

验飞行。

长春枢纽中心作用突出。长春经沈阳至营口、大连方向已形

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运输机场三种快速运输方式，可便捷融

入国内国际综合交通网络，有效对接环渤海、京津冀等国家重大

战略发展区域。长春市建成 “一纵一横”十字形放射铁路主骨

架，形成 “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轨道交通初步形成 “十字＋

环型＋放射”网络架构，全面覆盖长春都市圈主要城市 （镇），

长春站、长春西站、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基本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

有效衔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现已 开 通 直 达 国 内 城 市 航 线１３７

条、国际航线３条。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白松长通至辽宁大通道内快速铁路、

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还需加快完善，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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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速铁路，临江市、长白县未通高速公路，综合客货枢纽一体

化衔接和转换效率需进一步提升，长春市交通枢纽地位有待加

强，国际物流运输能力仍需提高。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聚焦服务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完

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强化公铁空水多

种运输方式联动互补，扩大优质运输服务供给，推进物流降本增

效，促进吉林与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对接，与东北亚、欧洲互联

互通，打造内联外扩、通江达海的综合运输大通道，为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率先实现突破当好开路先锋。

第二节　基本原则

适度超前、服务大局。聚焦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大

局，以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为出发点，进一步优化通道基础设

施，确保运输能力适度超前，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

性、战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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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融合、畅通高效。坚持系统观念，合理配置资源，优存

量、扩增量、提质量，推动陆海贯通、内外联动。精准补齐联通

衔接短板，优化配置运输资源，全面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和效率，

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贯彻新理念、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传统

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效益与整体效能，强化科技创新

赋能，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坚持集约节约，加强节能减排和

生态功能恢复，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促进通道提效能、扩

功能、增动能，推动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或稍长一段时间，白松长通至辽宁大通道基本形

成 “两环四射六纵四横” （见图２）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交通运输方式配置更加合理，高速公路、快速铁路连通成网，机

场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枢纽布局更加完善，各种运输方式衔接

更加紧密顺畅，衔接 “长满欧”，多路对接辽宁港口群，联通京

津冀、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使长春市

东北亚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更加明显，基本形成 “大交通、

大物流、大枢纽”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力支撑高质量交通强省

建设，服务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一节　打造能力充沛的综合交通网

—３３２—



重点建设长春都市圈环线、长春至太平川等高速公路，沿边

开放旅游大通道和沈阳至白河等高速铁路，启动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三期扩建，织密高质量快速交通网，构建 “两环四射六纵四

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持续完善铁路网。重点建设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完成长春

至白城铁路提速改造，积极推动长春经辽源至通化铁路相关工

作，实现快速铁路覆盖通道内各主要城市。

专栏１　铁路项目

快速铁路。建设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推动长春经辽源至通化铁
路建设。

加快完善公路网。推进高速公路全面成网、普通公路网提质

升级，加强东南部山区与丹东、大连的联系，强化沿边区域与长

春、沈阳等内地沟通，增强通道集散能力。建设长春至太平川、

桓仁至集安、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等高速公路，优先启动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升级改造国道珲阿公路、饶盖公路等 “瓶

颈路”“断头路”。

专栏２　公路网项目

高速公路。建设长春至太平川、桓仁至集安、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等高速公路项
目。

普通公路。建设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国道抚公公路营城子至伊通镇段、国道鹤大公路
白山绕越线、国道牙四公路大安嫩江大桥、国道绥沈公路肇源至松原段、国道集阿公路辽源
红五星互通、国道黑大公路梅河口绕越线、省道齐大公路莫莫格至大安段、国道Ｇ３０２线查
干湖生态小镇改线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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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水运码头建设。完善码头设施，建设鸭绿江临江航道码

头。

专栏３　码头项目

码头。建设鸭绿江临江航道码头。

提升机场服务能级。强化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提

升支线机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通道内旅客和高附加值

货物中长途快速运输能力。启动建设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推动城市 （际）轨道交通与机场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长白山

机场改扩建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适时启动通化三源浦机场、松原

查干湖机场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新建集安机场。

专栏４　机场项目

机场。建设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长白山机场改扩建工程竣工并投
入使用，改扩建通化三源浦机场、松原查干湖机场，新建集安机场。

第二节　构建衔接顺畅高效综合交通枢纽

以枢纽城市建设为抓手，打造多层次的交通枢纽城市，促进

各运输方式融合发展，提高综合交通组合效率、通行效率、转换

效率和空间要素配置效益，发展枢纽经济。努力将长春市打造为

面向东北亚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培育通化、白山、白城、松

原、辽源为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打造衔接顺畅综合客运枢纽系统。推进长白山 （二道白河）、

通化、白山、抚松 （松江河）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实现公路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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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间紧密衔接、便捷换乘。改扩建长吉城际龙嘉机场站，实现铁

路、民航、轨道等交通方式场站集中布局、空间共享、立体换

乘。优化长春等城市交通枢纽布局，加强与对外交通、城市交通

系统有效衔接。

建设高效率综合货运枢纽系统。加快长春市生产服务型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积极申报长春市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强化综合货运枢纽联运能力，推进长春国际陆港、中澳公铁

等多式联运型综合货运枢纽，以及顺丰电商产业园等物流园区建

设。推动打通货运枢纽场站与干线公路的衔接道路，支持新建综

合货运枢纽引入铁路专用线。

专栏５　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长白山 （二道白河）、通化、白山、抚松 （松江河）综合客运枢纽
以及长吉城际龙嘉机场站扩建工程。

综合货运枢纽。建设长春国际陆港物流园区、长春国际物流园、东北物流园区、中澳公
铁联运物流中心、顺丰电商产业园项目 （二期、三期）等。

第三节　做强长春都市圈交通

强化长春市集聚辐射能力。推动长春都市圈内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推动开行长春至公主岭 （范家

屯）、农安等地的市郊列车，加快推进长春市轨道交通建设，构

建主城区半小时生活圈、１小时通勤圈、２小时通达圈。建设长

春都市圈环线、长春至太平川等高速公路，强化长春市对农安、

双阳、伊通等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衔接哈长城市群及京津冀

—６３２—



地区。

强化城区内外交通有效衔接。尽早建成长春至自然村高速公

路、长春至双阳一级公路，实现高速公路与亚泰大街等城市快速

路网有效衔接，强化城市道路与普通公路一体化衔接，扩展城市

发展空间，疏解城市交通拥堵压力。

拓展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加密扩展国内外航线，逐步开通

并常态化运营长春通向东南亚各国航线，新开、加密至欧洲、日

韩和东南亚等国家航线，提高航线网络覆盖能力。推动 “长满

欧”“长珲欧”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做强做大长春内陆港，稳

步提升长春市交通枢纽的国际地位，支撑长春市打造东北亚国际

物流枢纽中心。

专栏６　长春都市圈交通项目

高速公路。建设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九台至双阳段、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农安
至九台和双阳至伊通段、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伊通至农安段、长春至自然村高速公路。

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交通１号线、２号线、３号线、４号 线 延 长 工 程，建 设 轨 道 交 通５
号线、６号线、７号线、９号线。谋划启动长春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

第四节　全面提升通道对外联通能力

加强对外互联互通。积极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稳步推动

“两山”铁路建设相关工作，完善对朝基础设施，稳步推动长白

至朝鲜惠山铁路和临江、长白等公路口岸桥前期工作，拓展对外

互联互通能力。

增强国际运输能力。稳定运营 “长满欧”“长珲欧”等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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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列，加强与辽宁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铁海联运班列建设，

推进长春－四平－营口港陆海联运通道建设。完善国际航空运输

网络，适时开通长白山、通化机场至韩国、俄罗斯航线。

发挥内陆港开放合作优势。推进通化内陆港建设，加快港务

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商贸加工创业园区建设，加强与辽宁丹东

港、营口港、大连港铁海联运合作，推动与辽港集团深度合作，

创新与丹东临港集团合作模式，提高货物吞吐量，支持通化内陆

港打造吉林省向南开放窗口核心平台，连接起吉林省东南部至我

国南方城市的出海走廊。依托京哈等通道，加强长春内陆港与营

口、大连、天津等港口交流合作，持续推进陆海联运便利化。

专栏７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铁路通道。稳步推进 “两山”铁路、长白至朝鲜惠山铁路建设。
公路通道。适时推动长白、临江等公路口岸桥建设。
海上通道。加强与辽宁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铁海联运班列建设。
空中通道。支持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完善航空运输网络，加密至韩、日、俄航线，丰富至

欧洲、东南亚等国际航线。

第五节　扩大优质运输服务供给

提升客运服务品质。

———发展旅客联程服务。积极发展公铁、空铁、公空等旅客

联程运输，强化客运一体联程组织，努力实现一站购票、无缝衔

接、一票 （证）通行。

———发展多层次客运服务。优化铁路客运组织，有序推进长

春至白城等铁路提速运行；构建与铁路、民航等相衔接的道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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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集疏运网络，发展以公交化运营为主、定制客运为辅、客运班

车为补充的多元化运输组织形式；提升航空运输服务能力，适时

开通长白山、通化三源浦机场至韩国、俄罗斯国际航线，提高长

春龙嘉国际机场通达国内重要经济城市和旅游城市航线覆盖率。

———促进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旅游路、产业路、资源

路，鼓励松花江、鸭绿江等流域发展游艇等水上旅游服务。

———提升客运信息化服务水平。推进服务全程数字化，支持

互联网企业等市场主体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 “一站式”出

行服务，提升客运服务掌上通办水平，打造顺畅衔接的出行服务

链，服务群众便捷出行。

强化货运物流服务效能。

———发展货物多式联运。完善枢纽多式联运服务功能，鼓励

长春等地区高铁枢纽扩展快运服务功能，完善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等航空枢纽货运功能；推广公铁、铁水多式联运集装化、厢式

化、标准化；鼓励大型物流企业开展多式联运服务。

———构建高效货运服务网络。以 “物畅其流”为核心，建设

与产业布局、消费格局相适应的大宗物流、集装箱物流网络，服

务于汽车、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冶金等重点产业

发展，强化煤炭、粮食、钢铁、汽车整车等大宗货物类运输保障

能力。

———持续降低物流成 本。积 极 发 展 “互 联 网＋货 运”新 业

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物流信息互联共享体系，推动网络货

运型企业发展壮大；加大物流资源整合力度，鼓励物流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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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物流设施，共用共享物流设备；推动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灵

活调整机制持续优化。

———发展专业化物流服务。推进电商物流、冷链物流、大件

运输、危险品物流等专业化发展，推动大宗货物储运一体化，推

广大客户定制服务。

第六节　提升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升智慧创新发展水平。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高速公路基础设

施数字化、智慧化升级改造，布局完善数字化感知系统，依托沿

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Ｇ３３１），开展物联网、大数据、精准气象感

知等新技术与基础设施融合的应用试点。深化通道内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ＥＴＣ）应用。稳步推进５Ｇ等通信设施与交

通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提高通道内基础通信网络覆盖率。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充分借鉴鹤大 “双示范”工程等绿

色公路建设的成功经验，以新建公路为重点，打造绿色公路精品

工程。打造一批特色突出的旅游公路，支持打造松原、长白山服

务区等高速公路旅游示范服务区试点。统筹集约利用通道线位、

桥位等资源，鼓励建设 “集约化、一体化”的绿色综合交通枢

纽。大力推动通道内重要节点城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鼓励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枢纽场站等区域建设充电桩等新能源设施，

推动实现交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开展公路危旧桥梁改造专项行

动，加快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进一步完善航标设置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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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全设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推动平安百年品质工

程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安全性、耐久性。加强通道内基础设施动

态监测预警，推进高速公路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升级和国省干线公

路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提高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跨

区域、跨部门综合交通预警、应急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应急保障

精准智控能力。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协调

发挥吉林省建设高质量交通强省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协调综

合交通各运输方式的衔接，加强与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文

化和旅游、住房城乡建设、商务、通信管理等部门以及有关市、

县政府的对接，有效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建立重大建设项目

定期会商机制，创新跨国、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间的沟通和

协作方式，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齐心协力保障重大项目的落实。

第二节　强化资金保障

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统筹各级财政资金对通道内支撑作用强

的项目给予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用于通道内收益能够覆盖利息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做好项

目前期工作，及时提出专项债券安排意见，确保专项债券发行后

迅速使用。对有一定收益或稳定盈利模式的项目，依法合规采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深化

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积极争取融资支持力度，鼓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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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综合开发、建设运营一体化等方式破解资金难题，加快通道

内项目落地。

第三节　加强政策支持

研究建立支持通道内综合运输发展的保障政策，积极协调有

关部门运用财政、金融、土地等政策手段，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

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交通建设用地，在用地计划、供地方式等方

面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探索土地收益补偿等多样化支持政策。充

分落实各地政府主体责任，采用中央与省、省与各地共建等方式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第四节　加强技术保障

加强与行业协会、企 业、院 校、研 究 机 构 的 技 术 交 流 与 合

作，强化在交通建设、运营、管理、养护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

究，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研发应用的支持力

度，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技

术保障。

第五节　营造良好环境

及时掌握行业动态，积极推动运输结构调整，开展公路差异

化收费试点研究，有效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加强正面引导，精

心策划重大主题宣传，进一步巩固壮大行业主流舆论阵地，讲好

交通故事，展示交通发展成果，传递行业正能量，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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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十

长春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前　　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相继出台了推动全

面创新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支持、

建设创新创业支撑平台、构建创新创业文化生态等一系列政策举

措，形成了浓厚的创新创业创造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为深入

贯彻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部

署，加快推进长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高标准建设长春国家区

域创新中心，打造创新创业新高地，使创新创业成为推动长春市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据 《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 “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８〕３２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

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２６号），以及省委

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定等部署和要

求，结合长春市工作实际，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长春市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是制

定相关规划和政策的依据。

规划期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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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思路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间，长春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工作要求，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创新引领

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着力搭建新型载体，着力优化公共服

务，着力激发主体活力，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打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市形成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

“双创”政策体系逐渐完善，营商环 境 趋 优。根 据 党 中 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系列安排部

署，长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

业工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６年）、《长春市

创建国家级 “双创”综合性示范区的实施方案》（２０１６年）、《关

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６年）、《关

于进一步集聚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７年）、《关于支持

院士长春创业的若干政策意见》（２０１９年）、《长春市全面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２０２０年）等全方位、系统性的

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新政策，全面提升和完善了 “双创”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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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 加 快 推 进 “双 创”工 作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制 度 支 撑 和 保 障。

２０２０年出台的 《长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升方案》，升级改造

了１９２个政务服务中心，市场主体登记实现了全程电子化，企业

开办时间由３天压缩至１小时，５０个行业类型的经营许可实现

“Ｎ证联办”，新企业开办实现智能化审批，被国务院办公厅列为

“放管服”改革典型。２０２０年，长春市被国家评为营商环境提升

最快的１０个城市之一。

“双创”主体活力持续迸发，绩效稳步上升。 “十三五”期

间，长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创业促进创新、以创新引领创业，推动市

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数量

稳步增长。“十三五”期末，长春市市场主体总量突破１００万户、

增长１４３％，总量和增速均居东北四个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

新登记民 营 市 场 主 体 达 到２１３万 户，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突 破

２０００户，增长７２倍，比 “十二五”期末翻三番以上，在全国

１５个副 省 级 城 市 中 名 列 第 一，年 产 值 突 破２０００亿 元。科 技 型

“小巨人”企业达到１３６４户，２０２０年全年登记科技成果２５９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４５１６亿元。

“双创”载体建设高效推进，层次大幅提升。 “十三五”期

间，围绕建设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长春市委、市政府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动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平台串珠成

链、连线成网，提升创新创业发展模式。截至２０２０年末，长春

—８４２—



市各类 “双创”载体数量达到２００余个，孵化载体总面积近７００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达到５４００户以上、吸纳就业近１４万人。长

春新区、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国信现代农业成功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行列，长春新区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坚持走 “大企业、大高校、

大院所、大农业”带动创新创业特色之路，建设红旗、数字经

济、固态电池等创新联盟，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打造吉林大学 “双创”小镇，“双创”载体层次大幅

提升，被英国 《自然》杂志列为２０２０年全球科研城市第３８位，

比２０１８年提升４位。

“双创”人才数质双维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围绕人才管理

制度改革，在东北地区率先启动了 “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

设，吸引高端人才在长春创业。目前，在长春的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１１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个，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等独立科研机构８６家，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４３所，辖区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约６７万人，拥有各类高端人 才１１７万人，人才总量达到

１２８万人。 “十三五”期间，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２万余人，超

过４０万名高校毕业生留在长春创业就业。高学历人才占比不断

提升，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为长春市 “双创”事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双创”国际要素不断集聚，影响加速扩大。 “十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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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春市 “双创”国际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带动全市外资引进

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吸引全球技术、服务和

创新资源向长春辐射集聚。“十三五”期间，全市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２００余户，合同外资金额７０余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２０

余亿美元，全市外资企业户数接近８００户，４３家 “世界５００强”

在长春投资设立企业７２户，国际要素持续落地，对国际创新创

业群体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双创”氛围持续向好，热度不断攀升。长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 “双创”工作，依托长春创新创业资源优势，积极申请

国家 “双创活动周”主会场，通过承办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中国创翼”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双创进校园”、“创新创业风云人物”评选等多项有关创

新创业的重要赛事、会议、展览、论坛等活动，激发全市创新创

业热情，极大地促进了 “双创”事业的宣传和引导。创新创业事

业蓬勃发展，创新创业氛围日趋浓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进一步释放了全民创新创业潜能，激活了全民创新创业因

子，展示了 “双创”成果，提升了 “双创”活跃度。

第二节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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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国家、

吉林省和长春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全面落

实省委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部署

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打造 “双创”升级版，

营造融合、协同、共享的创新创业良好生态环境，推进长春市创

新创业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发展。

基本原则：

———深化改革、营造环境。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完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破除制约创新创

业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和风险。

———市场主导、激发活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结合产业发展，放开市场、放活主体，聚焦新兴产业和创

新型初创企业，扩大社会就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

———突出重点、融合发展。明确创新创业重点方向，增强与

经济社会发展契合度，坚持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四

位一体，挖掘各方优势，整合创新创业资源，推动融合发展。

———政策协同，上下联动。统筹创新、创业、就业等各类政

策，强化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县区政策联动，鼓励有条件的 “双

创”载体先行先试，确保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可操作、能落地、见

实效。

———要素集聚、科技支撑。完善管理体制，强化政策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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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科技、人才、产业等资源要素向创新主体集聚，构建产学研

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第三节　目标定位

按照长春市 “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

求，全面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

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将 “双创”事业打造成为长春市

经济 发 展 新 引 擎，将 长 春 打 造 成 为 全 国 “双 创”人 才 集 聚 地、

“双创”成果转化地、“双创”文化引领地，成为东北地区最具活

力的创新创业城市、全国重要的创新创业新高地和全球创新创业

网络重要节点，当好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排头兵”“领

头羊”“先行者”“新标杆”。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实现如下发展目标：

“双创”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实施创新企业培育工程和创业

企业扶持计划，围绕主导和新兴产业活化创新主体，培育更多充

满活力、持续稳定经营的 “双创”主体，直接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带动关联产业就业岗位增加，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

流动，实 现 创 新、创 业、就 业 的 良 性 循 环。到２０２５年，全 市

“双创”主 体 数 量 力 争 突 破１２５万 户，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达 到

３０００家，“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突破３５０家，全市新增国 （域）

内外上市公司２０家，总数力争达到５５家。新增 “新三板”挂牌

及吉林股权交易所 “精选板”挂牌企业１００家，总数力争达到

１５０家。创新创业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力争达到１３万个，新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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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达到１５万人。

“双创”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从服务平台搭建、服务机构聚

集、导师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引入更多的国内外优质 “双创”

服务体系入驻长春，建立全要素、全方位、全覆盖的 “双创”服

务体系，帮助 “双创”企业对接科技服务资源、产业资源、技术

资源，让创新无鸿沟、创业无障碍。到２０２５年，长春市各类重

点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力争达到３５０个，覆盖研发服务、投融

资服务、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创业人才等多领域，创业导师数

量达到５０００人，聚集各类 “双创”服务机构５００家，每年开展

“双创”服务活动不少于１００场，为３５万户 （次）中小企业提

供项目咨询、投融资、人才培训、技术转化、市场开拓、法律维

权等相关服务和培训。

“双创”载体建设稳步升级。鼓励大企、大学、大所建设国

家实验室、孵化器、加速器、双创基地和科技园区，集聚创新资

源、激发创业活力，打造创新前沿地、创业密集地，分类别以技

术、市场、人才、资金、要 素 等 为 导 向 建 设 一 批 专 业 化、特 色

化、全链条的 “双创”载体，精准支撑不同机构、不同行业的科

技人员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放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集群

效应”，激发创新创业新动能。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各类科技园区、

孵化器、众创空间等 “双创”载体达到３００个以上，培育 “双

创”人才１０００名左右，孵化企业达到６５００家以上，在孵企业毕

业率提高５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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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加快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中国 （长

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引领支撑作用、国家区域创新中心策源地作用、企业自主

创新主体作用，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院

所合作，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企业发展强大动力，在全国产业

链、价值链、创新链中加速迈向中高端。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

Ｒ＆Ｄ投入年均增长率超过１０％，新增转化技术３０００项 左 右。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达到１０％，初步

建成数字经济东北地区第一城。

表１　长春市创新创业发展主要指标

序号 指　　　标 ２０２５年目标值
（预期性）

１ “双创”主体数量 （万户） １２５

２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家） ３０００

３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家） ３５０

４ 新增国 （域）内外上市公司 （家） ２０

５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岗位 （万个） １３

６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人数 （万人） １５

７ 各类重点 “双创”公共服务平台数量 （个） ３５０

８ 聚集各类 “双创”服务机构 （家） ５００

９ 创业导师数量 （人） ５０００

１０ 年均开展 “双创”服务活动 （场） １００

１１ 各类孵化器、众创空间等 “双创”载体数量 （个） ３００

１２ 培育 “双创”人才数量 （人）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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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　　　标 ２０２５年目标值
（预期性）

１３ 孵化企业数量 （家） ６５００

１４ 在孵企业毕业率提高 （百分点） ５

１５ 全市Ｒ＆Ｄ投入年增长率 （％） １０

１６ 新增转化技术 （项） ３０００

１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１０

第四节　空间布局

抢抓国家实施科技创新 “揭榜挂帅”机制的有利机遇，坚持

重点突出、错位协同的发展原则，依托长春市资源优势和发展基

础，按照 “１＋４＋３＋Ｎ”的总体思路，即１核心 （环吉大 “双

创”生态圈）＋４区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春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长春

汽开区〕特色产业 “双创”集聚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

简称长春经开区〕特色产业 “双创”集聚区）＋３带 （东线 “双

创”技术驱动带、中线 “双创”服务集聚带、西线产业 “双创”

示范带）＋Ｎ个重点 “双创”平台和特色载体 （吉林大学 “双

创”小镇、红旗学院、摆渡创新工场等），聚焦区域创新中心建

设，打造长春 “科技创新城”，打造长春双创 “升级版”，打响长

春双创 “金名片”。

一核心：打造环吉大 “双创”生态圈：

以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为核心，围绕吉林大学优势学科知识外

溢形成的产业集群化活动区域，联动华为长春研究所、中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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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吉林移动、长春高新股份及长春理工大学等众多高校、科研

院所和龙头创新企业，形成点面结合的 “一核、多点”环吉大双

创生态圈，全面推动形成知识、人才、产业、城市空间、创新要

素互动发展，智力要素密集、产业链完整、供给层次丰富、高附

加值、低能耗、少污染、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知识型创新创业集聚

高地，全面构建引领东北、辐射全国的长春创新创业核心区。

四区：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依托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以下简称长春高新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

下简称净月高新区）两大高新区，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营造

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新环境，创新组织新模式，提升产业发展现

代化水平，探索创新创业领域先行先试政策体系。推动创新链高

效服务产业链，实现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探索异地孵化、飞地经济、云孵化等多种 “双创”孵化模

式，推动长 （春）杭 （州）、吉 （林）浙 （江）等区域协同融通

发展。培育发展以特色产业基地为基础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完

善以项目为载体、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

自主创新生态体系。

———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依托长春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立足东北黑土地现代农业区域特点，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按照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视角，以城乡融合、

功能融合和产业融合为主要特色，依托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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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中农阳光等农业研

发资源，聚焦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引育和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布局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打造国家农业主产区跨越式创新

发展典范。

———长春汽开区特色产业 “双创”集聚区。聚焦打造长春国

际汽车城，依托产业优势，结合专业化运营模式，围绕服务与支

持一汽集团发展和汽车产业集群集聚，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

局，探索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战略，推动传统汽车

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按照 “一心、一镇、

四核、两街区、多基地”的 “双创”格局，持续推进 “孵化链、

产业链、服务链、资金链”四链融通发展，通过 “双创”带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

———长春经开区特色产业 “双创”集聚区。充分发挥长春经

开区、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光电信息领域创新策源作用，依托国家

光电产业基地、长春经开区光电特色产业街、国家半导体激光技

术创新中心等重点项目基础，努力形成 “屏、端、网、云、智”

全领域、高端化的光电信息全产业链制造能力，构建以光电信息

产业为核心的智慧制造聚集区，打造成为国家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的新光谷。

三带：

———东线 “双创”技术驱动带。以区域创新中心板块的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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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长春经开区和国际影都板块的净月高新区为核心，推进

“北湖科学城” “北方光谷” “北方药谷”和 “北方数谷”建设，

发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工

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打造东部 “双创”技术驱

动带。

———中线 “双 创”服 务 集 聚 带。以 朝 阳 区、南 关 区、宽 城

区、环南湖科技创新先导区、环吉大 “双创”生态圈等为核心，

发挥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楼宇 “双

创”经济、科技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创业服务等，推动形

成中部 “双创”服务集聚带。

———西线产业 “双创”示范带。以长春国际汽车城为核心，

南联北拓联动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长春朝阳经济开发区、长春

宽城经济开发区等区域，以一汽集团、中车长客等为创新龙头，

建设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智能充电等示范点，建设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应用 （北方）示范区，打造西部高端智造产业 “双创”

示范带。

Ｎ点：

依托长春高新区、净月高新区两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培

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营造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新环境，创新组

织新模式，提升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打造全国一流、特色引领

的科技创新高地；依托吉林大学、长春新区、长春汽开区、中科

院长春光机所、国信现代农业５个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强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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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覆盖、功能布局、协同发展，增强示范功能和带动效应，加快

众创空间、创业投资孵化机构、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专业化

技术转移机构、大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等若干重点双创平台和资

本集聚型、大中小企业融通型、科技资源支撑型、高端人才引领

型等特色载体建设。

专栏１　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重点项目

重点推进华为长春研究所、光电信息产业园、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光谷
产业园、晶圆测试探针台研发及产业化、永利激光高功率光纤激光器、航空航天产 业 园 二
期、百克疫苗生产基地、吴太医药产业园、新冠疫苗项目、安沃基因工程抗体类药物、卓谊
生物疫苗、海外医药智能工厂、生物医药产业园、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万
丰智能制造产业园、联东Ｕ谷产业园、有机电子材料产业化、应用化学产业园、东北亚先
进制造产业园、中铁东北亚博览城等项目。

第二章　完善创新创业平台载体建设

第一节　提升国家级区域创新平台能力建设

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推进农业健康产品项目。围绕玉米种业、玉米种植业、

玉米精深加工业、智能农机装备制造业和农业科技服务业等主导

产业，加快长春市农业博览园、高新科技创新创业园、智能农机

装备制造园、玉米精深加工产业园等平台载体建设，全力推进年

产１００万吨玉米、年产６０万吨绿豆等全籽粒高附加值综合利用

健康产品项目。

———推进现代农业创新能力。强化突出净月高新区作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优势，将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科技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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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高新区内农业高校和高新区南部近郊农田的优势，推动

打造新型农科中试基地、农科企业孵化基地以及创意农业、休旅

文创基地等重点项目，抢占国内现代农业发展制高点。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长春高新区片区。发挥高新技术产业优势、高校院所创

新资源优势和先行先试政策优势，依托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基地、生

物医药产业园、长春软件园等创新平台，打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的产业生态，培育医药健康、先进装备制造、光电信息、高端服

务业等产业集群，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

———净月高新区片区。发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国家科技服

务业试点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加快推动东北亚总部基地、净月

科创谷等重大平台建设，以生命健康、影视文旅、数字产业、总部

经济、文化创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为重点，建设

立足长吉图、辐射吉林省的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区。

第二节　强化国家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

长春新区：

———突出区域创新引领 “双创”。推动新区创新创业载体由

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创新主体由创业主导型向创新主导

型转变、创业目标由单一成果转化向产业孵化转变，加速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长春新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

“双创”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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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汽开区：

———突出优势产业带动 “双创”。打造 “一心、一镇、两街

区、四核心、多基地”的 “双创”产业生态体系，以一汽集团为

龙头，以国家重大专项为引领，推动产学研合作、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央企合作、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合作。

吉林大学：

———突出人才培育助力 “双创”。推动吉 林 大 学 在 “双 创”

人才体系、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学生指导服务体系、

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体系等关键环节取得重大成果，打造国内外

“双创”人才聚集地、国际基础前沿研究高地、高新技术原创地、

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与推广示范基地。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突出高新技术支撑 “双创”。打造创新平台，实现重大

成果产出，牵引高科技创业。以军民融合为突破口，解决技术瓶

颈，实现军用科技与民品市场的融合发展。以人才为根基，引进

“人才＋技术”，为 “双创”提供智力支持，提升创新创业核心竞

争力。

国信现代农业：

———突出现代农业发展 “双创”。重点打造以国信现代农业、

奢爱农业为代表的农业 “双创”载体，着力构建以一二三产业融

合为特征的农业创新体系。积极创建都市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品牌，通过示范引领、典型带动，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业

—１６２—



态。转变农业产业发展方式，深入开展现代生物育种、特色农

业、食品加工、智慧农业、健康养殖等重点领域的农业重大产品

开发、应用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打造

“双创”兴农的新模式、新维度。

第三节　优化重点创新创业集聚区建设

——— “环吉大”创新创业核心区

依托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大

批优势突出的重点学科、高层次人才继续优化 “环吉大”创新创

业核心区重点项目建设、创新研发转化平台及人才集聚与培养。

强化重点项目建设。围绕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重点建设高端

制造关键新材料与装备产业园项目；围绕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重

点建设海谱润斯、奥来德等一批光电信息、新材料项目。

优化创新研发转化平台。优化生物医药及功能性食品研发转

化、智能网联汽车研发转化、航天精密仪器研发转化和新材料研

发转化 “四大创新研发转化平台”，提升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突出人才集聚与培养。依托高校校友会及高校院所的学术交

流优势，拓展招商渠道，促成 “吉人回乡”及外籍人才集聚长春

创新创业；依托 “红旗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建设

经验，支持更多企业与吉林大学共建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建立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 “双元制”人才培养机制，形成人才培养、人才

创业的良性循环，为优化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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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南湖”创新创业先导区

依托先导区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评审中心、成果转化中心、

金融中心、创新创业中心、数据中心等六大中心，强化科技成果

转化、落实人才引进政策，推进 “数字长春”建设。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搭建 “政、产、学、研、金、介、用”

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科创服务平台，充分激发南湖周边高

校、院所、科创平台的科创资源，着力打通企业技术创新、院所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绿色通道，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

落实人才引进政策。以创新人才、领军人物、优秀团队等为

引进重点，进一步加大对青年人才、博士后人才、技能人才、创

客人才、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力度。设立科技奖励基金，重奖

创新创业突出贡献人才。

推进 “数字长春”建设。依托长春朝阳讯飞ＡＩ双创基地等

一批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推进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在长春市工

业、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新

兴产业规模壮大，进一步提升长春市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 “数

字长春”高速发展。

——— “环北湖”创新创业示范区

重点依托长春北湖科技园，加强校地合作，构建 “环北湖”

创新创业示范区创新发展模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打造良

性创业生态圈。

构建创新发展模式。构建 “专业化园区—专业化平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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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产业集聚”创新发展模式，打造涵盖创业苗圃、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等众多形态的一体化创业孵化链条，推动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资源的高效融合。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依托电子信息创新园、生物医药创

新园、智能制造创新园、国际合作创新园，强化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服务、科技金融类企业集聚示范区，促进科技成果与企业技

术需求的无缝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推动科技 “双创”

项目引进落位。

打造良性创业生态圈。通过吉林省、长春市和北湖新区引导

基金产业创新平台，强化示范区 “政府＋园区＋资本＋资源”的

合作运营模式，吸引产业引导基金投资项目优先落位 “环北湖”

创新创业示范区。依托政策、科技、市场、资源、资金等特色平

台，服务中小微企业从创业源头树立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产业化的发展愿景，打造示范区特色产业服务的生态圈。

第四节　加快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重塑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以围绕服务各类创新创业主体为宗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类 “双创”服务机构等优

质创新创业资源，重塑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完善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围绕长春市汽车、生物医药、

光电信息等支柱产业，整合相关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集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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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领军型人才，优化具有产业特色、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行业

性、专业性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扩大公共服务平台 “双创”辐射

面积。

强化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功能。积极利用国家、吉林省、长春

市等各项创业帮扶政策，强化中国海归创业联盟、九台大学生创

业园等创业基地建设，优化创业培训、管理咨询、技术支持、融

资担保、人才引进、市场开拓、法律服务及工商、税务、财会代

理、劳动保险等方面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者解决初创阶段的突

出困难，降低创业门槛，降低创业成本，培育创业能力，提高创

业成功率。

———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

依托长春市红旗学院、光电小镇、旗智创新中心等特色 “双

创”载体，鼓励长春市头部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基础，通

过开放各类资源，畅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创新能力对接转化渠

道，实现大中小企业之间多维度、多触点的科技资源融通、创新

能力融通、生产能力融通。通过科技资源融通，实现大中小企业

以联合研发的形式实现行业前沿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攻

关突破，助力大中小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创新。通过创新能力融

通，实现大中小企业在设计研发、市场开拓、品牌建设、服务等

环节创新资源多层次的整合、开放与对接。通过生产能力融通，

实现大企业在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强势领域为中小

企业赋能，实现三者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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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创新创业信息化平台建设

以围绕服务长春市汽车及零部件、光电信息、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立包含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及各类信息管理系统在内的创新创业信息化

平台，通过系统整合、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升平台 “双创”

统筹管理和服务效能。

打破 “双创”信息不对称障碍。通过信息化平台实时更新长

春市 “双创”政策、“双创”人才招聘、“双创”辅导、“双创”

招商项目等相关信息，打破不同政府部门、大中小企业之间 “双

创”信息不对称障碍，推进政府、企业之间创新创业资源的共建

共享，实现信息化平台公共化。

营造 “双创”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信息化平台有效监管长春

市 “双创”工作开展情况，秉承全面覆盖、规范透明、问题导

向、协同推进的原则，建立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信

息化平台工作机制。依法惩治创业违法行为，保护 “双创”知识

产权，建立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 “双创”环境。

———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平台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搭建 “云网数智安”一体化产业发

展支撑平台，提升数字化支撑服务供给侧能力，引导企业上云、

入网、用数、赋智、安防，通过政策性补贴、服务供应商优惠等

方式，为全市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企业不断提升运营效

率提供支撑服务。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需求，精准布局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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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平台、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服务平台、精准招商、科技金融等

数字经济产业通用型高层次重大平台，构建创新型数字经济企业

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进华为长春研究所、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研究

院、吉林高分遥感应用研究院、吉林省绿色食品工程研究院、长

理纳米生物技术 （长春）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专栏２　重点 “双创”平台和特色载体

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国家级：长春新区、长春汽开区、长春国信现代农业公司、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

学。
省级：吉林动画学院创意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吉林省宏鑫双创基地、长春工业大学

双创示范基地、吉林省东北科技双创示范基地、吉视传媒文化科技大数据产业双创基地、吉
林建筑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林田创客公园、吉林省同心创新创业基地、中东·四海互
联网＋创业基地、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北药园双创示范基地、中韩 （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产业创新基地双创示范基地、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东方人力资源产业园双
创示范基地、长春中俄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中科吉林科技产业创新平台、浙 大 校 友
（长春）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光明福瑞双创示范基地、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产业创新
基地、吉林省易昕融媒体双创平台、吉林省安华智能创业创新基地、长春盛世·汽 车 产 业
园、长春理工大学双创示范基地、长春东方人力资源产业园、吉林医药学院创业孵化基地、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创客双创示范基地、吉林工商学院大学生创业园、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
学校汽车产业孵化园、吉林省宝奇智慧物流园创业孵化基地、中国一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基地。
２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级：绿园双创基地孵化器、四海创客基地、吉林省宇隆中小企业孵化器、吉林省万

易大学生创业园、吉林省广告产业园科技孵化器、长春净月高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吉林青年创业园、长春中俄科技园、吉林省汽车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长春科技创业
服务中心、长春北湖科技园、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科
大讯飞 （长春）人工智能专业孵化器。

省级：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创客空间、东艺众创空间、蜂巢吧众创空间、如影随行众创空
间、吉林省玖壹咖啡众创空间、吉林省中科创客营、摆渡创新工场、净月社区创客空间、原
创驿站、３ｉＣｉｔｙ众创空间、长光Ｔ２Ｔ创业工作室、林田创客公园、ＤＥＫ众创空间。
３众创空间
国家级：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创客空间、东艺众创空间、蜂巢吧众创空间、如影随行众创

空间、吉林省玖壹咖啡众创空间、吉林省中科创客营、摆渡创新工场、净月社区创客空间、
原创驿站、３ｉＣｉｔｙ众创空间、长光Ｔ２Ｔ创业工作室、林田创客公园、ＤＥＫ众创空间、吉林
正泰众创空间、吉林省云聚会众创空间、星光空间、交泰科技生物医药创业孵化众创空间。

省级：联智创客空间、吉林省青年荟创业孵化园、“壹车间”众创空间、领域众创空间、
吉林省五星众创空间、合一咖啡众创空间、艺空间咖啡、吉创空间、米苏众创空间、吉林省
青柠创业空间、吉林省高新科技创业孵化园、万众创业工场众创空间、吉林工师创梦工场、
数码科创基地、吉林省同心众创空间、天堂鸟众创空间、吉星客创客空间。
４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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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长春万易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高新创业孵化产业园、长春北湖科技园
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摆渡大学生创新工场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光电子创业孵化基地、长
春市益田硅谷新城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转业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吉广现代传媒产业
创业孵化基地。

省级：长春市朝阳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
大创梦城大学生创业孵化园、长春市青年电商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中以科技创业孵化基
地、长春市兴华高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百家名品惠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安华智能创业
孵化基地、吉林省上善环保科创中心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健康产业科技孵化双创基地、长
春市祥云新媒体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医药保健互联网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希派创业孵化
基地、吉林省东北亚国际新金融服务业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同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南关
区金融服务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数字医疗创业孵化基地、长春水文化园·优客工场创业孵化
基地、吉林省汇圣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亚奇物流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云聚会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吉林工师梦工厂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数码科创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荣发智造创
业孵化基地、长春智能制造装备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二道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
市二道区东泰物流创业孵化基地、长春昌大物流服务业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蓝港创业孵化
基地、长春传化公路港现代物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二道区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长春
市星冉科技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光机电技术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汽车文化产业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长春青年可视化电商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聚润新零售创业孵化基地、长春

３Ｄ打印智能制造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国信现代农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科技学院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吉林省良友集团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东鳌鹿业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大
维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金维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园、吉林省东北物流园现代物流业创业孵化
基地、长春市中澳公铁物流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吉酒集团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园、榆树市圣
凯伦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广东工业园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农安县合隆经济开发区中小
企业孵化基地、农安县宏大工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德尔太斯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香江物流
创业孵化基地、长春超达·双德创业孵化基地、吉林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园、长春市鸿达创业
孵化基地、吉林省化工新材料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孵化园、创客·
吉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长春斯纳欧服务外包产业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长光卫星航天信息
技术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工业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３ｉｃｉｔｙ创业孵化园、吉林省
军民融合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摆渡中医药健康产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三峰科技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修正清和源大健康产业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中玖科技创业孵化
园、中科院长春技术转移中心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交泰科技生物医药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中
关村创新中心雨林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长东北文化产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东方影
视新媒体创业孵化基地、国科创新 （吉林）创业孵化基地、长春超维科技智能制造创业孵化
基地、长春市修正服务外包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专用车产业孵化基地、长春市高技术服务业
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欧美工业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吉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吉
林省吉善科技创业孵化基地、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中医药创新创业
孵化园、长春市中德智能装备创业孵化园、长春市亚风物流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如
影随行文化传媒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综保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绿科云城创
业孵化基地、长春市极客大学生就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孵化基地、长春
市经开现代服务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晟鑫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顺天建材产业创业孵化基
地、长春市腾跃汽车零部件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豫欣工贸凯达创业孵化基地、长春群达国
安汽车塑胶模具工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广源汽车零部件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一汽
汽贸城汽车现代服务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富晟汽车零部件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金东方汽
车后市场创业孵化基地、长春盛世汽车产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
地、吉林省农业电子信息服务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科远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泰
豪互联网信息技术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净月社区创客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星创科技创业孵
化基地、长春汽车文化产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巴蜀映巷文化产业创业孵化园、吉林省君
临智谷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联合创意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吉视传媒文化科技大数据产业孵
化园、长春市诺睿德创业孵化基地、长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长春市众邦科技创业孵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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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长春市立方科技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净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宏鑫文化
产业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国投长德工业园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长德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
地、公主岭市中信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公主岭市新农双创数字产业创业孵化园、公主岭
市东元精密制造创业孵化基地、公主岭市新艺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云泰创业孵化基
地、长春市智慧城市科技园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中改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长春朝阳讯飞人
工智能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中东·四海创业孵化基地、宽城区宇隆小企业创业孵化基
地、长春轨道客车装备零部件创业孵化基地、长春青年正茂创业孵化园、长春绿园现代服务
业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中澳创业孵化基地、九台区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吉林
省富亿升食品园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中俄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吉林大学科技创业孵化基
地、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园、吉林省汽车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吉林省林
田科技·文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青年荟创业孵化基地、长春高新越达科技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光电子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石材产业
孵化基地、长春浙大校友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吉客智能装备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吉林省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玖壹咖啡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宏鑫创业孵化基地、吉林
长春阿里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鑫磊物流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吉林省硕人物流园创业
孵化基地、吉林省新能源汽车创业孵化基地、长春市嘉艺创业孵化基地。
５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
市级：长春市金田温室大棚推广合作社 （双阳）、公主岭市德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德

惠市禹翔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九台区四台村庆山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吉林省伯宇现代
农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春路通轨道车辆配套装备有限公司、吉林省雪驰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长春市双阳区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安县瑞晨牧业养殖专业合作社、波泥河孔家旭日
苗圃、北大山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集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春市吉地嘉禾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
６女性创业创新服务平台 “创悦空间”
省级：吉福茶城 “创悦茶吧”、ｉ未来女大学生 “创悦空间”、巴蜀映巷妇女手工 “创悦

工坊”、摆渡创新工场 “创悦心空间”、大创梦城 “创悦空间”、榆树巾帼草编 “创悦空间”。
市级：斯纳欧软件 “创悦新智能空间”、杰扶草编 “创悦空间”、长龙鹿业 “创悦空间”、

林丽彩妆 “创悦美妆空间”。
７妇女实训基地
市级：吉林省吉福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榆树市巾帼草编专业合作社、榆树市青岳草艺编

织基地、长春斯纳欧软件有限公司、绿园区至爱医疗老年护理院、德惠市红云手工技术推广
专业合作社、长春市巾帼职业培训学校。

第三章　强化创新创业主体培育

第一节　强化企业创新创业主体作用

突出国有企业 “双创”压舱石作用。推进长春市汽车、石化

和农产品深加工等支柱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深化创新市场化改革，

促进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开展国有企业创新综合改

革试点，加快中车长客、一汽集团等大型制造企业加快向服务型

制造企业转型，培育一批符合国家战略、市场认可度高的国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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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企业。

强化中小企业 “双创”生力军作用。加快培育长春市创新型

中小企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和 “专精特新” （培育）

工程，集合政策和资金，在现代农业、现代汽车、精细化工、智

能制造、现代文旅、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中培育创新型领军企

业，支持领军企业联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科研力量组建创新联

合体，推动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点实验室落位，助力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升级，打造一批创新创业的 “生力军”和

中坚力量。

扩大外资企业 “双创”试点作用。鼓励美国微软公司、通用

公司、ＩＢＭ公司等跨国公司在长春设立外资研发中心、全球研

发中心和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各类科技创新

基地与平台建设，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政府科研项目，鼓励外资企

业与长春市内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和中

科院长春应化所等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协同创新平台，联

合开展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

第二节　创新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模式

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理工大学、长春财经学院、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和职业院校

为试点，深化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位一体”创

新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引导在长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支持高校、企业、孵化机构、投资机构等

开设创新创业培训课程，着力打造创新创业教育线上线下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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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不断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推广 “创业导师”制度。加强摆渡创新工场、中俄科技园、

阿里云创新中心等创业培训机构和实训基地建设，优化创业培训

师资结构，吸纳有实践经验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等加入创业师

资队伍，组建由优秀企业家、专家学者、各类名师等组成的创业

导师志愿团队，开展日常性创业沙龙、创业大讲堂、创客训练营

等创业培训活动。对创业培训做出突出贡献的，授予 “长春市杰

出创业导师”称号。

推进 “校企行”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产 教 融 合 试 点，启 动

“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１＋Ｘ）制度试点”，持续推进

校企合作，引导高校结合产业需求、企业需要开展专业型人才供

给侧创新，推动企业以融资、合资、合作的形式建立产教融合平

台、企业培训机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等

“双创”合作载体，全面推动工学结合，打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

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培育好 “长春工匠”。

第三节　完善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政策保障

落实退役军人创新创业税收政策保障。进一步优化退役军人

纳税服务，开辟 “绿色办税通道”，实行退役军人税收政策咨询、

辅导、申报、征收业务专区专岗专人办理。全面落实退役军人相

关涉税业务 “容缺办理”和即时办结，促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涉

税业务即来即办。组织协调落实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优

抚保障机构、军供保障机构的规划政策以及促进军转干部及随军

家属就业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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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激励政策保障。对开展 “双创”活动

的退役军人按照科技人才分类、分层次予以奖励补贴、科研启动

金等激励支持。鼓励建设军队转业干部创业孵化基地，根据个体

特点引导退役军人向科技服务业等新业态转移，支持退役军人参

加创新创业大会和比赛。

完善退役军人创新创业服务政策保障。结合退役军人的特点

和人力市场需求，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高适配度为目标，

对培训模式进行重构，因材施教、按需培训、精准推送，打造退

役军人新型职业能力培训与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助力广大退役军

人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第四节　发挥农民工创新创业示范引领作用

树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典型。继续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试

点工作，加快建设 “五带一环” （长双、长九、长德榆、长农、

长怀特色农业产业带和长春环城）特色农业示范区，鼓励以长春

国信现代农业公司、德翔集团、荣发公司、晟华农业合作社为代

表的各类企业和社会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搭建一批农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和见习基地，将农民创业与发展县域经济相结合，延长

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树立农民工

返乡创业示范典型。

发挥农民工创新创业示范作用。结合长春市农业生产特点，

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在特色种植业、规模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加工

业等相关产业领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坚持把农村 “双创”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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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相结合，组织开展农民创业培训

和电商培训，加强创业指导，积极引导农民工创办企业参与能人

回乡、工商兴乡、社会助乡 “三乡”工程，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税

费减免、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强化

长春市特色农业 “示范引领”作用。

落实农民工创新创业示范保障。进一步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作用，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原则为长春市农

村 “双创”园区 （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等提供金融服务，将菜

田基金、农业产业化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重点向农村创新创业

园区 （基地）项目倾斜，安排一定比例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专项

支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产业融合发展。

第五节　健全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评价体系

健全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评价办法。进一步细化科研人员培

养、服务、跟踪、奖惩等制度，将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中取得的成绩和参与创业项目的情况作为职称评审、岗位竞聘、

绩效考核、收入分配、续签合同等的重要依据。对科教类事业单

位实施差异化分类指导，出台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实施

细则，完善创新型岗位管理实施细则。

完善科研人员在职创业双聘机制。建立完善科研人员专职和

兼职、双聘或联聘等校企、院企共建灵活用人机制，将身份聘用

与岗位聘任相分离，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规定兼职创

办科技型企业。加大 “院士创业”支持力度，创新 “候鸟型”人

才和适用机制，设立 “候鸟”人才工作站，鼓励域外院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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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人才工程人选、知名企业家等高端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带

资金来长春市创办企业，鼓励企业给予科研人才更多激励措施。

优化科研人员创新创业评价政策。完善科研人员创业股权激

励政策，放宽股权奖励、股权出售的企业设立年限和盈利水平限

制，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鼓励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

的科研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通过合作实施、转让、许可

和投资等方式，向高校毕业生创设的小微企业优先转移科技成

果。

第四章　推进创新创业模式化发展

第一节　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

依托一汽集团、中车长客等领军企业强大的资金和平台支

持，探索大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生产要素及供应链协同三方面

的融通发展模式。

创新能力融通。鼓励大企业建立开放式产业创新平台，畅通

创新能力对接转化渠道，实现大中小企业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

创新能力共享、创新成果转化，引领以平台赋能产业创新的融通

发展模式。

生产要素融通。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

驱动，支持长春市龙头企业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分享制造平台，有

效对接生产要素和中小企业闲置产能，推动制造能力的集成整

合、在线共享和优化配置。

供应链协同融通。提升龙头骨干企业对供应链的引领带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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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鼓励大企业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开发、品牌培育、市场开

拓、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提升中小微企业对供应链的反哺作

用，实现中小微企业创新成果通过创新链、供应链、数据链回流

大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

第二节　升级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加快推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领衔高校与本地企业共

同强化面向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 “双创”服务平台，实现人员协

同、项目协同。

人员协同。鼓励科研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促进科技创新与创业深度融合。依

托平台将师资、项目、实验设备等科研资源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集聚，使高水平创新创业拔尖人才的培养根植于高水平的科研实

践之中。

项目协同。积极推动吉林大学 “双创”小镇、红旗学院、华

为长春研究院、光电小镇等 “产学研”项目建设，依托 “产学

研”项目推动 “产学研”创新机制，完善科技成果利益分配、科

技成果转化体系，全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节　抓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

构建长春市 “出政策、搭平台、强队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模式，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服务能力，强化长春市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业科技服务水平，加快长春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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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出台 《长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见》等相关

政策文件，明确科技成果利益分配机制，全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

搭平台。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技术服务信息、创新

政策服务、技术人才交流合作、科技金融中介服务、项目孵化加

速发展，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生态新体系。

强队伍。强化长春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队伍，支持和鼓励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按规定兼职或离职创办科技型企业，进一步加大

企业引进院士专家团队来长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把更多高层次

人才引进来、留下来。

第四节　完善绿色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充分利用长春市全国首个创建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市的发展契

机，构建产地环境、有机生产、废弃物利用、经营服务等一体化

的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形成产业融合发展、资源高效利用、环

境持续改善、产品优质安全的绿色农业循环发展新模式。

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循环模式。依托长春市农业资源优势及

国信现代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园区，着力构建以一二三产业融合为

特征的农业发展循环模式，促进长春市乡村产业多元发展。

推进农业精深加工多业态延伸。依托 “Ｌ＋Ｒ＋Ｓ”的总体布

局创新模式，继续完善农业精加工模式，延长企业产品加工链

条，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创业，促进农民增收。

打造长春市农业特色品牌。依托长春市自然生态、田园景

观、民俗生态和农业特色产业，打造都市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

—６７２—



旅游等农业特色品牌，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打造 “双创”兴

农的新模式、新维度。

第五节　优化服务链耦合模式

优化 “预孵化＋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四位一体的企业

孵化育成链条体系，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和团队全程

提供 “一站式、不出门”的专业化孵化服务。该链条以孵化器和

加速器为核心，向前后两端延伸强化预孵化和产业落地功能。通

过预孵化有效促进创意转化，实现从创意到商业计划、产品成

型、客户测试、项目试运营、企业开办的孵化过程。“孵化”成

功的团队和项目入驻孵化器。孵化器提供融资对接、专业资源导

入等高端创新创业服务，从孵化器毕业的高成长性企业进入加速

器。加速器在孵化器建设的基础之上，增加技术、金融、政策扶

持力度，为高成长性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强服务，从加速

器毕业的企业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产业园有效推动加速器毕

业企业加快产业发展。该链条四部分有效链接，在任务上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在服务上既有差异又注重集成，最终形成从项目初

选到产业化发展的全链条一体化创业孵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创

新创业生态环境。

第五章　激发科技创新能力升级

第一节　培育新兴技术 （ＡＢＣＤＥ）支撑的创新创业

实施新兴技术 （ＡＢＣＤＥ，即 “ＡＩ”人工智能、“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区

块链、“Ｃｌｏｕｄ”云计算、“Ｄａｔａ”大数据、“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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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计算）支撑的创新创业工程，围绕新兴产业活化创新创业主

体，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平台驱动力，积极培育引领新旧

动能转换。

实施新兴技术 （ＡＢＣＤＥ）引领的创新创业赋能新兴产业工

程。充分发挥 “数字吉林”“数字长春”数字经济核心载体作用，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航空航天装备产业、

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链，进一步推动新产业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可持续发展。支持重点

企业、科研院所重点突破车用芯片、碳纤维等领域产业链 “卡脖

子”关键技术，壮大光电子、卫星应用等行业规模，赋能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支持一汽集团实施 “双芯计划”，持续加强国际合

作与国产化替代，不断扩大国产芯片资源生态圈。推进 “吉林一

号”卫星全球组网，加快布局以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空间为核

心的卫星应用产业，打造完善的卫星运营服务、地面设备与用户

终端制造、系统集成及信息综合服务产业链。

实施新兴技术 （ＡＢＣＤＥ）促进的传统制造业升级引领创新

创业工程。通过整体改造升级化工、医药健康、冶金建材、轨道

交通等传统制造业行业，拓宽创新领域，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

支持一汽集团、中车长客、亚泰集团、长春高新集团等重点企业

提质扩能增效，对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共性问题进行整体技术

改造，引导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推

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企业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产业集群、集聚、绿色发展，有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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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与 “数字产业化”双螺旋协同发展，形成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第二节　打造科技资源集聚的创新创业

以科技资源要素为导向，依托各类 “双创”载体平台，促进

人才、资金、土地、政策等要素集聚，有效发挥长春各类功能区

集聚创新资源优势，打造创新创业新高地。

集聚国家科技创新资源。积极争取建设国家级重大创新平

台，把体现国家战略的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吸引和聚集到长春来建设，鼓励一汽集团、

中车长客、修正药业、长光卫星等重点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参与重大科研国际分工，建设市级以上实验室、技术创新中

心等平台，创制国际、国家、省和行业标准，开发战略性新兴产

品，争取国家资源配置的主动权。

集聚产业科技创新资源。加强和科技部重大专项对接、和中

科院的东北振兴科技行动计划对接、和在长的大型国企对接，在

光学精密机械、新材料化工、航空航天装备等领域，超前部署和

支持前沿技术研发，重点推动环一汽集团汽车科技产业群、环中

车长客装备制造产业群、环长春光机所光电产业群等产业集群发

展，改变长春市在技术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

集聚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实现科技创新环境在广度上的拓

展、在质量上的提升，消除影响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制约因

素，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提升长春市吸引、集聚

和整合国际性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打造中韩国际合作 “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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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支持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健康食品、智能装

备、医药医美、光电子信息等科技创新类产业园区，依托长春市

汽车、医药、光电信息等优势产业，提供最优土地、人才、金融

等政策，吸引韩、日等国外中小企业、创客入驻；加强中俄国际

科技合作和技术创新，依托中俄 （中白）科技园，推动我国与独

联体国家科学家、企业家互访，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签署科技合

作协议，引进科学家团队，联合组建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以市场

化运营、资本化运作、国际化发展模式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第三节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

探索建立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体多方协同、资源开放共

享的创新创业深度融合机制。

推动 “校－企”双主体深度融合。加大 “双一流”建设支持

力度，加强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的交流合作，鼓励高校深度融入

企业创新，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推进示范性创业学院建

设，支持吉林大学与一汽集团合作创立 “红旗学院”，重点建设

吉林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吉林动漫学院游戏原创产业园等一大批 “双创”平台。

推动 “院－企”双主体深度融合。重点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

所、应化所等８９个科研院所、１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５个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要创新资源优势，不断巩固长春国家区域

创新中心地位，充分释放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

推动 “校－院－企”多资源深度融合。完善 “创业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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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鼓励科研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培训等，促进科技创新与创业深度融合，引导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协同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产业专业技术创

新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综合服务平台。

第四节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遵循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规律，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体

制机制瓶颈，进一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激励力度，促进创新

链上下游紧密衔接联动。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市场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发挥市场对技

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

用，畅通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渠道，形成高效运行的市场化运营

模式。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交易认证机制。完善多层次技术交易市场

体系，规划建设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产权交易所，加快推进企业

孵化、知识产权服务、第三方检测认证等机构的专业化、市场化

改革，推动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

和效率最优化。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落实国家关于科技成

果转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科研团队按比例持有科技成果所有权、

处置权和分配权，加强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团队所在单位对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的服务和监管。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全生命动态管理机制。搭建 “专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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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产学研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管理平台，

实现专利管理维护手段现代化和多方科技成果供求信息的动态对

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监测与评价体系。

专栏３　重要创新平台

１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光栅制造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地球物理探测
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吉林分中心、国家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２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稀土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发光学及应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
点实验室、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功
率半导体激光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３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实验室）。中粮集团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大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东北师范大
学基因和蛋白药物筛选国家工程实验室、吉林大学艾滋病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高速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吉林农业大学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
家工程实验室、吉林大学粮食储运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４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长铃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长春迪瑞实业有限公司、长春奥普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希
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第六章　发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效应

第一节　发挥 “大企”资源优势

依托一汽集团、中车长客、修正药业等大型领军企业，通过

“以大带小”，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资源，构建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掀起就业新热潮。

开放人才资源。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建人才工作站，共

同发展旗智创新中心项目、红旗学院项目，提升人才资源引领创

业带动就业的质量与效率。

开放创新资源。支持大企业牵头建立汽车、数字经济等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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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创新联盟，成立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商会，实现 “建”与 “用”

互促并进，提升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和应用水平。

开放品牌资源。依托红旗创客 “双创”平台，以红旗品牌为

引领，全力推进红旗小镇建设、红旗工厂改造、红旗品牌推广，

引创业投资、引创新技术、引创业人才、引高水平就业。

开放供应链资源。依托一汽集团供应链 “链主”的核心地

位，积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支持配套企业，帮助中小企业发

展壮大，带动上下游企业提质就业。

第二节　发挥 “大校”人才优势

依托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在长４３所

高校、５０万在校大学生科研和人才资源优势，着眼长远、聚焦

聚力，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双创”深度融合。

释放大学生 “双创”活力。加强创业培训与指导，鼓励有条

件的院校开设毕业学期创业培训实验班，提升大学生群体创业技

能及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热情。积极调动社会力量，与吉林大学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创业孵化基地、九台大学生

创业园等创业孵化机构进行紧密合作，为在长大学生 “双创”搭

建广阔的渠道和平台，帮助更多学生好就业、就好业。

发挥科教人才 “双创”催化剂作用。鼓励高校教学人才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

践的 “双创”人才队伍。鼓励引导高校科研人才离岗创办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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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创办企业，支持以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等形式将

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科研人才带领学生创新创业。

第三节　发挥 “大所”技术优势

重点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应化所等８９个科研院所、１１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５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要技术资源

优势，以新技术催生新业态、以新业态带动新就业。

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基于长光 “Ｔ２Ｔ”创业工作室、吉林省

光电子产业孵化器等创业服务平台，聚焦高端技术创新资源，推

进发光学、应用光学、精密机械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探索，推动科

技创新与创业深度融合，实现科技创新促进低生产率和低收入增

长的行业向高生产率和高收入增长的行业转移，以此增加新的就

业岗位。

新业态带动新就业。以海洋环境监测与生态安全保障、机载

光电探测平台、空间碎片监测预警平台等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

发展重点项目为牵引，构建集研发、示范推广及产业化一体的成

果转化基地，促进新业态快速崛起，为创业提供源源不断、长期

稳定的发展动力，不断提升长春市就业层次和质量。

第四节　发挥 “大业”产业优势

通过打造长春市 “１＋６”现代产业体系，支持重点产业成为

带动就业 “新引擎”。

一个万亿级产业。围绕汽车产业，整合国内外高端资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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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展汽车整车制造，优先发展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提升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推动汽车制造业服务业创新

融合发展。通过重点发展旗智创新中心项目、红旗学院项目，打

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增长点。

六个千亿级产业。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按照高端化、智

能化、服务化的发展要求，重点围绕轨道客车产业链、高端仪器

仪表产业链、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引导上下游企业发挥企业间

互协互助长效机制，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

应链集约高效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扩大产业集群在域内外

的影响力，发挥产业 “双创”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围绕光电信

息产业，按照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的发展要求，重点打造汽

车电子、半导体照明和光显示、激光制造、智能光电仪器、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五大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不断完善园区招商、以

商招商、中介招商等市场化招商模式，吸引一大批 “双创”重点

企业；围绕生物医药产业，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遵循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发展规律，强化 “双创”要素

支撑，着力补充长春市生物医药技术产业短板，重点围绕长春市

生物药、化学药、新中药、医疗器械、医疗健康美容等重点方

向，促进人才链、产业链、项目链、技术链、资本链 “五链”与

“双创”的融合，厚植就业创业热土；围绕食品及农产品深加工

产业，重点发展 “烟、酒、乳、水”等税源项目，“米面油、肉

蛋奶、菌菜瓜”等优势项目，“特食、休闲、保健品”等特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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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立种业、花卉、中药材特色农业支撑体系，突出抓好长春

农投绿色循环肉牛产业示范园区、德翔肉鸡全产业链等一批重大

项目，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围绕能源产业，重点发展生物能

源、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储等方向，利用秸秆等资源，重点发展

生物质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稳步推进煤层气和油页岩开发利

用，充分释放能源产业就业容量大的优势；围绕文化旅游产业，

依托长影、在长高校，深化与ＣＣＴＶ、中移动等合作，加快建设

万达、红星美凯龙 “梦吉林”等３个以上超百亿元项目、３０个

以上超亿元项目，大力发展影视制作、网络文学、网络直播、游

戏动漫、电子竞技等文化创意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就

业机会。

第七章　优化创新创业金融服务

第一节　加大政府 “双创”引导基金扶持力度

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完善支持创新和中小企业的

政府资金支持及采购政策，消除中小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面临

的条件认定、企业资质等不合理限制门槛，积极引导各类基金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投资比重，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微企

业加快发展。积极建设长春 “政采云”平台，充分发挥国家及

省、市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引导

基金作用，加大对重大创新产品和服务、核心关键技术的采购力

度，符合条件的可以采取非招标方式，支持初创期、早中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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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发展。

扩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扶持范围。聚焦减税降费，落实创业

孵化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

合条件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适用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

政策，激发市场活力。

提高创新创业投资机构扶持水平。加强政投合作，政府以财

政资本投资方式，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发起基金，引入市场化手

段进行风险管理，建立政府奖励政策，引导资本、引导专业服务

进入 “双创”金融支持平台建设。

第二节　增强风险投资 “双创”扶持作用

优化风投环境，提升 “双创”扶持作用。鼓励建立分层次地

方资本市场，构架风险资本投资体系。加大力度建立项目信息披

露的市场机制，打造整合全市项目资源与信息平台，建立全市统

一公开的项目信息网与定期项目发布制度，将各类大型招商活动

常态化、市场化。进一步健全适应创业投资行业特点的差异化监

管体制，进一步完善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政策，构建银行、担

保公司、小贷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 “五位一

体”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机制，营造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

境。

壮大风投主体，提升 “双创”扶持作用。运用财税政策，支

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发展。规范发展市场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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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母基金，提升东北证券、吉林森工金

融、一汽金融、中投创业投资基金、吉林省农业投资集团等总部

类金融机构的投资能力，培育和壮大投资人群体。继续推进投融

资平台建设，加快东北亚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运用市场机

制，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创业活动，壮大创业投资规

模。

创新风投产品，提升 “双创”扶持作用。深入开展 “金融助

振兴”系列活动，推动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培育壮大 “长科创投基金” “长春智能装备创业投资基金”

等一批创投基金，推动组建区域性债券增信公司，推广银团贷

款、供应链融资、产业链融资、金融租赁，建立产融信息对接服

务平台。用好用足政府专项债券，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优化债

券投向结构和政策机制，吸引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深化资本市

场发展，积极支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加快推动 “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探索创建区域性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和结算中心。

第三节　拓宽 “双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积极构建区域性多层次的资

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加强 “双创”企业

上市和挂牌辅导，结合长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优先将

医药健康、生物制造、生物农业、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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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九大领域 “双创”企业

纳入上市后备资源库，推动企业在主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上市挂牌。

优化股权债权众筹融资功能。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推动

多渠道股权融资，积极探索和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新型金

融机构和融资服务机构，促进大众创业。对股权投资企业按照对

实体经济新增投资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设立发行 “双创”孵化

专项债券，鼓励 “双创”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引导生物医

药、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中效益好、偿债能力强的骨

干企业集团采取发行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

工具，增加直接融资规模。

升级创新创业融资产品。依托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心，

鼓励银行、担保、典当、融资租赁等机构开发符合商贸服务行业

特点的融资产品。推动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来支持创业担保贷

款、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金融产品的创新，优化升级授信

增信、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定制化产品服务等一系列服务，继

续推进投贷联动试点，不断拓宽 “双创”融资渠道。

第四节　完善 “双创”差异化金融支持政策

促进金融政策向实体经济倾斜。深入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引

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

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促进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更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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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倾斜。

促进金融政策向战略新兴产业倾斜。依托长春市未来重点发

展的光电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

业重点项目信息合作机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更具针对性和

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保险公司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

产权融资提供保证保险服务，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

偿试点。

促进金融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推动 “银政企保”合作，重

点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提供担保。推广专利权质押融

资，鼓励保险公司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利融资保证保险服

务。用好定向降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创新型企业和创业型企业。

第八章　增强创新创业环境支撑

增强创新创业环境支撑需要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

革，优化公共服务，打造公平规范的 “双创”氛围，为创业创新

清障减负。

第一节　简政放权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简化企业登记注销流程。全面深化 “一制三化”审批制度改

革。全面推行市场主体登记全程电子化，开办企业全程 “只跑一

次”或 “一次不跑”，对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的，企业

开办时间不超过３个工作日。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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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推行园区 “多评合一”。建立小微企

业目录，对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开展抽样统计。全面取消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再取消下放一批制约经济发展、束缚企业活力的行

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

贯彻落实精准协同放权。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

向，聚焦 “痛点”、瞄准 “堵点”，进一步提高放权的协同性、联

动性。对依法下放给基层的审批事项，要在人才、经费、技术、

装备等方面予以保障，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大幅减少和规范

涉企收费及审批评估事项，坚决管住伸向企业乱收费的 “黑手”。

要推动规范化审批，提高审批效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第二节　放管结合营造公平市场环境

构建全流程信用监管机制。构建信用承诺、信息公示、信用

分级分类、信用联合奖惩等全流程信用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各

部门对失信企业协同监管，落实５１个部门对失信企业跨部门联

合惩戒备忘录，实现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标准化、智

能化。深入推广随机选择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的 “双随机”监

管方式，建立市场监管部门对申请人和审批部门的 “双告知”机

制。强化信用监管，对违法失信企业和个人在招投标、出入境、

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限制或禁入。

深化中介机构市场化水平。深化中介机构市场化改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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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的培育和建设。制定科学规范的信用评估制度，加强中

介服务机构监管，推进 “一次办好”改革向中介机构延伸。引导

和规范共享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推动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对 “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

业态新模式的高效监管机制，严守安全质量和社会稳定底线。

第三节　优化公共服务便利创新创业

打造一体化 “双创”政务服务平台。实施 “数字长春”工

程，依托 “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建设省级统筹、整体联动、

部门协同、一网通办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实现与国家

共享交换平台 “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打造长春市农业农

村 “一站式”创新创业信息服务窗口，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

工和社会保险制度，加强社会保险数据共享，加快推进 “智慧社

保”建设。

营造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大 “双创”宣传，培育创业创

新精神，强化创业创新素质教育，树立创业创新榜样和典型，广

泛开展公益讲坛、创业创新论坛、创业创新培训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大力清理废止妨

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保障不同所有制主体

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科技项目、标准制定等方面

的公平待遇，破除地方保护；对于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根据不同

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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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保障措施

本规划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打造长春市经济

社会发展新引擎的行动纲领。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党的

领导，严格履行政府职责，完善创新创业政策法规；要不断优化

实施机制，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要加大宣传力度，动

员和引导全社会力量共同实现创新创业五年发展蓝图。

第一节　完善 “双创”组织领导

在吉林省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和长春市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的高位统筹和直接

指导下，成立长春市 “双创”工作指导委员会及相应组织机构，

承接和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建立协调会议机制，定期召开工

作协调会，推动 “双创”政策法规落地，指导和帮助解决 “双

创”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第二节　强化 “双创”金融支撑

加大 “双创”财政经费投入力度，丰富 “双创”金融服务工

具，完善 “双创”金融服务链条，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投资环境。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金融服务平台、科技金融的作用，形成

科学合理的 “双创”金融支撑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好政策资金的

乘数效应和引导带动作用，鼓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双创”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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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强 “双创”平台建设

进一步推进 “双创”载体平台建设。创新载体平台建设管理

模式，拓展载体平台孵化服务功能，加快促进载体平台专业化、

精细化、差异化、品牌化建设。建立完善 “双创”平台考核制度

体系，推动 “双创”深入开展，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创业创造活

力。

第四节　明确 “双创”责任分工

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包保责任机制。要制定具体工作推进方

案和任务清单，突出问题导向，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做到主体

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加强对建设双创示范基地工作的指

导和支持，做好 “双创”政策落实情况调研、推进情况统计汇总

等工作，确保 “双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第五节　做好 “双创”示范推广

加大创新创业宣传力度，树立创新创业榜样和典型。支持积

极举办经验交流会和现场观摩会等，加强创新创业先进示范和典

型做法的复制、推广和应用。利用云服务、微信、微博、手机应

用软件等平台，建立定期发布创新创业政策信息制度，做好政策

宣讲和落实工作，确保创新创业思想、创新创业成果、创新创业

活动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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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十一

吉林省西部国家级

清洁能源基地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前　　言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加

速，国家间技术竞争日益激烈，资源环境制约不断增强，能源清

洁、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能源发展大势。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

背景下，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正在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重要

的增长点，伴随着能源转型升级，以低碳、智能为核心内容的新

一轮能源变革蓬勃兴起，围绕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

已经拉开序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将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５％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将达到２５％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１２

亿千瓦以上”，为新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２０２１年７月，

省委作出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定，将 “西

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发展规划”提升至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高度。通过充分发挥吉林省西部地区风光资源丰富、未利

用土地多等优势，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新基建”项目建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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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型清洁能源消纳基地、外送基地、制氢基地，构建吉林省

“陆上风光三峡”。

为科学有序开发建设吉林省西部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更

好引领和支撑吉林省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可再生能源法》相关规定，根据省委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和要求，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在对吉林省西部地区风能、太阳能源资源水平及土地

资源、建设条件和现状等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吉林省

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及保障措施。

规划期为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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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第一节　区位优势

吉林省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 （以下简称吉林西部能源基

地）规划范围主要包括白城、松原两市全部区域及四平市所辖的

双辽市，涵盖３个市、１１个县 （市、区），幅员面积约５０８万

平方公里，约占吉林省总面积的２７％。该区域位于松嫩平原南

端，是国家松辽新能源保障基地的核心地区，区域内公路和高铁

交通网架建设完备，交通便捷，运输顺畅。同时，该地区有丰富

的石油和农牧业产业，为新能源与其他产业融合建设发展、多种

能源互补提供了基础条件。

图１　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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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风能资源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规划区域范围内风资源优势明显，１００ｍ
高度处 年 平 均 风 速 多 在７０～９０ｍ／ｓ之 间，风 功 率 密 度 多 在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Ｗ／ｍ２ 之 间，风 能 资 源 丰 富。与 国 内 其 他 地 区 相

比，该地区风能资源具有风切变大、风速稳定、极端最大风速

小、破坏性风速发生概率低、空气密度大、可开发面积大等特

点，是我国少数风资源优质区之一，非常适合风能资源的集中化

开发利用。结合现阶段风电技术水平，在该地区建设风电场的年

平均等效利用小时数可达３３００～３８００小时。

吉林省１００ｍ和１２０ｍ高度年平均风速分布图、年平均风功

率密度分布图分别见图２～５所示。

图２　吉林省１００ｍ高度处年平均风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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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吉林省１２０ｍ高度处年平均风速分布图

图４　吉林省１００ｍ高度处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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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吉林省１２０ｍ高度处风功率密度分布图

白城市风资源。白城市地形较为平坦，风能资源丰富，开发

潜力巨大，１００ｍ高度年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８５ｍ／ｓ之间，风功

率密度多在３５００～５０００Ｗ／ｍ２ 之间，极大值出现在洮南市西

北部地区，年平均风速超过９ｍ／ｓ，平均风功率密度超过５００Ｗ／

ｍ２；白城市 全 市 范 围 内１２０ｍ高 度 年 平 均 风 速 多 在７５ｍ／ｓ以

上，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５０Ｗ／ｍ２ 以上。从地理分布看，白城市整

体表现为西部和中部地区风能资源比其余地区略高，其中：

通榆县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８０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５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５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５０Ｗ／ｍ２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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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８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４００～５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５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５０Ｗ／ｍ２ 以上；

洮北区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８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４００～５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５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５０Ｗ／ｍ２ 以上；

镇赉县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６５～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４５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

大安市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８０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５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

松原市风资源。松原市地形亦较为平坦，风能资源均较为丰

富，风能资源分布差异不大，１００ｍ高度年平均风速多在６５～

７５ｍ／ｓ之间，风功率密度在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Ｗ／ｍ２ 之间，极大值

出现在前郭县东部和扶余市南部地区，年平均风速超过７５ｍ／ｓ，

平均风功率密度超过５００Ｗ／ｍ２；全市范围内１２０ｍ高度年平均

风速多在７０ｍ／ｓ以上，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其中：

长岭县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４５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５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

乾安县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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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４５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５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

前郭县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００～５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３００Ｗ／ｍ２ 以上；

宁江区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６５～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５０～４０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４００Ｗ／ｍ２ 以上；

扶余市１０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６５～７５ｍ／ｓ之间，平均风

功率 密 度 多 在３００～４５０Ｗ／ｍ２ 之 间，１２０ｍ高 度 平 均 风 速 多 在

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多在３００Ｗ／ｍ２ 以上。

双辽市风资源。双辽市地形稍有起伏，南部地势较为平坦，

北部多沙丘岗地，总体呈东高西低走势。双辽市１００ｍ高度平均

风速多在６５～７５ｍ／ｓ之间，风功率密度多在３５０～４５０Ｗ／ｍ２

之间；１２０ｍ高度平均风速多在７０ｍ／ｓ以上，平均风功率密度

多在３５０Ｗ／ｍ２ 以上。

第三节　太阳能资源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规划区域范围内太阳能年平均日照时数多

在２５００～２９００小 时，年 平 均 太 阳 能 总 辐 射 量 多 在１３４０～

１５００ＫＷｈ／ｍ２，区域内太阳能资源属 “很丰富区”（Ｂ类）。基地

内水平面年总辐射量大致呈由西北部向东南部地区逐渐减少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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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太阳能资源极大值出现在洮南市，年辐照量为１５０３３ＫＷｈ／

ｍ２。

吉林省年日照时数和年水平面总辐射量分布见图６和图７。

图６　吉林省日照时数年总量空间分布

图７　吉林省水平面总辐射年总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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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地资源

吉林省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呈阶梯式下降，东部分布长白山原

始森林，西部分布草原湿地，森林和草原湿地是吉林省重要生态

屏障，中部为松辽平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地域上大

致呈现东林、中农、西牧的土地利用格局。农用地集中在中东

部，建设用地集中在中部，未利用地在西部分布较为广泛。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规划区域范围内人口稀少，地势平坦，多

分布草原、湿地、盐碱地、沼泽地等，为风电及太阳能光伏电站

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 “三化”土地。避让基本农田、林地、湿地、

生态红线、保护区、鸟类及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及栖息地等，规划

范围内可开发风电、光伏的土地面积达９２３０平方公里以上，且相

对集中，非常有利于风电及光伏发电的基地化建设。其中：白城

市总土地面积约２５６８３平方公里，可开发风电、光伏的土地面积

达５９６４平方公里；松原市总土地面积约２２０３４平方公里，可开发

风电、光伏的土地面积达３１９４平方公里；双辽市土地面积约３１２１

平方公里，可开发风电、光伏的土地面积达７２６平方公里。

第五节　电源装机现状

吉林省西部地区有着良好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优势，风光资源

重叠度高，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前景巨大。近年来，我省各级政

府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为新能源企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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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良好条件基础，吸引一大批新能源产业先后落户吉林省，

尤其吉林省西部地区，风电和光伏产业已成为推动吉林西部地区

能源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吉林电 网 电 源 装 机 容 量 合 计３２７７６万 千

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１８５２２万千瓦，约占总装机的５６５％；

水电装机容量５１０５万千瓦，约占总装机的１５６％；风电装机

容量５７７１万千瓦，约占总装机的１７６％；光伏装机容量３３７８

万千瓦，约占总装机的１０３％。

表１　２０２０年底吉林电网电源装机统计表

单位：万千瓦

项目 火电 水电 风电 光伏 合计

装机容量 １８５２２ ５１０５ ５７７１ ３３７８ ３２７７６

总装机占比 ５６５％ １５６％ １７６％ １０３％ １００％

在过去的１０年间，吉林省电源装机容量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３４７

万千瓦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２７７６万千瓦，新增装机主要来自煤电、

风电与光伏。其中光伏相比于其他电源发展增速更快，从零起步

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３７８万千瓦；风电装机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０９万千

瓦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７７１万千瓦；煤电、水电装机基数较大，增

长相对较为平缓，分别由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８６６万千瓦和４２７２万千瓦

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５２２万千瓦和５１０５万千瓦。

从电源结构上看，吉林省装机一直以煤电为主，占比维持在

５０％以上。“十二五”与 “十三五”期间随着风电、光伏的大规

模投产，其在网内的占比逐年提高，到２０２０年风电装机占比已

—６０３—



达１７６％，光伏 装 机 占 比 已 达１０３％，煤 电 装 机 占 比 下 降 至

５６５％。

图８　２０２０年底吉林省全口径装机情况 （万千瓦）

从已建成新能源项目地缘分布情况看，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规

划范围内，已建成风电装机容量５５９万千瓦，已建成光伏装机容

量２３９５万千瓦。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２０２１年在建新能源项目总容量５９７万千

瓦，其中风电５５５万千瓦，光伏４２万千瓦。此外，２０２１年计划

下达 新 能 源 指 标９２０万 千 瓦，分 两 批 下 达，第 一 批 已 下 达

８３７０６万千瓦，包含风电６４８６６万千瓦、光伏１６８４万千瓦和

光热２０万千瓦。

第六节　电网现状

吉林西部地区 （含松原市和白城市）现有５００千伏变电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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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主变容量９３０万千伏安，其中用户自建风电汇集站１座，为

瞻榆变电站，主变容量２４０万千伏安；规划在建１座５００千伏变

电站，即乾安 （布苏）变电站，新增主变容量２４０万千伏安；规

划扩建４座５００千伏变电站，即向阳、甜水、昌盛、龙凤变电

站，新增主变容量６６０万千伏安。预计至２０２３年底，吉林西部

地区５００千伏变电站将达到７座，主变容量将达到１８３０万千伏

安。考虑所有已投产、核准、备案和在建电源，预计吉林西部能

源基地范围内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将达到约９１００万千瓦。按照

打造吉林西部 “陆上风光三峡”的总体部署，到２０２５年全省风

光装机规模超过３０００万千瓦，到２０３０年达到６０００万千瓦以上。

根据初步估算，吉林西部地区新建和扩建的５００千伏变电站全部

投运后，西部地区５００千伏主变容量还可满足约１０００万千瓦风

电、光伏的装机接入，远远无法满足基地未来大规模风电、光伏

电源的汇集和送出需求，已成为吉林西部能源基地发展的主要制

约因素。

第七节　面临形势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将长期保持快速

发展，推动世界能源转型继续深入，能源消费增量替代和化石能

源存量替代的速度将持续加快。电力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电力

需求的增长将超过能源需求的增长，到２０２５年左右，可再生能

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将超过煤电，成为世界发电装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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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进步和应用规模的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经济性将显著

提升，并将进一步为能源转型带来巨大机遇。

从当前国内形势看，新能源建设规模将持续扩大。生态红线、

国土空间规划的公布实施将进一步约束并促使新能源发展与自然

环境相适应。未来五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碳排放 “３０·６０”

目标的重要阶段。新能源技术进步将进一步促进发电成本持续降

低，一体化项目实施、负荷侧响应、新型储能应用等新兴产业及

特高压输电工程将进一步释放新能源的本地消纳和外送市场。

从当前省内形势看，吉林省能源发展正面临 “三期叠加”的

特殊阶段，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

战略，谋划推进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提出建设生态强省目标，

全力实施 “１１１２５”新能源发展重点任务，确立了资源开发、产

业发展、园区建设 “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方向，推动清洁低碳

能源发展和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为我省新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

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指导方针和发展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吉林省新能源资源优势，统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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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

面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

战略，聚焦碳排放 “３０·６０”目标，科学有序扩大可再生能源建

设规模，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提

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生态优先。落实绿色发展的要求，把扩大清洁能

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保充分结合，因地制宜选择能源开发利用

形式，以生态环保为先决条件，推动清洁能源产业与生态环境共

同发展。

科学发展、集约用地。在清洁能源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工

程建设用地的科学管理，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严格执行各类土地

使用标准，从全局出发，清洁能源项目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切实做到科学、合理、节约集约用地，使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

合理有序、稳步发展。结合吉林省西部地区电网规划和电力

供应需求，科学有序推进清洁能源建设，以电源与电网发展相协调

为前提，支撑电力系统平稳经济可靠运行，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协同发展、深度融合。加强清洁能源与国土、环保、水利、

财税、金融等政策协调，形成促进新时代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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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与新兴技术、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

新基建等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清洁能源发展新领域、新场景。

第三节　发展目标

积极开展吉林西部能源基地有序化、规模化开发，到 “十四

五”末，基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３０００万千瓦以上，其中：风

电装机２２００万千瓦以上，光伏装机８００万千瓦以上。到 “十五

五”末，基地内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６０００万千瓦，其中：风电

装机４５００万千瓦以上，光伏装机１５００万千瓦以上。形成省内消

纳、外送和制氢３个千万千瓦级基地，将基地建成吉林 “陆上风

光三峡”的主体区和国家松辽新能源保障基地的核心区。

第四节　发展思路

“十四五”期间，牢牢把握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总体目

标，全力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向纵深发

展，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扩大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范围内风电、光

伏发电规模，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通过提升区域电力

消纳能力、发展制氢产业、新建特高压输电通道外送等措施确保

新能源电力足额消纳。

第三章　重点任务

第一节　积极推进风电项目建设

吉林省西部能源基地范围内，风电项目规划可开发总容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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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８５万千瓦，风电可开发容量巨大，且建设条件较好，具备基地

化开发的先决条件。其中：白城市已建成风电容量３９２万千瓦，

在建及规划新建风电项目装机容量２５６４万千瓦，总建设规模可达

２９５６万千瓦；松原市已建成风电容量１２３万千瓦，在建及规划新

建风电项目装机容量２１７７万千瓦，总建设规模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

双辽市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４４万千瓦，在建及规划新建风电项目装

机容量１８５万千瓦，总建设规模可达２２９万千瓦。

表２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风电建设计划表

单位：万千瓦

市州 县／市／区
已建成

风电容量
在建

风电容量
新规划风电

容量 （含在建）
风电

总开发容量

白城市

洮北区 ３９ ０ ３５ ７４

镇赉县 ４０ １０ ３５０ ３９０

通榆县 １４６５ １９０ ７１２ ８５８５

洮南市 ６３５ ６５ ６１４ ６７７５

大安市 １０３ １０１ ８５３ ９５６

小计 ３９２ ３６６ ２５６４ ２９５６

松原市

宁江区 ０ ０ ５０ ５０

前郭县 １３ ５ ５７４ ５８７

长岭县 ６０ ７０ ８６７ ９２７

乾安县 ３０ ９０ ２４０ ２７０

扶余市 ２０ ０ ４４６ ４６６

小计 １２３ １６５ ２１７７ ２３００

四平市 双辽市 ４４ ２５ １８５ ２２９

合计 ５５９ ５５６ ４９２６ ５４８５

洮北区风电规划。洮北区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３９万千瓦，暂

无核准在建风电项目，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７４万千瓦。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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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表所示。

表３　洮北区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太平山风电场 ６１ １０ ６７ ３１４０

２ 岭下风电场 ９９ ２５ ６８ ３２３９

３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３９

合计 １６０ ７４ ６７５ ３２１１

图９　洮北区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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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赉县风电规划。镇赉县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４０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１０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３９０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图１０　镇赉县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表４　镇赉县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吉电架其风电 （在建） １０２ １０ ６６ ３０７０

２ 洋沙风电 １５２ ３０ ６７ ３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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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３ 建平风电 ２６４ ５５ ６７ ３１４０

４ 龙岗风电 ９５ ２０ ７１ ３４２０

５ 黑鱼泡风电 １０７ ２０ ６４ ２９３０

６ 坦途风电 １７４ ３５ ６６ ３０７０

７ 哈吐气风电 １６５ ３５ ６６ ３０７０

８ 嘎什根风电 ２０３ ４５ ６７ ３１４０

９ 四方坨子风电 ２４６ ３５ ６８ ３２１０

１０ 五棵树风电 １９６ ３５ ６７ ３１４０

１１ 镇赉风电 １６９ ３０ ６６ ３０７０

１２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４０

合计 １８７３ ３９０ ６６８ ３１２９

通榆县风电规划。通榆县已建成风电容量１４６５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１９０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８５８５万千

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５　通榆县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水发风电 （在建） ２７９ ５０ ７４７ ３６２３

２ 华能平价风电 （在建） ７１ ３０ ７４７ ３６２３

３ 开通风电项目 ３２４ ６４ ７５２ ３６５３

４ 新华风电项目 ２３０ ４０ ７４７ ３６２３

５ 兴隆山风电项目 ２０１ ４０ ７３０ ３５２９

６ 双岗风电项目 １１１５ １９５ ７３２ ３５２９

７ 八面风电项目 ５３２ １２３ ７６５ ３７１４

８ 十花道风电项目 ２６５ ６０ ７５８ ３６７２

９ 新兴风电项目 ２４１ ５０ ７４２ ３６２３

—５１３—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０ 边昭风电项目 ２９４ ６０ ７５６ ３６７２

１１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４６５

合计 ３２０２ ８５８５ ７４８ ３６０８

图１１　通榆县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洮南市风电规划。洮南市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６３５万千瓦，

核准在建项目６５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６７７５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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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洮南市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胡力吐风电项目 １３１ ２５ ７７ ３７３０

２ 那金风电项目 １５５ ３５ ７３ ３５２０

３ 万宝风电项目 ２４７ ５３５ ７３ ３５２０

４ 野马风电项目 ２２７ ５０ ６８ ３１７０

５ 瓦房风电项目 １９７ ４５ ６９ ３２４０

６ 聚宝风电项目 ２６１ ５５ ７１ ３３８０

７ 蛟流河风电项目 ２２４ ５０ ７１ ３３８０

８ 大通风电项目 ３５５ ７０５ ６９ ３２４０

９ 福顺风电项目 ２２３ ５０ ６９ ３２４０

１０ 呼和车力风电项目 ２２９ ４５ ６７ ３１００

１１ 二龙风电场 １９４ ５０ ７２ ３４６０

１２ 民治风电场 １３９ ４０ ７２ ３４６０

１３ 永茂风电场 １８８ ４５ ７ ３３２０

１４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６３５
合计 ２７７０ ６７７５ ７０８ ３３４６

图１２　洮南市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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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风电规划。大安市已建成风电容量１０３万千瓦，核准

在建风电项目１０１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９５６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７　大安市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山东华能５０万 （在建） １７３ ５０ ７１６ ３４３０

２ 华润风电 （在建） ２８ １０ ７２２ ３４６８

３ 中电大岗子风电 （在建） ４６ １０ ７１６ ３４３０

４ 中广核两家子风电场 （在建） ３８ １０ ７１７ ３４３７

５ 光锋风电项目 ４６ ２５ ７１４ ３４１８

６ 长源风电项目 ２６ １５ ７２２ ３４６８

７ 庆学风电项目 ２６０ ９０ ７２１ ３４６２

８ 民权风电项目 １１５ ５０ ７１６ ３４３０

９ 富新风电项目 １１８ ５０ ７１１ ３３９９

１０ 富胜风电项目 ５２ ２０ ７０９ ３３８６

１１ 万发风电项目 １５６ ６０ ７１３ ３４１１

１２ 同兴风电项目 １４９ ７０ ７１７ ３４３７

１３ 联合风电项目 ２８８ １００ ７０９ ３３８６

１４ 姜家风电项目 ５９ ３０ ７２７ ３４９９

１５ 马家窝堡风电项目 ５５ ３０ ７１５ ３４２４

１６ 庆安风电项目 ５３ ２５ ７２２ ３４６８

１７ 长胜风电项目 １２７ ６０ ７３２ ３５２９

１８ 永建风电项目 １５０ ７４ ７１９ ３４４９

１９ 新丰风电项目 １２４ ６４ ７２２ ３４６８

２０ 苗泉高堡风电项目 ２３ １０ ７１６ ３４３０

２１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０３

合计 ２０８６ ９５６ ７１８ ３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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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大安市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宁江区风电规划。宁江区暂无已建成风电场，暂无核准在建

风电项目，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５０万千瓦。详见如下图表所

示。

表８　宁江区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土木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２９ １５ ６６０ ３０４５

２ 二道河子风电场 ６８ ３５ ６６５ ３０７０

合计 ９７ ５０ ／ ３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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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宁江区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前郭县风电规划。前郭县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１３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５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５８７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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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前郭县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表９　前郭县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中能建查干湖风电项目 （在建） １０ ５ ７３０ ３５７３

２ 查干花风电场 １９５ ７５ ７３２ ３５８５

３ 乌兰风电场 １８４ ７５ ７３３ ３５９２

４ 昂格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６５ ７５ ７３４ ３５９８

５ 东三家子风电场 ３００ １１４ ７３３ ３５９２

６ 日嘎斯风电场 ６２ ４０ ７３７ ３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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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７ 大德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１４ ５０ ７４３ ３６５３

８ 新庄风电场 ９４ ４５ ７２９ ３５６７

９ 七棵树风电场 ２８ １５ ７１９ ３５０４

１０ 三义风电场 ２９ １５ ７１１ ３４５２

１１ 新戎风电场 １５１ ６５ ７３０ ３５７３

１２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３

合计 １３３２ ５８７ ７３０ ３５８９

长岭县风电规划。长岭县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６０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７０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９２７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图１６　长岭县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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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长岭县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山东绿能风电 （在建） ３９８ ５０ ７２ ３５００

２ 长润龙凤湖风电 （２００ＭＷ在建） ２８５ ８０ ７３ ３５７０

３ 北正风电场 ６４９ ２００ ７１ ３４５５

４ 太平川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６１３ ２００ ７４ ３６７０

５ 大兴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７２３ １６５ ７５ ３７００

６ 新安风电场 ２８２ ７４ ７５ ３７３５

７ 三青山风电场 ３９５ ５０ ７２ ３５３５

８ 太平山风电场 ２４９ ４８ ７３ ３５６０

９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６０

合计 ３５９４ ９２７ ７３１ ３５９９

乾安县风电规划。乾安县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３０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９０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２７０万千瓦。

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１１　乾安县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山东发展投资５００ＭＷ 风电项
目 （在建） ２８０ ５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２
吉林 名 门 乾 安 县 水 字 风 电 场
（在建） ３９ １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３
网新风力有限公司乾安县圣字
风场风电场 （在建） ２５ １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４
国华能源 腾 字 风 场１５万 千 瓦
风电场 （在建） ７４ １５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５
乾安融智风力发电扶贫示范项
目 （５０ＭＷ在建） ７７ ２０ ７１０ ３３００

６ 西字风电场 ８２ ２０ ７１０ ３３００

７ 辞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１６ ２５ ７１０ ３３００

—３２３—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８ 转字营风电场 １１７ ２８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９ 灵字风电场 ２１ ５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１０ 草字风电场 ２１１ ３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１１ 小从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５８ １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１２ 端字风电场 ４４ ７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１３ 从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４４ １０ ７１５ ３３４０

１４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３０

合计 １１８８ ２７０ ７１４ ３３２９

图１７　乾安县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４２３—



　　扶余市风电规划。扶余市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２０万千瓦，暂

无核准在建风电项目，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４６６万千瓦。详见

如下图表所示。

图１８　扶余市规划风电场分布图

表１２　扶余市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三骏风电场 １０４ ７０ ６８ ３２６０

２ 五井子风电场 ７８ ２５ ７０ ３４００

３ 增盛风电场 ２１２ ６７ ７０ ３４００

４ 新站风电场 ８６ ２０ ７０ ３４００

５ 弓棚子风电场 ７５ １６ ６９ ３３３０

６ 蔡家沟风电场 １２３ ３０ ６６ ３１２０

７ 石人沟风电场 １６４ ７０ ６８ ３２６０

—５２３—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８ 肖家风电场 １４６ ３５ ７１ ３４７０

９ 南平风电场 ６５ ２３ ６９ ３３３０

１０ 七家子风电场 １３８ ４０ ６９ ３３３０

１１ 繁荣风电场 １７０ ５０ ６７ ３１９０

１２ 已建成风电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２０

合计 １３６２ ４６６ ６８８ ３３２６

双辽市风电规划。双辽市已建成风电容量约４４万千瓦，核

准在建风电项目约２５万千瓦，规划风电开发总容量为２２９万千

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１３　双辽市规划风电场及其上网电量估算表

序号 规划风电场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年平均风速
（ｍ／ｓ）

等效小时数
（ｈ）

１ 莲花山风电场 （一期４８ＭＷ在建） ３２ １０ ６５ ３０００

２ 二龙山风电场 （在建） １０ ５ ６５ ３０００

３ 秀水风电场 （在建） ２５ １０ ７１ ３２５５

４ 百伦风电场 （一期５０ＭＷ 在建） ４６ １０ ７１ ３２５５

５ 井岗子风电场扩建工程 ３１ １５ ６５ ３０００

６ 茂林风电场 ５２ １０ ６５ ３０００

７ 桂花风电场 ４９ １５ ６５ ３０００

８ 金山风电场 １３０ ２５ ７１ ３２５５

９ 卧虎镇风电场 ６０ ２０ ７１ ３２５５

１０ 双山镇风电场 ８１ ２０ ７１ ３２５５

１１ 大富风电场 １２１ ２０ ７１ ３２５５

１２ 一马树风电场 ５９ １０ ６５ ３０００

１３ 西辽河风电场 ３９ １５ ６５ ３０００

１４ 已建成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４４

合计 ７３５ ２２９ － ３１４５

—６２３—



图１９　双辽市风电项目汇总分布图

第二节　有序推进光伏电站布局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范围内，光伏项目规划可开发总容量达

３６１３５万千瓦，光伏可开发容量巨大，且建设条件较好，具备

基地化开发的先决条件。其中：白城市已建成光伏容量１８３５万

千瓦，在建及规划新建光伏项目装机容量１８１６５万千瓦，光伏

总建设规模可达２０００万千瓦；松原市已建光伏电容量２９５万千

瓦，在建及规划新建光伏项目装机容量１４７０５万千瓦，光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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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可达１５００万千瓦；双辽市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２６５万千

瓦，在建及规划新建光伏项目装机容量８７万千瓦，光伏总建设

规模可达１１３５万千瓦。

表１４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光伏建设计划表

单位：万千瓦

市州 县／市／区
已建成

光伏容量
在建光伏容量 新规划光伏容量

光伏
总开发容量

白城市

洮北区 １０ ０ １６５ １７５

镇赉县 ４５ ０ ３２５ ３７０

通榆县 ３７５ ５ ３６７５ ４１０

洮南市 ５３ １５ ４９２ ５６０

大安市 ３８ ４５ ４４２５ ４８５

小计 １８３５ ２４５ １７９２ ２０００

松原市

宁江区 ０ １６ ５８４ ６０

前郭县 １２５ ０ １５７５ １７０

长岭县 １１ ０ １４５ １５６

乾安县 ６ １２ ９８６ １００４

扶余市 ０ ０ １１０ １１０

小计 ２９５ １３６ １４５６９ １５００

四平市 双辽市 ２６５ ４５ ８２５ １１３５

合计 ２３９５ ４２６ ３３３１４ ３６１３５

洮北区光伏规划。洮北区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１０万千瓦，暂

无核准在建光伏项目，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１７５万千瓦。详见

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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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洮北区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 １０

２ 镇南光伏１号场区 镇南种羊场、青山镇 ４３ ９２５

３ 镇南光伏２号场区 镇南种羊场 ３２ ７２５

小计 １７５

图２０　洮北区光伏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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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洮北区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洮北

区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３７３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５°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８９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８５小时。

镇赉县光伏规划。镇赉县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４５万千瓦，暂

无核准在建光伏项目，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３７０万千瓦。详见

如下图表所示。

图２１　镇赉县光伏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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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镇赉县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 ４５
２ 大龙光伏 东屏镇 １８ ３０
３ 前六家光伏 东屏镇 ５０ ６０
４ 二龙涛光伏 东屏镇 ５３ ５０
５ 建平光伏 建平乡 １４４ １０５
６ 乌拉草光伏 坦途镇 ６８ ８０

小计 ３７０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镇赉县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镇赉

县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３８０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５°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９０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８６小时。

通榆县光伏规划。通榆县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３７５万千瓦，

核准在建光伏项目容量５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４１０万

千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１７　通榆县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３７５
２ 在建光伏项目 ５
３ 开通光伏项目 开通镇 ４４ ８５

４ 三家子光伏项目
三家子种牛场、开通

镇、苏公坨乡 １５１ １６２５

５ 十花道光伏项目 十花道乡 ７５ １２０
小计 ４１０

—１３３—



图２２　通榆县光伏项目规划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通榆县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通榆

县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４５２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４°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６０３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９８小时。

洮南市光伏规划。洮南市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５３万千瓦，核

准在建光伏项目容量１５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５６０万

千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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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洮南市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５３

２ 在建光伏项目 １５

３ 永茂光伏 永茂乡 ２７ １００

４ 安定光伏 安定乡 ８２４ １５０

５ 黑水光伏 黑水镇 ５１９ １３２

６ 大通光伏 大通乡 ９２ ６０

７ 福顺光伏 福顺镇 ６９ ５０

小计 ５６０

图２３　洮南市光伏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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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洮南市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洮南

市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４３６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５°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６０２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９７小时。

大安市光伏规划。大安市已建成光伏容量约３８万千瓦，核

准在建光伏项目容量４５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４８５万

千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１９　大安市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３８

２ 在建光伏项目 ４５

３ 于家洼子光伏项目
两家子镇、新平安

镇、海坨乡 １４６３ ６２５

４ 长和光伏项目 新平安镇、海坨乡 ９７５ ７０

５ 巩固光伏项目 海坨乡 ６５０ ６５

６ 后榆树光伏项目 龙沼镇 ４５５ ４０

７ 太平光伏项目 龙沼镇 １６２５ ８０

８ 龙沼光伏项目 龙沼镇 １５３０ ７５

９ 五盛堂光伏项目 大岗子镇 ５１０ ３０

１０ 袁家窝棚光伏项目 叉干镇 ３６０ ２０

小计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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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大安市光伏项目规划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大安市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大安

市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３１９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５°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６８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６６小时。

宁江区光伏规划。宁江区暂无已建成光伏电站，核准在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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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１６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６０万千瓦。详见如

下图表所示。

表２０　宁江区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可开发面积 （ｋｍ２）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宁江乡村振兴光伏

（在建） 大洼镇 ０５ １６

２ 溪浪河光伏 伯读乡 １４ ７

３
双屯子光伏
（吉林油田） 工农街道 ２８ １

４ 代家洼子光伏 工农街道 ２４ １０

５ 敖家伙洛光伏 善友镇 ２５ １０

６ 江边光伏 大洼镇 ８４ ３０４

容量小计 ６０

图２５　宁江区光伏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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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宁江区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宁江

区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９００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４°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２５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２４小时。

前郭县光伏规划。前郭县已建成光伏容量１２５万千瓦，暂

无核准在建光伏项目，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１７０万千瓦。详见

如下图表所示。

表２１　前郭县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可开发面积 （ｋｍ２）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１２５

２ 杨家围子光伏 乌兰敖都乡 ６ ２０

３ 统领光伏 查干花镇 ６ ７５

４ 红卫光伏 乌兰敖都乡 ５７ ２０

５
乌兰花光伏
（吉林油田） 查干花镇 ９ ２９

６ 东瓦房光伏 东三家子乡 ６９ １５

７ 张家围子光伏
东三家子乡、
乌兰敖都乡 １０ ２８

８ 腰五井子光伏 查干花镇 ２８ ９

９ 新戎光伏 蒙古屯乡 ３ １５

１０ 米古光伏 蒙古屯乡 １４ ７

１１ 重心光伏 蒙古屯乡 １６ ７

容量小计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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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前郭县光伏项目规划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前郭县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前郭

县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３０９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４°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３０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２９小时。

长岭县光伏规划。长岭县已建成光伏容量１１万千瓦，暂无

核准在建光伏项目，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１５６万千瓦。详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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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表所示。

表２２　长岭县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可开发面积 （ｋｍ２）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１１

２ 腰坨子光伏 东岭乡、长岭镇 ２６０ １１９

３ 头段村光伏 （吉林油田） 腰坨子乡 １４ １０

４ 六家子光伏 腰坨子乡 １１ ６

５ 朝阳光伏 （吉林油田） 东岭乡 １１ １０

容量小计 １５６

图２７　长岭县光伏项目规划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长岭县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长岭

县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６００１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３°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９３３—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４７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４４小时。

乾安县光伏规划。乾安县已建成光伏容量６万千瓦，核准在

建光伏项目容量约１０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１００４万千

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图２８　乾安县光伏项目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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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　乾安县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可开发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６
２ 中电建光储氢鱼光互补项目 （在建） 道字乡 ２０ ５
３ 恒阳平价鱼光互补项目 （在建） 道字乡 ２０ ５
４ 网新平价光伏项目 （在建） 安字镇 ２９ １
５ 华电福新鱼光互补项目 （在建） 安字镇 ２９ １
６ 附阳光伏 水字镇 ７５ ２７
７ 藏字光伏 让字镇 １３５ ４２
８ 从字井光伏 大布苏镇 １４ ５
９ 犹字井光伏 所字镇 ４３ １１
１０ 改字光伏 大布苏镇 ３４ １１
１１ 良字井光伏 道字乡 ４９ ２０
１２ 竖字井光伏 所字镇 ０９ ４
１３ 八队字屯光伏 道字乡 ３ １１
１４ 灵字井光伏 所字镇 １４ ５

１５ 陶字光伏
乾安镇、让字

镇、赞字乡 １６３ ３６

１６ 周字光伏 水字镇 ３２ １２
１７ 得字光伏 大布苏镇 ３８ １６
１８ 草字光伏 道字乡 ２７ ７５
１９ 推字光伏 让字镇 １１ ３３
２０ 转字营光伏 严字乡 ５８ １８
２１ 丝字光伏 安字镇 ６ １８
２２ 位字井光伏 让字镇 ０９ ４
２３ 万字井光伏 （远期） 大布苏镇 ９ ２５
２４ 花敖泡光伏 （远期） 道字乡、水字镇 ６３ １９５
２５ 菜字井光伏 （远期） 道字乡 ７ ２２
２６ 小锤字光伏 （远期） 道字乡 １５５ ５０
２７ 大布苏光伏 （远期） 大布苏镇、所字镇 ６８ ２１７
２８ 迩字井光伏 （远期） 让字镇 ３４ １０９
２９ 灵字泡光伏 （远期） 所字镇 ６５ ２０

容量小计 １００４

注：远期规划光伏区域涉及争议生态红线敏感区，暂按可开发建设光伏考虑，需结合后续生
态红线实际调整情况合理调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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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乾安县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乾安

县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３８７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５°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５３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５０小时。

扶余市光伏规划。扶余市暂无已建成光伏电站，暂无核准在

建光伏项目，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为１１０万千瓦。详见如下图表

所示。

表２４　扶余市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可开发面积 （ｋｍ２）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三骏光伏 三骏乡 ３０ ５０

２ 长春岭光伏 长春岭镇 ９ ２０

３ 万发光伏 新万发镇 ８ １０

４ 苗盛光伏 三骏乡 ５ １０

５ 新图光伏 大林子镇 ３ １０

６ 七里光伏 三井子镇 ５ １０

容量小计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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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９　扶余市光伏项目规划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扶余市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扶余

市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２０３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４°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５０７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２１小时。

双辽市光伏规划。双辽市已建成光伏容量２６５万千瓦，核

准在建光伏容量４５万千瓦，规划光伏开发总容量１１３５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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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详见如下图表所示。

表２５　双辽市规划光伏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涉及乡镇 占地面积 （ｋｍ２） 规划容量 （万千瓦）

１ 已建光伏项目 ２６５

２ 在建光伏项目 ４５

３ 井岗子风电场扩建光伏 那木斯乡 ３９ ３０

４ 那木乡光伏发电 那木乡 ３１ ５２５

小计 １１３５

图３０　双辽市光伏规划项目分布图

利用太阳能资源数据库模拟资料对双辽市规划光伏项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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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光资源分析，光伏项目均按照固定倾角安装方式考虑，双辽

市代表点多年平均水平总辐射强度为５２１５兆焦／平方米，光伏板

采用朝南，与地面倾角为４２°安装，光伏电站系统效率按照８１％

考虑，项目首年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４３２小时，运营期２５年内

按照光伏组件首年衰减２％，其后每年衰减０４５％考虑，光伏电

站２５年平均等效满发电小时数为１３５０小时。

第三节　同步推进电网接纳配套

加强吉林西部能源基地规划、电力规划、电网规划的有效衔

接。积极对接国家电网及其他有关部门，尽快推进并充分利用现

有鲁固直流特高压输电通道。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国家重大战

略、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优化电网结构，探索网源协调

的发展模式，构建各级电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目标网架，初

步建成坚强智能的一流现代电网，显著提升供电保障能力和信息

化水平，高效服务能源互联网建设。通过完善５００千伏电网主网

架，优化２２０千伏电网结构，提高吉林西部地区风电、光伏电源

汇集能力，满足电源送出需求，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 “吉电南送”配套新能源送出做好强有力支撑。结合吉林西部

能源基地发展目标，在吉林西部地区同步推进５００千伏变电站新

增布点工作，同步开展２２０千伏变电站和电网的优化和扩建工

程。

第四节　合理安排重点工作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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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规划风电场及光伏电站资源情况、建设条件、接入条

件等多项因素，本着 “资源条件好”和 “建设条件便利”的项目

优先建设原则，对各规划风电场及光伏电站进行开发时序安排。

如下表如示。

—６４３—



书书书

表２６　规划风电项目开发时序表
单位：万千瓦

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洮北区

镇赉县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３９ ３９

太平山风电场 １０ １０

岭下风电场 １５ １０ ２５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４０ ４０

吉电架其风电 １０ １０

洋沙风电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建平风电 ２０ ２０ １５ ５５

龙岗风电 ５ ５ ５ ５ ２０

黑鱼泡风电 １０ １０ ２０

坦途风电 １５ ２０ ３５

哈吐气风电 １０ １０ １５ ３５

嘎什根风电 ２０ ２５ ４５

四方坨子风电 ２０ １５ ３５

五棵树风电 １５ １０ １０ ３５

镇赉风电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７４

３９０

５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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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通榆县

洮南市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１４６５ １４６５

水发风电５０万 ５０ ５０

华能平价风电 ３０ ３０

开通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２４ ６４

新华风电项目 ５ １５ ２０ ４０

兴隆山风电项目 １５ ２５ ４０

双岗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４０ ３０ ２５ １９５

八面风电项目 ３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３３ １２３

十花道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６０

新兴风电项目 ３０ ２０ ５０

边昭风电项目 ４０ ２０ ６０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６３５ ６３５

胡力吐风电项目 ２５ ２５

那金风电项目 ２０ １５ ３５

万宝风电项目 ３０ ２３５ ５３５

野马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５０

瓦房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５ ２０ ４５

聚宝风电项目 ２０ ３５ ５５

８５８５

６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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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大安市

蛟流河风电项目 ２０ ３０ ５０

大通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５ ７０５

福顺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５０

呼和车力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５ ４５

二龙风电场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

民治风电场 ４０ ４０

永茂风电场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５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１０３ １０３

山东华能５０万 ５０ ５０

华润风电 １０ １０

中电大岗子风电 １０ １０

两家子风电场 １０ １０

光锋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５ ２５

长源风电项目 １５ １５

庆学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３０ ９０

民权风电项目 ５ ５ １０ １５ １５ ５０

富新风电项目 ５ ４５ ５０

富胜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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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宁江区

前郭县

万发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６０

同兴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７０

联合风电项目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１８８ １００

姜家风电项目 ３０ ３０

马家窝堡风电项目 ３０ ３０

庆安风电项目 ２５ ２５

长胜风电项目 ２０ ２０ ２０ ６０

永建风电项目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４ ７４

新丰风电项目 ４９５ ２０ ２０ １９０５ ６４

苗泉高堡风电项目 ５ ５ １０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０ ０

土木风电场（吉林油田） ５ ５ ５ １５

二道河子风电场 ５ １０ ２０ ３５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１３ １３

中能建查干湖一期 ５ ５

查干花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１５ ７５

乌兰风电场 ２５ ２５ ２５ ７５

昂格风电场（吉林油田） ２５ ３０ １０ １０ ７５

５０

５８７

—０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长岭县

东三家子风电场 ２５ ２５ ３０ ３４ １１４

日嘎斯风电场 ２０ ２０ ４０

大德风电场（吉林油田） ２０ ３０ ５０

新庄风电场 ２０ ２５ ４５

七棵树风电场 １５ １５

三义风电场 １５ １５

新戎风电场 １５ １０ ２０ ２０ ６５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６０ ６０

山东绿能５０万风电场 ５０ ５０

长润长岭龙凤湖风电 ２０ ３０ ３０ ８０

北正风电场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太平川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大兴风电场（吉林油田） ５５ ３０ ４０ ４０ １６５

新安风电场 １０ ４０ ２４ ７４

三青山风电场 ２０ ２０ １０ ５０

太平山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４８

９２７

—１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乾安县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３０ ３０

山东发展投资５００ＭＷ
风电项目 ５０ ５０

吉林名门乾安县水字
风电场 １０ １０

网新圣字风场风电场 １０ １０

国华能源腾字风电场 １５ １５

乾安融智风力发电
扶贫示范项目 ５ １５ ２０

西字风电场 ２０ ２０

辞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５ １０ ２５

转字营风电场 ２８ ２８

灵字风电场 ５ ５

草字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小从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０ １０

端字风电场 ７ ７

从字井风电场
（吉林油田） １０ １０

２７０

—２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扶余市

双辽市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２０ ２０

三骏风电场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７０

五井子风电场 １０ １５ ２５

增盛风电场 ２０ ２０ ２７ ６７

新站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２０

弓棚子风电场 ８ ８ １６

蔡家沟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石人沟风电场 ３０ ４０ ７０

肖家风电场 １５ ２０ ３５

南平风电场 １０ １３ ２３

七家子风电场 ４０ ４０

繁荣风电场 ２５ ２５ ５０

已建风电场（２０２０年末） ４４ ４４

莲花山风电场 ５ ５ １０

二龙山风电场 ５ ５

秀水风电场 １０ １０

百伦风电场 ５ ５ １０

井岗子风电扩建 ５ ５ ５ １５

４６６

２２９

—３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风电场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风电总容量

风电装
机容量
小计

风电装
机合计

茂林风电场 １０ １０

桂花风电场 １５ １５

金山风电场 １０ １５ ２５

卧虎镇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２０

双山镇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２０

大富风电场 １０ １０ ２０

一马树风电场 １０ １０

西辽河风电场 １５ １５

白城市小计 ３９２ ３６６１５ ２２０ ２８５ ２９９ ２９８ ２１８５ ２２５ ２４３３５ ２１０ １９９ ２９５６

松原市小计 １２３ １６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３９ ２５３ ２６５ ２５２ ２１３ １９０ ２３００

双辽市小计 ４４ ２５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２９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汇总 ５５９ ５５６１５ ４３０ ５００ ５１４ ５４７ ４９１５ ５１５ ５１５３５ ４４８ ４０９ ５４８５

—４５３—



表２７　规划光伏电站开发时序表
单位：万千瓦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洮北区

镇赉县

通榆县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１０ １０

镇南光伏１号场区 １０ ４０ ４２５ ９２５

镇南光伏２号场区 ４０ ３２５ ７２５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４５ ４５

大龙光伏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前六家光伏 ３０ ３０ ６０

二龙涛光伏 ２５ ２５ ５０

建平光伏 ４０ ４０ ２５ １０５

乌拉草光伏 ４０ ４０ ８０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３７５ ３７５

在建光伏（２０２１年） ５ ５

开通光伏项目 ４０ ４５ ８５

三家子光伏项目 ２５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６２５

十花道光伏项目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２０

１７５

３７０

４１０

３６１３５

—５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洮南市

大安市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５３ ５３

在建光伏（２０２１年） １５ １５

永茂光伏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００

安定光伏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５０

黑水光伏 １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３２

大通光伏 ２０ ２０ ２０ ６０

福顺光伏 ２０ ３０ ５０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３８ ３８

大安乡村振兴光伏 ４５ ４５

于家洼子光伏项目 ７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６２５

长和光伏项目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７０

巩固光伏项目 ３０ ３５ ６５

后榆树光伏项目 ４０ ４０

太平光伏项目 ２０ ３０ ３０ ８０

龙沼光伏项目 ２０ ３０ ２５ ７５

五盛堂光伏项目 ３０ ３０

袁家窝棚光伏项目 ２０ ２０

５６０

４８５

—６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宁江区

前郭县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０ ０

宁江新能源乡村振兴
光伏项目（在建） １６ １６

溪浪河光伏 ２ ２ ３ ７

双屯子光伏（吉林油田） １ １

代家洼子光伏 １０ １０

敖家伙洛光伏 １０ １０

江边光伏 １０ １０ １０４ ３０４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１２５ １２５

杨家围子光伏 １０ １０ ２０

统领光伏 ７５ ７５

红卫光伏 ２０ ２０

乌兰花光伏（吉林油田） ２９ ２９

东瓦房光伏 １５ １５

张家围子光伏 １３ １５ ２８

腰五井子光伏 ５ ４ ９

新戎光伏 ５ １０ １５

米古光伏 ７ ７

重心光伏 ７ ７

６０

１７０

—７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长岭县

乾安县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１１ １１

腰坨子光伏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９ １１９

头段村光伏（吉林油田） １０ １０

六家子光伏 ６ ６

朝阳光伏（吉林油田） １０ １０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６ ６

中电建光储氢鱼光互补
项目（在建） ５ ５

恒阳平价鱼光互补项目
（在建） ５ ５

网新平价光伏项目
（在建） １ １

华电福新鱼光互补项目
（在建） １ １

附阳光伏 ２０ ７ ２７

藏字光伏 ２５ １７ ４２

从字井光伏 ５ ５

犹字井光伏 １１ １１

改字光伏 １１ １１

良字井光伏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５６

１００４

—８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竖字井光伏 ４ ４

八队字屯光伏 １１ １１

灵字井光伏 ５ ５

陶字光伏 １０ １０ １６ ３６

周字光伏 ４ ８ １２

得字光伏 １６ １６

草字光伏 ５ ２０ ２５ ２５ ７５

推字光伏 ３３ ３３

转字营光伏 ８ １０ １８

丝字光伏 １８ １８

位字井光伏 ４ ４

万字井光伏（远期） ２５ ２５

花敖泡光伏（远期）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５ １９５

菜字井光伏（远期） １０ １２ ２２

小锤字光伏（远期） ２５ ２５ ５０

大布苏光伏（远期） ２７ ４０ ５０ １００ ２１７

迩字井光伏（远期） ９ ５０ ５０ １０９

灵字泡光伏（远期） ２０ ２０

—９５３—



所属
县／市／区 规划光伏 ２０２０年

已建
２０２１年
新增

２０２２年
新增

２０２３年
新增

２０２４年
新增

２０２５年
新增

２０２６年
新增

２０２７年
新增

２０２８年
新增

２０２９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
新增

２０３０年末
光伏总容量

光伏装机
容量小计

光伏装
机合计

扶余市

双辽市

三骏光伏 ２０ ３０ ５０

长春岭光伏 ２０ ２０

万发光伏 ５ ５ １０

苗盛光伏 １０ １０

新图光伏 １０ １０

七里光伏 １０ １０

已建光伏（２０２０年末） ２６５ ２６５

在建项目 ４５ ４５

井岗子风电场扩建光伏 １５ １５ ３０

那木乡光伏发电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２５ ５２５

１１０

１１３５

白城市小计 １８３５ ２４５ ６７５ １７０ １９２ ２５５ ２０２５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３５ ２２０ ２０００

松原市小计 ２９５ １３６ ５０ １３０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３３５ ２１４ ２２５ １９５ ２２５４ １５００

双辽市小计 ２６５ ４５ ０ １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３５

吉林西部能源基地汇总 ２３９５ ４２６ １１７５ ３１５ ３４９ ４０７ ３４６ ４３４ ４７５ ４４２５４４５４ ３６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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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局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明确职

责分工，细化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加强工作统筹，深化部

门间协同联动，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完善权责对等、监督评

估的能源规划实施机制。建立工作总台账，制定任务清单、责任

清单、措施清单和完成时限清单；将重点工作绘制成图表，挂图

作战，督导工作；建立责任机制、会商机制、对接机制、调度机

制等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落到位。

第二节　强化规划引导

突出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作用，加强能源规划与国土空间

规划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规划的衔接，各类项目落地实施应

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能源规划对能源发展的引导作

用，完善相应约束机制，重大能源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核准工作

应以能源规划为重要依据。建立能源规划动态评估机制，开展规

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加强能源项目库建设，实现重

大项目滚动实施、有效接续。

第三节　鼓励多元发展

加强电网建设，配套建设电源侧储能系统、利用火电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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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电、光伏项目在保障利用小时数范围内能并尽并，保障小时

数外的实行交易电价。实施 “风光火储一体化”，优先依托存量

煤电项目推动风光火储一体化发展，扩大新能源打捆规模。重点

开发 “源网荷储”项目，在松原、白城两市建设２个绿电园区，

吸引用电大户入驻，通过新能源配套电源、增量配电网，依靠大

电网调峰，以新能源直供和电力交易中心双边交易模式向园区供

电，形成用能政策洼地。对规划区域内的既有园区，鼓励使用新

能源电量，对使用新能源电量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第四节　完善政策机制

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能源领域，推进能源

投资主体多元化，创造良好的能源产业发展环境。积极引导创业

资本进入能源领域，作为能源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落实国家相

关财政、税收等政策。加强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推动能源

规划实施的合力。

第五节　推动技术进步

以 “能源” “智慧”为主线，以吉林西部产业项目为载体，

以综合利用为导向，通过产业互融、建管联动、创新协同等方

式，打造 “智慧能源示范基地”，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项目的

“规划＋技术＋平台＋场景＋产业＋进入”六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发挥吉林西部新能源产业优势，进行能源技术与产业创新集中应

用。加强监管平台建设，运用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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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手段，实现横向互联、纵向互通的全过程协同监管，提

高能源效率；建立信息技术网络平台，为新能源项目提供技术支

持，为企业及时提供技术信息查询、数据存储和分析、网上办公

和技术交流；建立新能源项目废弃物再利用和回收信息平台，满

足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第五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节　环境影响要素

规划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植被以盐碱地、荒草地、自然保留地

为主，部分区域有零星较矮的灌木。规划场址区域内有少量村

庄，错落分布，规划中已经考虑避让。主要环境影响是机组运行

产生的噪声、电磁辐射及光影闪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项目建设

及运行影响的环境要素包括大气、水、声、固体废物、人群健

康、生态环境、声环境，人群健康为主要环境要素。

第二节　环境影响分析

噪声影响。风力发电机组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来自于叶

片扫风产生的噪声和机组内部机械运转产生的噪声。在进行风电

机组布置时，机组与附近声环境敏感点应有适当的防护距离，或

采取降噪等保护措施，确保项目满足声环境功能区划，使附近居

民点 声 环 境 敏 感 点 的 声 环 境 质 量 满 足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中相应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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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影响。运行期光伏方阵会有一定的光反射，光伏方阵

与居民区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对附近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生态影响。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开挖、回填、道路修建等施工

活动，使得施工占地范围内大部分原生地貌发生改变、地表植被

受到破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增水土流失问题。由于工程施工

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过采取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后，可减少

新增水土流失量。总体来说，新能源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较小。

动植物影响。除永久占地外，施工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将

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因此，工程施工对当地植物的多样性影响不

大。

人体健康影响。人群健康产生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运行期的电

磁辐射。运行期场内机组会产生一定能量的电磁辐射。通过国内

已建风电场５００ｍ左右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已运行的风电

场对居民区的无线电、电视等电器设备没有影响。因此，为避免

电磁辐射对环境的影响，应将风机布置在离居民点５００ｍ以外的

位置。

第三节　环境保护措施

噪声环境影响。风电机组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源于叶片

扫风产生的噪声和机组内部的机械运转噪声。风电机运行噪声的

源强约在９３ｄＢ （Ａ）～１０２ｄＢ （Ａ）之间，由于每个风电机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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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较远，可视为一个点声源，因此根据点声源距离衰减公式和多

声源叠加公式对营运期噪声影 响 估 算，距 风 机３００ｍ外 可 低 于

４５ｄＢ，与 环 境 的 背 景 噪 声 值 叠 加 （按 昼 间５０ｄＢ、夜 间４０ｄＢ

计），风电场项目距离风机３００ｍ外，昼、夜间噪声可满足 《声

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中１类标准。

废水治理环境影响。新能源项目升压站污水量一般较少，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附近农民清掏作为肥料施入农田或用

于周边绿化，不外排。

工频电磁场环境影响。新能源项目运营期的工频电磁场主要

产生于高压变电设备中的主变压器和配电装置。规划项目建设场

址地处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带，场区附近没有居民居住区。规划项

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工频电磁场对当地居民、无线电和电视等电

器设备不会产生影响。

危废环境影响。新能源项目变压器绝缘和冷却需要采用油浸

式，变压器外壳内装有大量变压器油。一般来说只有当发生事故

时才会造成油污染，针对于此站内设事故油池，变压器四周设排

油槽，排油槽与事故油池相连，以防止事故漏油时对周边环境带

来影响。废变压器油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及处置。

固废治理及环境影响。规划项目运营期风电场工作人员的生

活垃圾设垃圾箱收集，由专人定期清运。

自然景观环境影响。规划的新能源项目在建筑、支架及设备

等色调上，与周围环境色调保持协调自然，建筑造型上尽量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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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好看，风机的排列尽量做到整齐。大范围的风机机群矗立在

地上，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硅板映射的清洁能源风光景象与

周围环境完美融合。新能源项目建成后不会给景观带来不良影

响。

第四节　环境保护效益

规划地区风能、太阳能具有良好的利用价值，同时利用不易

于农作物及植被生长的盐碱地，在建设风电、光伏电站的同时，

兼顾采取易于改善生态环境植物措施。风能、太阳能是可再生能

源，大量利用可极大减少一次能源 （如煤、石油、天然气）的利

用，从而减少了因开发一次能源而造成的污染物排放、毁坏植

被、影响海洋生态等环境问题。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

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在提供新的电源的同时，不产

生烟尘、二氧化硫、温室气体、废水等污染物，不会因开采造成

自然界不可恢复的破坏，具有非常突出的环境效益。风电、光伏

电站建成后，同燃煤电站采取相应环保治理措施后相比，每年可

为国家节约可观的煤源，每年可减少多种有害气体和废渣排放。

风电、光伏发电是清洁能源，对缓解当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

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章　规划依据

编制本次 《吉林省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发展规划》的基

本依据包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技术标准及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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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市风电、光伏开发规划报告》、《白城市风电发展规划》、《双

辽市能源利用规划》，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资料等。

第一节　法律法规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１０ 《风景名胜区条例》

１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风电前期工作有关要求的

通知》（发改办能源 〔２００４〕２９号）

１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风电场工程前期工作

有关规定的通知》（发改办能源 〔２００５〕８９９号）

第二节　规程规范

１ 《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办法》

２ 《风电场场址选择技术规定》

３ 《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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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全国风能资源评价技术规定》

第三节　技术标准

１ 《风 电 场 工 程 风 能 资 源 测 量 与 评 估 技 术 规 范》 （ＮＢ!

Ｔ３１１４７－２０１８）

２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ＧＢ!Ｔ３７５２６－２０１９）

第四节　相关资料

本次吉林西部能源基地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收集并参考

了如下相关资料：

１各市、县 （市、区）内已建、在建、已核准 （备案）待

建的风电、光伏项目信息；

２各市、县 （市、区）内土地利用现状图、基本农田范围

图、生态红线范围图等资料；

３各市、县 （市、区）内国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年

降雨量４００毫米以下区域的有林地、天然乔木林 （竹林）以及其

他经与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人员沟通禁止建设风电、光伏项目的

林地资料等。

４各市、县 （市、区）基本草原资料；

５各市、县 （市、区）内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资料；

６各市、县 （市、区）内湿地资料；

７各市、县 （市、区）内航空限制开发区域资料。

—８６３—



第五节　要点说明

１根据各市、县 （市、区）自然资源及林草等相关部门提

供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生态保护红线图、基本农田保护图、国家

公益林保护图、林地管理相关数据、湿地保护图、自然保护区

图，结合各市、县 （市、区）发展改革部门提供的已建、在建项

目范围等资料和数据进行本次规划。

２本规划初步按照单机容量５ＭＷ 进行风电场规划，参考

《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编制规程》（ＮＢ／Ｔ３１０９８－２０１６），针对吉

林省西部地势平坦、地势简单的场址建设条件，规划过程中暂按

照５ＭＷ／ｋｍ２ 的参考指标估算风电场装机容量。

３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在考虑基本农田、生态红线、禁

用林地等限制因素后，剩余的大块连片 （大于１平方公里）土地

优先规划光伏项目，按照每１２平方公里可建设５０ＭＷｐ光伏容

量进行规划。

４本次规划过程中，除了个别场地有特殊说明外，其他项

目暂不考虑风光同场建设。待后续风电建设完成后再进一步调

研，结合风电建设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光伏建设规划。

５基本草原作为县级保护地范围，暂按县域范围内调规处

理，暂不避让。对于在规划场址范围内项目实施时无法避让且必

须占用的基本草原和天然牧草地，应按国家林草局印发的 《草原

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林草规 〔２０２０〕２号）要求，上报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使用，并主动保持基本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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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补平衡。

６本规划中暂不考虑盐碱地土地治理对新能源项目建设的

影响。

７风资 源、光 资 源 条 件 情 况 明 确，且 资 源 条 件 相 对 优 越，

工程建设条件简单，环境影响程度小，无其他制约因素的项目优

先开发。

８地方建设积极性高，有利于推动风电、光伏项目建设良

性运行机制的县 （市、区）优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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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十二

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深化重点

区域和重点领域合作。２０１８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构建 “一主

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把推动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作为我

省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长吉图规划实施、加快实现

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举措，并由省政府印发了

《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及其配套支

持政策。为进一步推进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进程，优化全省

生产力布局，２０２１年７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将 “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对推动

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新任务。

为推进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

设，提升中部城市群整体实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

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特调整提升一体化规划，作为

指导和推进今后一个时期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行动纲领和

重要依据。

本规划 范 围 包 括 长 春、吉 林 两 市 全 域，规 划 期 为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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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２０１８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全力实施 “一主六双”产业空

间布局，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

积极成效，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产业融合进一步深化，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协同发展领域不断拓展，两市人民对一体化发

展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推动长春吉林一体化向纵深发

展，构建长吉 “新双极”格局，打造长吉大都市区，加快长春现

代化都市圈建设，积极培育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动能，根

据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

对原 《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进行调

整提升。

第一节　重要意义

有利于构建吉林省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长春吉林一体

化协同发展，把城镇群建设作为推进全省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的主要形态和重要抓手，能够进一步优化长吉两市生产

力布局，加快提升我省中部城市群整体实力；能够进一步增强优

势区域经济增长核心能力，推动全省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能够

更好地发挥长吉两市在全省区域格局中的纽带作用和辐射带动功

能，提升全省协调发展水平和经济综合实力。

有利于培育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动能。推动长春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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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协同发展，全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重要增长

极，能够加快破除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

形成振兴发展的体制机制构架；能够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能够为东

北地区一体化发展提供新模式，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

有利于打造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新引擎。推动长春吉林一体

化协同发展，全力建设东北亚区域的资源要素集聚高地、产业和

科技创新高地、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国际商务服务基地，能够巩

固提升长春、吉林两市作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哈长城市群

的腹地支撑作用，强化承东启西、联接南北的枢纽功能，融入共

建 “一带一路”，推动开放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

第二节　发展基础

经济综合实力突出。长春、吉林两市是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引擎，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全省三大支柱产业主要分

布在区域内，新能源汽车、轨道客车、生物医药、卫星及通用航

空、数据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加快形成万

亿级中部城市群的基础优势。

城镇体系日趋完善。长春、吉林两市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

城镇化区域，县城 （区）和建制镇分布密集，初步形成了主城区

主导、特色城镇支撑的新型城镇体系。区域内交通、水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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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布局合理，建设水平较高，承接能力较

强，人民生活联系密切，具备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社会人文基础。

开放区位优势明显。长春、吉林两市是我国图们江地区合作

开发的直接腹地，是我国图们江大通道和哈沈通道的交汇区域，

北连哈大齐工业走廊，南通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区，向东可利用俄罗斯等港口构建联结日本、韩国乃至北美的海

上大通道，向西可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形成直接通往欧洲的陆路

国际运输大通道，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辐射东北、面向东

北亚的区位优势。

创新资源要素丰富。长春、吉林两市科技创新资源和人力资

源集聚优势明显，区域每年有近１５万大学毕业生，拥有高等院

校４０家，独立科研机构超过１００家，开放平台载体众多，创新

创业环境持续改善，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水平加快提升，高端

创新资源要素加速集聚。

生态宜居环境优良。长春、吉林两市位于长白山地向松嫩平

原过渡地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半湿润区，四季分明，水

系发达，森林繁茂，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适宜人居的气候特征

和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节　机遇挑战

发展机遇。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进入重塑时

期。东北亚地区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不断成熟，城市间合作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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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更为广泛。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将迎来新机遇。这些将为长

春、吉林两市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增强区域综合实力、提升国际

化水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环境看，《东北全面振兴

“十四五”实施方案》获批，推进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被纳

入打造引领经济发展区域动力源的重要举措。地区间对口合作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从省

内环境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持续深入实施，哈长城市

群建设进程加快，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决策部署，将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调整提升为我省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事项。

面临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亟需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我省内部看，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进程有待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有待提高。从区域内部看，长春、吉林两市

集聚效应较弱，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区域间中小城镇发展较慢；

基础设施布局需加紧完善；产业分工与创新协作需进一步衔接；

生态系统建设、区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等问题亟需解决；社会民生

领域合作、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综合判断，长春、吉林两市具备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发展优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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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空间巨大。

第二章　总体思路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着力推动长春、吉林两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领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全面落实规划同筹、

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功能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

线、环境同治，坚持共建、共促、共享，不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

力，将长吉大都市区打造成为重要增长极、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核心

区域。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

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中的

引导作用。积极推进政府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规划引

导，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平台建设，营造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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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坚持协同联动、融合发展的理念，充

分挖掘两市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两市互补领域，大胆创新协同发

展模式，全面推进协同发展，快速壮大经济体量，提升区域整体

竞争力。

突出特色，重点突破。加强统筹规划，系统布局，突出两市

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领域

重点环节，加快整合资源，推动率先突破，形成以点带面的一体

化协同发展局面。

以人为本，共享发展。以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根本出

发点，围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

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让长春、

吉林两市广大群众在一体化协同发展过程中享有更多的红利和实

惠。

第三节　战略定位

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重要增长极。充分依托老工业基地

产业基础优势，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加快打造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世界级企业和知名品

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产业基地，成为引领东北地

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商贸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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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宜居宜业的有利优势，建立完善一体化协同发展体制

机制，推动两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等领域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

体化新格局。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充分发挥区域天然的生态环境优

势，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协同打造生态修

复和环境改善的先行区，率先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群。

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核心区域。充分发挥东北亚地理中

心区位优势，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强化承东启西、联接

南北的枢纽功能，全面夯实开发开放基础，打造国际知名的优质

生活圈、东北亚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第四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区

域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创新能力有

所提高，产业分工协作取得新突破，经济融合发展程度不断深

入，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稳步提

升，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间布局不断完善，产业层次不断提

升，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创新能力有所提高，初步形成以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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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布局不断完善，交通、能源、

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实现互联互通。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水环境和空气污染治理成效明显，联防联治新格局基本形

成，绿色优质生活圈初步建成。

公共服务全面提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体育等领域资

源共建共享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保障、就业、人才等领域服务基

本实现一体化。市场同体、治安联动、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防灾

减灾和应急管理等一体化协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协同发展软环境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到２０３０年，长春吉林一体化区域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迈上新台阶，经济社会全面融合发展；形成布局合理、结构

科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引领程度大幅提高；交通、能

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全面升级改造；生态环境实现根

本性好转，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成效；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水平大幅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

健全的一体化社会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第三章　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板块

统筹谋划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空间布局，明确都市区承

载功能、城镇节点定位和发展方向，统筹推进生态、农业、城镇

空间协调发展，推动长春、吉林两市建设成为层次分明、分工合

理、文明和谐的现代化都市圈核心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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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

按照 “功能互补、区 域 联 动、节 点 支 撑、网 络 发 展”的 思

路，着力打造 “一区、双极、三带、四节点、若干功能区”的空

间发展布局。

一区。发挥长春、吉林城市化水平高、经济体量大、产业体

系互补等优势，加快长吉大都市区建设，全面提升区域内资源环

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承载功能，打造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

双极。加强资源整合，强化融合发展和错位发展，在产业发展

协同、基础设施协同、公共服务协同、生态治理协同和社会管理协

同方面，唱好 “双城记”，打造一体化协同发展 “新双极”格局。

三带。依托长春、吉林两市间的交通通道，突出优势，发展

特色，加快长吉北部现代经济产业带、长吉中部绿色休闲与现代

农业产业带和长吉南部生态旅游产业带建设，打造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创新经济走廊。

专栏１　三带

长吉北部现代经济产业带。依托长吉北线公路、铁路，重 点 推 动 长 春 新 区、中 韩 （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高新北区、吉林化
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以及重点城镇区域壮大产业规模，促进先进装备制造、医药健康、
新材料、精细化工、现代农业、临空产业、温泉经济、中医药产业和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打
造长吉之间现代化经济产业带。

长吉中部绿色休闲与现代农业产业带。依托长吉南线，重点发展莲花山 生 态 旅 游 度 假
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和长吉接合片区乡村旅游温泉小镇、搜登站温泉和太平湿地等区
域，打造以绿色休闲和现代农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带。

长吉南部生态旅游产业带。依托长吉南部交通轴线，重点发展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双阳
神鹿峰风景旅游区、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北大湖冰雪旅游区、星星哨风景区、吊水壶风景旅
游区，打造以生态、冰雪旅游为主的休闲观光及商务服务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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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点。依托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生态禀赋，突出九台、

双阳、吉林 （中新）食品区、永吉 （口前）城镇节点功能定位，

强化产业特色和人口集聚，打造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

若干功能区。依托现有基础，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区位及产

业比较优势，沿长吉 “北、中、南”产业 带，以 发 展 先 进 制 造

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方向，建设分工明确、特色鲜明的

若干功能区，打造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

专栏２　若干功能区

长吉北部现代经济产业带
长春新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

高技术服务业、现代物流、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养老健康等现代服务业，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打造高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产业基地、临空
经济产业基地、健康养老产业基地，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成 为 外 向
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医药医
疗和健康服务业、农业和中药材产业、文化产业等领域，提升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加快陆海
空立体开放通道建设，着力构建产业、科技、贸易、人文、环保等多领域开放合作格局。

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四大主导产业，改造
提升品牌食品、装备制造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依托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长吉松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示范园区）、吉林保税物流中心，借助中俄大通道长吉珲铁路关键节
点、吉林市北部工业核心区等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性化工产业基地、碳纤维 产 业 基
地，打造长吉一体化枢纽新城。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重点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建成以跨境电子商务为特色，汇集商品进出口贸易、创新技术服务和高端加工制造业为一体
的辐射东北亚地区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推动综保区向国际物流、国际贸易、保税加工、保
税展销展示等多元化方向发展。

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加快打造东北地区高速、高铁、空港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构建以
航空运输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生命健康特色产业为引领的 “３＋Ｘ”开
放型临空产业体系。

吉林航空产业园。重点发展航空器制造维修及配套、通航运营、航空物流为主的通航全
产业链，建设国产飞机维修运营基地、新兴通用航空运营基地、吉林省重要的货运基地，逐
步构建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长春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以物流型、后台型、研发型、内脑型企业总部及旅游娱乐、
健康休闲养老为重点，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主题性商圈、健康产业、娱乐产业，打造长春东
部特色商务集聚区。

吉林高新北区。重点发展汽车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力电子、软件服务外包、医
药健康、先进装备制造、综合物流等重点产业，积极培育大文化、大旅游、大健康产业，统
筹规划商贸服务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承接主城区产业转移，打造吉林市新的城市副中心、
吉林科技创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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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工循环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合成材料、精细化工等产业，打造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

长吉中部绿色休闲与现代农业产业带
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围绕冰雪和避暑两大资源，以旅游产业为先导，构建 “大

生态、大健康、大文化、大休闲”产业格局，重点打造大健康和智慧智能两大支柱产业，着
力做好 “绿色生态、文化创意、旅游度假、体育休闲、科技创新、健康养生、金融服务、都
市农业”八大主导产业，实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全域旅游基础上，突 出 培 育 健 康、休
闲、智能智慧等特色支柱产业，将度假区打造成为东北亚区域性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吉林 （中新）食品区。重点发展食品、食品机械等 “食品＋”产业和医药、康养等大健
康产业，推进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大力发展高质量现代农业、高标准 “食品＋”工业产业集
群、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优质的生活服务业，全方位推进三产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
合发展，以食品区为核心高质量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加快
创建吉林国家级农业特区和综合保税区，打造世界级的安全食品生产示范区，建成享誉国际
的现代化田园城市。

长吉南部生态旅游产业带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发展商贸商务会展、科技研发孵化、旅游休闲、文

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打造成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区域总部经济基地
和旅游休闲胜地，推进建设低碳生态、宜居宜游的城市特色功能组团。

双阳神鹿峰风景旅游区。重点发展自然生态旅游及配套服务业，打造集山水、溶洞、冰
雪、乡村休闲等功能于一身的都市近郊旅游度假胜地。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以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避暑休闲旅游、体育运动拓展、基础设施
改造、生态环境治理五项工程为载体，着力打造以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 避 暑 休
闲、体育运动为辅助的全域全时型产业体系，在创建吉林市国家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上展现新作为，在探索冰雪经济促振兴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打造亚洲第一、国际一流
的滑雪旅游休闲度假区。

吉林松花湖风景旅游区。重点发展生态涵养、风景游览、文化游览、休闲度假、康体娱
乐、科研科普等现代旅游服务业态，打造成为生态环境优良、四季景观独 特、综 合 效 益 显
著，节能环保、低碳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休闲游憩基地和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第二节　提升重点城市联动功能

增强长春市引领能力。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

动都市圈从培育型向成熟型转变。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新兴产业为引领的功能完

善、配置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支持长春加快打造产业、创新、

文化、生态 “四个高地”，实现主导产业特色鲜明、集群集聚；

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 “两大基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扛

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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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工业强

市、农业强市、生态强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区域消费中心、文旅

创意中心建设。

提升吉林市城市能级。大力实施吉林市 “四六四五”发展战

略，明确旅游文化名城、现代产业基地、创新创业高地、生态宜

居城市 “四个定位”；发展旅游文化、精细化工、先进材料、装

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物 “六大产业集群”；建设中心

城市北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样板区、西部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区、中部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南部宜居宜游引领区 “四大板

块”；打造 “五个县域经济增长极”。

第三节　强化节点城镇支撑功能

充分发挥九台区、双阳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永吉县多

节点带动功能，提升多点发展、以城带乡、互动发展的纽带作

用，把节点地区作为吸纳农村人口就近转移和产业集聚的重要载

体，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九台节点。以九台工业集中区、卡伦湖街道等为重点，加快

推动产业集聚、要素集聚。依托长春新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等平台功

能，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经济外向度。推动交通先行和公共服务城

乡一体化。

双阳节点。以奢岭为龙头，主动融入长春国际影都板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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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长春净月高新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融合发展。以

鹿乡镇、双营乡、云山街道等为重点，加快特色产业集聚。推动

交通先行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吉林 （中新）食品区节点。依托吉林 （中新）食品区建设，

把岔路河镇建设成国际一流的安全健康食品城，打造成为东西连

接长吉、南北与九 （台）双 （阳）呼应的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发

展食品加工、食品包装、农业科技研发、现代物流、观光休闲等

产业。

永吉县节点。突出发展县城、经济开发区，打造口前—西阳

—双河镇工业发展带、口前—北大湖服务业发展带、一拉溪—万

昌现代农业发展带，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新材料，

协同推进农业、旅游业及物流业，全力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

第四节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突出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快推进长吉接合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建设，围绕国家赋予的五项试验任务，大力推进 “十大工程”

建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体制机制改革举

措。着力加强长吉城镇群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促进产业在区域

内集聚、链接与融合，以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发展，以产业链接促

进城市关联，以产业合理分布促进城镇空间优化布局，构建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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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为依托、产业为支撑、重要功能区为节点的多极化、网络状、

开放型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专栏３　重点乡镇 （街道）主要职能

新立城镇：以研发、教育和旅游配套为主的综合型城镇。
奢岭街道：以发展温泉度假、旅游购物、生态居住、文体休闲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综合

型城镇。
鹿乡镇：以发展梅花鹿全产业链为主的特色小镇。
山河街道：以发展自然生态旅游、乡村休闲游为主的生态旅游型城镇。
西新镇：以汽车零部件加工、汽车贸易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合心镇：以轨道客车、汽车零部件加工和先进机械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兰家镇：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和现代物流业为主的综合型城镇。
英俊镇：以商务办公、商业服务、高新技术、休闲度假、现代物流、文化交流为主的综

合型城镇。
其塔木镇：以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文化旅游为主的综合型城镇。
劝农山镇：以生态居住、文化休闲为主的旅游型城镇。
合隆镇：以农副产品加工、生物医药、机械加工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米沙子镇：以机械加工、冶金建材和生物医药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东湖街道：以临空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龙嘉街道：以农副产品加工和商贸服务业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土们岭街道：以能源电力、健康产业和生态旅游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桦皮厂镇：以地热温泉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的旅游康养型城镇。
左家镇：以北药研发、种植、加工及生物科技产业为主的生态科技型城镇。
搜登站镇：以旅游、种植、养殖、林、牧、渔为主的旅游型城镇。
乌拉街镇：以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农特种植为主的旅游型城镇。
一拉溪镇：以特色农业、温泉养生度假为主的休闲农业城镇。
西阳镇：以农产品加工和新型建材等为主的工业型城镇。
万昌镇：以绿色稻米加工、温泉旅游为主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型城镇。
大绥河镇：以发展冰雪产业、休闲农业和主题民宿为主的康养旅游型城镇。
岔路河镇：以优质水稻、鲜食玉米产业为基础，以 “棚膜经济带”和 “紫苏产业带”为

特色，以温泉康养度假为配套的城乡融合发展型示范城镇。
孤店子镇：以温泉养生度假、乡村休闲旅游、智慧生态农业为主的综合型城镇。
小白山乡：以特色农业、医疗康养、生态旅游、商贸物流和文化休闲等为主的现代服务

业综合型城镇。
前二道乡：以特色农业、生态休闲娱乐为主的休闲农业城镇

第五节　打造东北内陆开放高地

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以重点开放平台为载体，强化

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对接，共同打造东北内陆开放高地，推

动形成陆海联动、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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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设开放平台。支持长春新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吉林保税物流中心等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健全服务功能，构建

平台间错位、融合、协同发展格局。以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吉

林航空产业园等为核心，打造系列具有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对外开放合作新平台。建设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等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积极复制推

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熟经验，探索建立适合我省开放发展的经济

新体制。

共拓对外开放通道。加快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发展，做大做强

“长满欧”“长春—汉堡”等中欧班列，推动 “长珲欧”中欧班列

常态化运营。改善长春、吉林经珲春至俄罗斯的铁路及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畅通由长吉始发，经珲春、俄扎鲁比诺港至日韩等国

的陆海联运通道；开通由长春始发，经通化、丹东港至国内外的

陆海联运新通道；巩固长春至大连港、营口港陆海联运航线能

力。加强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际化交通枢纽和换乘中心，

继续开拓国际航线，延伸空港功能，建设进出口空地联运中转

点、配送中心和东北亚航空物流中心。推动二台子机场复航，大

力推动货运航线，丰富联通东北、辐射东北亚区域主要城市的航

线。

协同加强区域合作。充分发挥长春、吉林两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引领提升中部城市群整体实力，推动形成与延龙图前沿、珲

春窗口的联动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对口合作机制，加强与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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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温州市以及天津市国内对口省市合作。强化哈长城市群

核心支撑功能，全面加强与辽中南城市群合作，主动融入京津

冀、环渤海经济圈。加强面向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南部沿

海区域的招商引资和市场开拓，引导资金、技术转移，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打造面向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面向东北亚开放

的大都市区，积极承接韩国、日本先进技术和产业转移，加强与

俄罗斯、蒙古、朝鲜开展经贸及能源资源合作。

第四章　推动产业发展一体化

依托区域产业基础，选择有合作发展和融合发展潜力的产业

领域率先突破，推动区域间同类产业分工协作，强化区域间上下

游产业紧密衔接，促进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有序、错位发展、互

动融合的产业格局。

第一节　协同发展先进制造业

合力壮大优势产业。进一步增强汽车产业、轨道交通产业对

区域协同发展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一汽集团、中车长客等企业

核心带动能力，科学规划生产布局，强化行业内外协同创新，引

领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具有国内外竞争优势的汽车零部

件配套产业。共同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基地、轨道客车研发制造

基地。重点推进长春新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开发

区，强化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发展。搭建汽车、轨道客车产业联

合研发平台，增强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统筹优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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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发展布局，依托长春、吉林汽车整车生产，推动资源能力

整合，两市共同谋划建设检测检验、工业大数据、信息服务、公

共技术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技术服务支撑能力。

专栏４　优势产业重点项目

汽车产业。长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长春中德产业园、德国
大陆电子长春研发生产基地、长春 “红旗绿色智能小镇”、吉林万丰工业园等项目建设。一
汽大众Ｑ工厂、长春丰越ＲＡＶ４全新换型及工厂改造项目、迈腾Ｂ８Ｌ车型技术改造、一汽
丰田６ＺＲ发动机、吉林富奥紧固件整体搬迁等重点项目。

轨道客车。长春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长春高速动车车身综合检修基地、长客３５０公里
动车组制造平台、长客搬迁改造、上海坦达高铁座椅、长春路通轨道车辆配套、长客轨道客
车内饰件、长春先进装备制造园、长客ＣＲＨ３８０型动车组制造平台、高速动车组检修基地、
国家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项目。

推动供应链协同发展。以化工、新材料、生物化工为重点，

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和开放优势，高效整合各类资

源和要素，推动区域供应链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力争创供

应链示范城市。以吉化公司为核心，重点推进化工原料向下游终

端精细化工产品转变。加大汽车化工专用料、车用化学品等产业

融合重点产品的研发、产业化及下游应用推广力度，推进两市汽

车、化工产业协作对接。以企业集团和科研院所为重点，大力发

展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等产品，

打造国内一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与化学工

业的对接与协作，发挥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研发力量，

推动玉米和玉米秸秆等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淀粉树脂、化工醇、

生物基材料等生化产品进入长吉两市的精细化工和消费化工领

域，实现生物化工与化学工业的联动发展。

—９８３—



专栏５　供应链协同重点项目

化工产业。吉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吉神化工重组项目、瀚禹化工３６万吨／年二
萘酚、艾仕得年产１５８万吨高性能涂料项目。

新材料产业。吉林化纤２０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中国吉林 碳 纤 维 应 用 研 发 中 心、
博大东方可降解塑料及新材料产业园、新城碳纤维标准化厂房项目、中泽钼深加工特种合金
制品项目、吉恩镍业公司年产６万吨硫酸镍项目、聚醚醚酮产业链项目。

生物化工。杜邦生物酶制剂及纤维素乙醇加工等项目。

推动差异化分工协作。积极推进长春、吉林两市在医药产业

的差异化分工和协同化发展。以长春市生物医药为发展重点，依

托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亚泰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企业和平台

载体，大力发展基因工程类药物、生物中药、生化类药物、血液

制品、医疗诊断试剂。吉林市以化学药产业为重点，着力强化化

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基地的战略地位，加快发展化学原料药、

医药中间体、化学药品制剂，建设国内有竞争力的化学药产业基

地。

专栏６　差异化分工重点项目

生物药。长春百克疫苗生产基地、血液筛查试剂等项目。
重点园区。修正医药科技产业园、亚泰医药产业园、康乃尔生物医药产业园。

共同培育新兴产业发展。依托长春、吉林两市强大的研发优

势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协同培育和打造一批新兴产业发展策源

地、技术创新中心和特色产业集群。数字产业以建设东北亚区域

性数字经济高地为目标，以数字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核心，

推动长春、吉林两市联合创建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东北亚

区域性云计算服务中心、大数据资源中心、数据应用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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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集聚中心、大数据交易中心。依托骨干企业，开发一批

国内领先产品，重点推动与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等优势产业融

合发展，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光电信息产业

重点发展激光制造和加工产业、光显示及照明等产业，推进光刻

机、ＣＭＯＳ等产业化发展。卫星遥感产业重点依托长春航天信

息产业园、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两大产业园区，打造卫星遥感和

航天信息集成应用两大产业链。航空产业重点依托长春市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基础和吉林市国家级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试点，

有效利用中航工业、中航发工业驻地企业优势资源，推动建设通

用航空维修基地、发动机维修基地；推进通用飞机、无人机、机

场专用设备等通用航空装备产业化。

专栏７　新兴产业重点项目

数字产业。吉林省云数据中心、软通动力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 实 验 区、吉 林 创 新 科 技
城、全国矿山产业协同创新生态体系项目。

光电信息产业。吉林华微股份有限公司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长春光电和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园、先进功率器件封装基地项目，汽车电子、显示电子、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项目。

卫星遥感产业。长春航天信息产业园、吉林省星载一体化商业 卫 星、推 扫 成 像 遥 感 卫
星、视频成像遥感卫星、卫星遥感图像服务云平台项目。

航空产业。吉航民机维修基地。

第二节　协同提升现代服务业

协同打造现代物流体系。围绕构建 “大市场、大流通、大物

流”整体发展格局，加快完善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和重要物流节点

建设，构建以大型物流集散中心为统领，专业物流园区、区域分

拨中心和城乡配送网络为支撑的物流网络体系，将区域打造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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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东北亚区域的物流枢纽中心。加强长春、吉林两地间物流节

点建设，依托空港、陆港等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大型物流园区及

仓储配送中心。加快物流信息化建设，创新完善区域集疏运体

系、多式联运模式，积极发展第四方物流、冷链物流等物流业

态。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完善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吉

林保税物流中心等载体功能，强化与物流重点企业合作，共同打

造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试点城市。

专栏８　物流产业重点项目

长东北国际现代物流园、一汽大众汽车物流园、长春亚奇物流园、长春快递产业园、长
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中心、长春传化智能公路港、吉林长吉图综合物流园区、大众经济型轿
车物流园区、多式联运供应链项目、吉林市龙潭区工业物流基地、吉林 （中新）食品区冷链
仓储孵化基地、吉林市万能仓储物流基地项目。

合力提升区域金融服务支撑水平。发挥金融服务在协同发展

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着力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提升金融供给

能力和重大项目融资满足率，持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切

实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一体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力

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争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支持，扩大区域授

信额度，支持长春新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兴

隆综合保税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吉林 （中新）食品区等功能园区建设。协调国家开发银行等

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政策性优惠利率贷款投放力度，降低信贷融资

成本。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入新兴金融机构支持区域已

上市企业再融资和重组并购，引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多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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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加快发展债券融资，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丰富证券、期

货、资信评级、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体系。积极推动各保险机构

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鼓励保险资金以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

计划等方式支持区域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争取

国家在区域开展绿色债券、基础设施证券化等创新试点，重点为

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农业、旅游等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共创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充分发掘长春市文化底蕴基础和

吉林市生态风光特色，以生态旅游、冰雪旅游、避暑休闲、乡村

旅游、民俗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温泉康养等

旅游精品项目为重点，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共同精心设计打造区

域精品旅游线路。积极发展商务会展旅游，依托东博会、农博

会、汽博会、雕塑展、冰雪节、消夏节、电影节等品牌展会，共

同搭建域内外企业交流合作高端平台，积极承办大型国际会议，

着力塑造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依托重要节点城镇，大力

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推动旅游与农业、林业、水利融合发

展，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美丽休闲乡村。加快完善基础配

套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区域旅游集散功能和旅游服务保障能

力。联合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引领计划和服务承诺制度，建立

优质旅游服务商名录，推出优质旅游服务品牌。积极推动长吉区

域与省内外城市旅游市场加强合作，大力提升长吉旅游品牌的国

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合力建设国际重要旅游目的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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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９　旅游发展重点项目

长春万达影视文化街区、净月潭旅游景区综合服务体、国信奢岭乡村都市项目、莲花山
度假区环区轨道交通项目、天定山冰雪度假小镇项目、长春庙香山旅游综合服务体、红星美
凯龙 “梦吉林”、双阳神鹿峰旅游开发、双阳湖旅游开发、长春北湖湿地旅游综合服务体和
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北大湖中瑞冰雪小镇、北大湖地中海度假村 （二期）、御壶温泉国
际度假村、吉林北大湖青少年雪上运动训练基地、俄罗斯风情园、辽金非物质文化遗产、吉
林昌邑区桦皮厂温泉经济带综合开发、乌拉街—雾凇岛旅游区综合开发等项目。

第三节　协同发展现代农业

优化区域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提质增

效，巩固区域粮食生产基地，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在长吉北部现

代经济产业带，着力发展以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永吉县万昌

镇、吉林 （中新）食品区和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为重点的农产品

加工产业；在长吉南部绿色休闲与现代农业产业带，着力发展以

吉林 （中新）食品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庙香山休闲

农业旅游度假区、桦皮厂温泉健康产业带和搜登站温泉观光农业

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在长吉南部生态旅游产业带，着力发展以双

阳都市农业、丰满区果蔬农业产业园为重点的特色农业。

联合发展高水平现代农业。加强一体化区域农业布局的规划

协调、农业科技的交流合作，建立一批高科技农业基地、绿色优

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特色农业基地，共同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

培育地理标志区域公用品牌，统筹推进实施 “菜篮子工程”，加

强区域蔬菜基地和物业小区建设，进一步提高完善动物疫病防治

体系，强化无疫区运行管理；加强观光农业的合作，统一规划观

光农业产品，共同打造跨长春、吉林两市的温泉休闲—农业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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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共同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鼓励大型农产品开发公司、农业

龙头企业通过增资扩股、首发上市、收购兼并、品牌联盟等多种

形式做大做强，打造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国

内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形成一批相互配套、功能互

补、联系紧密、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集群，培育一批主导产业突

出、集聚效益明显、产业链条完整、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示范区。

积极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各类专业协会和农业经

纪人等中介组织，完善 “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

第四节　协同完善创新网络

协力提升创新能力。两市联合组织实施高企认定、投融资、

知识产权、科技政策等方面培训活动，大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素质。支持区域内高校协同推进 “高等学校创新

能力提升计划”，发挥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 “双一流”学

科作用，带动全域各类高校和科研机构学科建设水平、科研水平

的提升。支持区域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共享科研仪器设备、科技数

据资源，共建重点科研平台。鼓励吉林大学、中科院属研究所等

重点科研机构牵头，带领省内其他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争取国

家重大科学工程布局，共同建设大型科研基地和高技术园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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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长春、吉林两市各级高新区、开发区与两市高校、科研机构加

强合作，探索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探索组建大学科技园联盟，加

强域内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３个国家级大

学科技园和长春工业大学、吉林化工学院、北华大学等省级大学

科技园合作。

共建科技服务体系。突出以吉林省科技大市场、长春科技大

市场和其他国家级、省级科技服务机构为重点的中介服务体系建

设，建设好一批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以共建长吉图

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为突破口，大力发挥长春新区的核

心区作用，引导区域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跨区域开展多类型

科技服务。发挥省发明协会、省创新创业协会等组织作用，促进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与新型研发机构、骨干龙头企业之

间形成多方参与、跨地域运行的高效协同机制。

强化创新政策协同。建立跨区域的科技管理协调机制，强化

科技金融在创新支持政策体系的作用，支持长春科技金融服务中

心等吉林省科技金融示范基地跨市域布局服务网点，支持地方科

技金融机构在两市科技资源集聚区互设分支机构。加强两市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合作，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种子期、初创期和成

长期的科技企业。加快建立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探索知

识产权案件异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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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０　科技创新体系重点项目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及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型
中小企业入库企业、通过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吉林省企业Ｒ＆Ｄ投入引导计划等开
展研发及科技服务活动。

科技平台体系。省光电子、省化工新材料等重大科技创新基地，重点建设精细化学品、
玉米秸秆糖、蛋白质生物药等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重点建设汽车电子、碳纤维、光
电子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推动若干省级产业基地升级为国家级产业基地；加强国
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重点建设中俄科技园等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推动若干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吉林省科技大市场、长春科技大市场、吉林大学科
研院科技开发办公室、中科院长春技术转移中心等省级及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立科技
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依托吉林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吉林省发明协会、中外专利数据
库服务平台、长春技术产权交易中心、专利转化基地，以及若干家吉林省专利代理机构等建
立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科技政策咨询体系。依托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吉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以及区域内软
科学研究机构等建立政策咨询体系。

第五节　推动平台联动发展

推进功能平台互动发展。利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加大统

筹力度，形成资源、政策的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提

升平台整体功能和水平。依托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支持推

动长春新区与北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样板区协同 “对进式”发

展，共同打造长吉北部工业走廊核心区。推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

区与吉林市保税物流中心进一步完善健全服务功能，构建平台间

错位、融合、协同发展格局，提升区域开放能力和水平；推动长

春空港经济区与吉林航空产业园联动发展，共同打造具有区域特

色的临空经济区。探索建立长吉区域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以合

作带动区域联动发展。

强化平台城镇联动发展。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国家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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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省级开发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功能，积极与区域内重要节点

城镇开展对接合作，在产业统筹布局、区域创新协同、资源精准

配置、政策协同配合等方面深化联动发展模式，增强节点城镇集

聚功能。

第五章　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保障安全、协 同 发

展、设施先行的原则，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通互联、高效便捷、安全环保、保障充分

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布局。

第一节　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完善优化区域公路网络。以提升区域公路服务能力和水平，

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干支相连、衔接有效、覆盖广泛的公路网

络，强化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引领保障能力。加快建设九台至

双阳、农安至九台和双阳至伊通，以及敦化大浦柴河至磐石烟筒

山、烟筒山至长春项目，到２０２５年，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

全线开工建设，长吉图先导区第二条高速公路全线贯通，积极推

进伊通至公主岭至农安、长春 （龙嘉机场）至北大湖高速公路前

期工作，构建区域发展高速公路骨架网；加快推进国道珲阿线

（Ｇ３０２，长吉南 线）石 头 口 门 绕 越 线、吉 林 至 饮 马 河 等 项 目 建

设，实 现 长 吉 南 线 一 级 公 路 全 线 贯 通，尽 早 实 施 国 道 饶 盖 线

（Ｇ２２９）白旗松花江大桥、九台 （西营城）至长春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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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舒兰与九台间 “断头路”，强化长、吉两市联系，增强长春

龙嘉国际机场及临空经济区的辐射集聚能力；推进 “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支持长吉城乡融合发展结合片区交通运输发

展，推进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及较大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

提升铁路和航空设施支撑能力。加快建设吉林铁路枢纽西环

线项目、谋划吉林市至松花湖至北大湖铁路项目。启动长春龙嘉

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第二跑道、Ｔ３航站楼和疏港交通

系统，同时，结合长珲城际铁路龙嘉站改造、城市轨道交通９号

线等工程，统筹推进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二期工

程建设，推动将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打造成为东北亚国际航空港和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加快推进吉林二台子机场改扩建工程，以及

长春长德新区、蛟河、北大湖等通用机场项目前期工作。推动建

立对俄航空邮路，增加至欧洲货运航线航班。

提升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建立以快速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

系统为骨架的城市立体交通体系，加强中心城市与外围主要发展

节点的衔接，推动长春市与吉林市交通设施互联互通。长春市在

“一环两横三纵”现状基础上，按照规划逐步推进快速路体系和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推动城市交通设施向龙嘉机场、九台、

双阳等节点区域和重点城镇 （街道）延伸。吉林市打造 “一横一

环一联”城市快速路网结构，谋划推进市域轨道交通项目，推动

城市交通设施向永吉 （口前）、岔路河镇、左家镇等方向延伸。

增加郊线公共汽车线路和车次，推动区域有关公交线路向节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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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重点镇延伸，逐步推动两市公交网络对接。

专栏１１　实施交通运输一体化工程

完善高速网络。推进长春都市圈环线九台至双阳、农安至九台和双阳至伊通，延长高速
大浦柴河至烟筒山、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公路项目和国道珲阿线石头口门绕越线、吉林至饮
马河，谋划长春 （龙嘉机场）至北大湖高速公路，推进国道饶盖线 （Ｇ２２９）白旗松花江大
桥等普通国省干线项目建设。

提升铁路设施支撑能力。加快建设吉林铁路枢纽西环线项目、谋划吉林市至松花湖至北
大湖铁路项目。

航空 （机场）设施建设。启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第二跑道、Ｔ３航
站楼和疏港交通系统，推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交通枢纽。加快推进吉林二台子机场改扩建
工程，以及长春长德新区、蛟河、北大湖、桦甸、舒兰、磐石等通用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提升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建设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５号线、６号线、７号线、９号线等
三期工程项目。谋划推进吉林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提升长春市郊线公交对吉林市岔路河、
万昌、官厅等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吉林市有关公交线路向永吉、岔路河、孤店子、桦
皮厂、左家等方向延伸，逐步推动两市公交网络实现对接。

第二节　强化能源基础设施保障

完善一体化油气网络。加快推进油气输油管线建设，重点完

成吉化—龙嘉机场航油管线建设。以大幅度提高天然气管网覆盖

率、天然气气化率和工业用气量为目标，率先实现区域县级及以

上城市天然气管网与天然气主干网贯通、县城区域内管网贯通。

建设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梅河口—桦甸、吉林—延吉等天然气

管线及相关门站、分输站，启动长春双阳气顶天然气储气库前期

研究工作。建设和整合与城市燃气规模相应的ＬＮＧ合建站，为

管道敷设不到的城镇和车辆提供燃气和燃料。

加强电源建设。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统筹电源布局，稳定

发展水电，合理开发生物质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提

高电力保障能力。大力发展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重点推进吉林蛟

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结合国家政策，统筹考虑风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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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条件、用电负荷等情况，合理开发风光发电。以长春为重点

推进垃圾发电。在长春、吉林重点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推动长春、吉林等空气质量优良城市建设北方清洁

供暖城市。

构建一体化智能电网。以提高供电可靠性为目标，加快完善

区域５００千伏内外环网，构建坚强、稳固、完善的骨干网架结

构，增强承接各类型电源分区分层接入能力。强化省域骨干网架

工程，加快推进吉林双阳 （庆德）项目建设。完善市域骨干网架

工程，新建、扩建一批２２０千伏变电站。加快配电网改造工程，

重点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依托信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

技术，加快电网智能化建设和运营管理，提升区域电网输、变、

配、用电侧智能化水平，构建具备良好适应性、自愈性、安全

性、稳定性、灵活性，适应大规模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接入的一

体化智能电网。加大农村电网和配电网投资力度，提升并统一城

乡电网建设技术标准。积极推进各电压等级电网协调发展，完善

地区电网和重点城市电网。推广应用环保节能材料、节能减排技

术和设备，全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电网。积极推

进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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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２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

石油天然气管网建设。吉化—龙嘉机场航油管线建设、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梅河口—
桦甸、吉林—延吉天然气管线及相关门站、分输站，启动长春双阳气顶天然气储气库前期研
究工作。

电源建设。推进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吉林舒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以长春为重
点建设垃圾发电项目。在长春、吉林重点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结合国
家政策，统筹考虑风能资源、接入条件、用电负荷等情况，合理开发风光发电。

电网建设。推进吉林双阳 （庆德）项目建设。完善市域骨干网架工程，新建、扩建一批

２２０千伏变电站。加快配电网改造工程，重点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加快电网智能化
建设和运营管理，积极推进各电压等级电网协调发展。实施电动汽车充换电接入设施工程。

第三节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水资源开发利用一体化。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整合现

有供水格局，合理配置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雾开河等水资

源，统筹建立地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一体化格局，形成区域江库联

通、相互补给、灵活调度的多层次供水网络。积极推进长吉区域

重点地区和重要城市水源工程、水资源调配工程建设，续建中部

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因地制宜启动实施县级以上城市备用水

源工程建设。提高城镇和农村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解决城镇

和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推进供水管网一体化建设。

完善水利防灾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长春、吉林的城市防洪

体系，重点加强长春、吉林、九台、双阳、永吉 （口前）、岔路

河等节点城镇防洪工程建设，加快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等江

河堤防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加强乌拉街

镇、其塔木镇、齐家 镇、万 昌 镇 等 沿 江、沿 河、沿 湖 乡 镇 （街

道）水利防灾减灾建设。加强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开展双阳河、

—２０４—



鳌龙河、雾开河、团山河等中小河流堤防及护岸工程建设。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突出以灌区配套和更新改建为重点

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立高效利用的蓄、引、提、调相结合的

供水系统，洪、涝、碱、淤兼治的排水系统，实行渠、沟、田、

林、路综合治理，协同推进永舒榆和饮马河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进一步改善有效灌溉面积。结合农田水利

设施布局共建区域应急抗旱工程系统，积极推动旱田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建设，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

技术，积极推行农艺节水保墒技术。

专栏１３　水利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防洪工程。加强饮马河、伊通河等重要支流、温德河等中小河流治理。完成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重点建设永舒榆和饮马河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现代化改造工程。
水源及供水工程。续建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新开工建设永吉四间水库，加快推

进舒兰干棒河水库前期工作。

第四节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构建时空大数据云平台，提

升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加快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水

系、重要建筑等数字化重构，建设实时汇集城市信息的时空大数

据平台。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

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

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加强智能化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加快

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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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建立城建数据采集和决策平台。加快以数

字化技术改造或搭建高性能的信息网络基础传输平台、区域性电

子政务与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开放式多媒体综合服务平台、企业

信息管理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加快吉林一号星座组网，融合北

斗位置服务、重载荷智能物探技术、水声通信系统等大数据传感

及遥感数据采集体系，建设空天地海大数据共享平台，通过融合

发展改造提升现有地理空间信息平台。

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数据归集、传输、存储、处

理、应用等数据链各环节，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核心产品研发，

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高速、移动、安

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推进５Ｇ、千兆光纤网络

建设，统筹部署智能算力设施，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

积极探索新技术设施建设。推动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提升数据

存储与处理、大数据挖掘分析等能力。

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建立防泄漏防窃取的检测、控制、

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安全保障机制，提高对网络窃密泄密行为的实

时发现和有效处置能力。加强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等环

节的安全评估与保护，建立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和利用授

信机制。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健全互联网、电子商务、手机终端

等用户数据资源去隐私化保护利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

卖个人数据的行为。科学实施网络空间治理，防范和打击各类涉

网违法犯罪活动及网上暴力恐怖活动，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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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络安全检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及网络和信息突出安全事件

应急机制。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严格执行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制度，建立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要信息系统条块融合的

联动安全保障机制。

专栏１４　信息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智慧城市工程。构建基于５Ｇ的智慧交通通信网络试验平台。建设公共交通车联网系统
平台、地铁交通控制系统、地铁轻轨信息交换系统。构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 业 示 范
区，基于无线网络的农产品生产、物流、销售全产业链信息平台。

大数据平台。重点打造金融服务大数据平台、汽车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卫星遥感图像
服务云平台、空天地海大数据共享平台等。

“互联网＋”行动计划。打造网络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基于互联网的装备制造模拟仿真
平台、政府信息公开共享平台。

宽带网络强化工程。信息通信网络提速工程。实施城区重点区域千兆光 纤 接 入 建 设 工
程，农村重点区域百兆光纤接入建设工程、４Ｇ网络城乡覆盖工程、有线电视网络覆盖工程
等项目。争取在长春等地率先布局建设５Ｇ等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利用ＩＰＶ６、ＳＤＮ等
技术对现有宽带网络升级改造。

第六章　推动生态环保一体化

深入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统筹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努力提升区域生态承载能

力，保护好区域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共建共保、环境共治共管。

第一节　合力提升生态承载能力

建设大都市区生态林系和绿地系统。加快生态环保一体化。

统筹优化长吉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加强生态共建共保、环境共治

共管，提升区域生态承载能力。依托大黑山生态屏障带和双阳—

松花湖低山丘陵生态屏障带，构筑一体化区域森林绿肺。继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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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三北防护林”等重点造林工程以及天然林保护建设，共同完

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协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深入实施 “清水绿

带”工程，建设多层次立体绿地系统，实现山地丘陵区与水域平

原区生态系统空间交错分布与功能融合，发挥生态景观系统空间

与功能多样性，提高区域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合力共建文明和谐

宜居的大都市区。

共同打造大都市区河湖生态系统。围绕松花江、伊通河、饮

马河三条主要水系，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合理开发区域内河

流、水库和湖泊，建设集亲水景观、水岸生态、水质保护、防洪

排涝于一体的生态水系。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工程建设，提高水

资源、水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

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强化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及污染综合防治，全面消除国控断面劣Ⅴ类水体，严格保护

好松花湖、卡伦湖、大绥河水库、石头口门水库、星星哨水库、

新立城水库等各类湖泊水库和水源地。推动建立松花湖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开展地区间、流域间生态保护补偿收费。

联合保护大都市区湿地系统。采取退耕还湿、植被恢复、栖

息地恢复等措施，强化对自然湿地和重要人工湿地资源的保护。

推进松花江城区段生态缓冲带建设与修复、石头口门和新立城饮

用水水源地湿地等湿地恢复保护工程，健全湿地功能，打造湿地

产业，统筹建设城市周边生态湿地保护屏障。

第二节　共同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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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合制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开展大气环境质量联合检测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化重污染天

气协同应对。推动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加强工业企业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煤炭消费总量削减、散煤治理行动计划，

协同推进 “煤改气”、“煤改电”行动，加快推进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和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协同控制工业烟尘、粉尘、城

市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等空气污染物排放，加强扬尘管控、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等工作。严格新车和二手车的环保达标准入机

制，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加速淘汰高排放车辆。推动清洁

能源替代，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燃料，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建设光伏发电、秸秆资源化利用、温泉

开发等新能源项目。

携手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充分发挥长春、吉林两市主体责

任，加强两市沟通协调，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实现两市河流湖

泊无缝对接，持续改善水环境。重点完成新立城、石头口门等重

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对松花湖等重要河湖的源头和周边区

域实施严格保护，坚决取缔非法排污口和近岸污染源，在实行零

排放的基础上，实施整体生态移民，有效保障水环境安全。加强

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市区污水排水区域规划建设、地下水污染

治理。强化工业企业和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全收集、全处理和达

标排放。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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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区域环境监管。共同建立与完善水环境和空气环境

质量监测网络，统一监测方法和标准，推进区域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一体化和监测质量管理一体化。加密区域环境监测站点，建设水质

自动监测站和环境空气区域影响自动监测站。建立环境监测监控系

统信息平台，实现水、气、土壤等环境监测监控数据信息对接、资

源共享。搭建环境信息统一对外发布网络平台，定期发布区域环境

质量状况。建立健全环境风险应急联动机制和突发环境事件快速通

报机制，共同应对和处理跨界突发性环境事件及污染纠纷。联合开

展重污染应急响应演练、季节性环保执法专项行动。

第三节　协同强化资源综合利用

协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共同倡导推行节约资源的生产生活

方式，形成全社会节约资源、高效利用资源的生产生活观念，实

现可持续发展。共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协同加强重点行业节

水技术改造，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控制开采地下水资源。协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通过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有效解决建设用地不足问

题。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提高土地要素保障能

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农村用地管理，因地制宜盘活

农村建设用地。

共同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共同加强对工业、建筑、交通、农

业、商业流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的监管，统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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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限额和产品能效标识工作，加快推进节能型交通运输的使

用，健全节能减排评估、审查、监管体系，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

任评价考核。共同推动主城区电动、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推广

使用，推广城市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构建一体化循环 经 济 体 系。按 照 “减 量 化、再 利 用、资 源

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构建区域城市、开发区、企业之间的循环

经济体系。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工程和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支

持生产企业开展循环生产和低碳园区建设，构建循环型工业体

系。大力推进钢铁、有色、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提

高全社会资源产出效率，大幅减少和避免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建

立健全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加强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共伴生矿及尾矿、农作物秸秆、废弃农膜等综合利

用，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体系。

专栏１５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重大项目

生态林系建设工程。强化天然林资源保护、重点公益林管护、植树造林、森林经营、严
控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等工作，严格保护长春净月潭、吉林松花江等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级
生态功能保护区。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工程。加强松花江、饮马河、双阳河、雾开河、伊通河、岔路河
等各类河流及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格保护好松花湖、卡伦湖、大绥河水库、石头
口门水库、星星哨水库、新立城水库、沙河水库、响水水库、亮甲山水库等各类湖泊水库和
水源地，加快实施伊通河、永春河、富裕河、东新开河、新凯河、挡石河、卡岔河等河流综
合治理工程。

大气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城市扬尘综合整治、电厂超低排放改造、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等项目，推动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燃煤及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程，
有序推动中钢吉铁、中钢吉炭等重点企业搬迁改造。启动秸秆禁烧和资源化利用建设工程，
启动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工程。

水污染防治。大力实施水源地环境整治、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城市污水管网新
建和改造、城市污水截流及泵站、地下水污染防治等项目。实施东新开河截污干管工程等重
点工程，建设乐山镇等污水处理厂，开展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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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

以建设和谐城市、幸福城市、文明城市为契机，积极推进医

疗、养老、教育、文化等重要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

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协同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协同发

展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一节　协同发展教育事业

基础教育合作。支持长春、吉林中小学校建立教育协作联

盟，定期开展交流研讨，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优势互补、整

体提升。支持两地建立校长、教师互派挂职培训机制。

高等教育合作。强化长吉一体化区域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高

等教育中心地位，突出办学特色，优化教育资源和人文环境，支

持区域内高校共建共用院校科研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支持区域内

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鼓励区域内部属高

校、省属高校间建立科研合作、教学合作等机制，支持各高校间

互聘客座教授、建设联合实验室、联合组织学术活动、联合推进

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

职业教育合作。加强两地教育行政部门间的协作，推动两地

职业院校围绕提质培优和高质量发展开展合作交流。支持具备条

件的高等职业院校和中职学校加快 “双特色”建设，共同扶持两

地新建高等职业院校加快发展。支持两地高等职业院校和中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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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联合开展技术技能人才中高职贯通培养。深化产教融合，支持

两地职业院校和职教集团跨区域开展校企合作，建设一批对接两

地重点产业的特色专业；建设一批兼具教学、生产、研发、培训

功能于一体的实习实训基地。

第二节　共享医疗卫生资源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配置长吉两市医疗卫生资

源，以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为导向，满足长吉两市群众多元化就

医需求，科学合理布局，优化调整结构，实现两市医疗资源的适

度有序及均衡发展，打造１５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完善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有效增加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全面提

高节点城市、重点镇医疗机构综合能力。在两市协同发展框架

下，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协调发展，形成区域

内三级综合医院牵头，社会办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动参与

的办医格局，加快推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协同推进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健全城乡疾病预防控

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处理、采供血、卫生

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推动两市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妇幼保健等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加强重大传染

病、职业病和出生缺陷的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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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长吉两市医疗卫生机构

全民健康信息共享互通，推动重大医疗设备共用、重大流行性疾

病共防建设。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全面推进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数据库等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资

源共享，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

供应、综合管理等业务应用的互联互通及业务协同。

第三节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统筹规划布局，在长吉两市及重要

节点城市建设一批功能实用、标准较高、覆盖面广的文化基础设

施。坚持城、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面向基层增加

公共文化投入，联合推动送戏下乡、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

放映等重点文化惠民项目落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

和跨市域联动机制。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开放步伐。

共同打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围绕汽车文化、电影文化、雕塑文化、冰雪文化、警示文化

等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协同推进博物馆、艺术

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站）、档案馆等标志性艺术场馆

设施建设并向社会免费开放，探索建立艺术场馆服务联盟，逐步

形成两市艺术场馆展品流动展出机制。携手文化旅游，推动 “吉

林歌舞”、“二人转”、吉林影视、吉林期刊、吉版图书等成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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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文化品牌，增强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区域的文化影响力。

联合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和体育设施建设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两市各级社会体育组织、

体育俱乐部之间的交流合作，联合组织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民

健身活动。支持有实力的体育企业、健身企业跨市布局体育场

馆、健身场馆。支持两市联合举办长吉运动会、农民运动会等相

关综合性赛事。支持两市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的青少年开展冰

雪、足球、篮球等重点领域的体育竞赛交流。

第四节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联合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开展

“一公里基层就业综合服务圈”创建工作。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

就业和人力资源市场，联合推进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

绍、创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联合发布人才

招聘信息，吸引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和管理人才就业创业。两市联

合开展劳动保障监察、调解仲裁等工作，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加强两市人才制度衔接，健全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推进信息

互通、资质互认，联合共建人力资源开发基地。建立统一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库，推进高层次人才共享，支持围绕区域重点产

业合力开展人才引进工作。

协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城市 （镇）职工养老、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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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制定统一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办

法，加快推进养老、医保、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保政策一体

化。统一养老保险费率和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核查办

法。建立区域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参保信息共享机

制。鼓励联建或跨市共建养老服务设施，将省养老服务示范中心

打造成为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示范养老机构。探索推进长吉两地

养老机构同享省直及长吉两地长期护理保险、医疗保险等支持政

策。率先推动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加强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关系转移服务管理。

共建救助体系和福利体系。加强区域内社会救助机构、社会

福利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统一区域建设规划，统筹布局救助管

理站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社会救助服务机构和儿童

福利院、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等社会福利机

构。逐步整合区域内社会救助资源，提高医疗救助、就业救助、

住房救助和教育救助水平，形成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

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救助体系。共同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和互

助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文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持

民营或公益的社会救助组织、民营社会福利机构加快发展和跨区

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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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推进社会管理一体化

加快推进长春、吉林两市社会管理一体化协作，打破行政区

划壁垒，共同探索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社会管理现代化手

段，合理有效配置社会管理资源，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有效化解

社会矛盾风险，推进社会文明和谐、协调发展。

第一节　共建市场管理体系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快清理有关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打

破行政区划带来的阻碍，加快破除地区性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

制定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加强产品质量标准化建设和标准统

一化管理，推动区域内产品、技术、服务标准统一互认。联合建

立市场监管信息共享共认平台，加强市场监管、安监、公安等执

法协作，联手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共同维护

市场秩序。

共建信用信息体系。建设 “信用长吉”，以 健 全 信 用 记 录、

实现基础信用信息共享为重点，探索建立信用信息采集、信用平

台建设、信息共享使用、惩戒联动一体化推进机制，推进政务、

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重点领域信用建设。

第二节　共建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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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应急管理协作。加强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重

大疫情、重大社会事件等方面联防联治，推动长春、吉林两市应

急平台互联、应急资源共享、应急物资装备储备互补、应急队伍

互助，建立一体化应急管理协作机制，制定应急行动的协调、指

挥和联合行动预案，组织并加强两市部门间配合演练，提升应急

处置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

共同维护食药安全。按照国家统一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

系，统一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共同建立食品药品电

子追溯系统、信息化平台，加强安全检测协作，联合打击制假售

假和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

食品药品消费环境。

加强社会治安联动。围绕打造 “平安长吉”，建立治安协作

长效机制，实施１１０报警服务系统联网联动，加强异地调查、取

证、追逃协作，相互提供技术和警力支援，积极开展警务交流、

重要活动互邀观摩及专项联合模拟演练。积极构建打防管控一体

化治安防控体系，协同开展区域联动，重点打击跨区域、流动

性、系列性、团伙性犯罪，切实维护区域安全。

开展道路交通联管联查。加强车辆查缉布控、道路交通疏

导、事故肇事逃逸、车辆违法信息调取等合作及衔接，建立高速

公路突发事件和重特大交通事故信息通报机制。推进交通运输安

全应急保障信息化建设，扩大安全应急视频监控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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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共建城市管理体系

推进政府政务互通协作。依托 “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运

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技术手段，推进政务信息共享，统一

事项编码和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电子证照标准规范，推动长吉

两市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网上协同办理，逐步实现

网上政务服务在两市的县 （市、区）、乡镇 （街道）、村 （社区）

全覆盖。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合作。鼓励发展各种非政府的横向协调机

构，鼓励两地原有社会组织加强合作，积极引入各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两地政府间社会管理合

作的有益补充。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协作。加强两地政府间协同治理，

在流动人口管理上互通有无，联合开展流动人口普查，推行流动

人口居住证 “一证通”，共建共享流动人口信息资源。依托社区

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卫生、健康、就业服务活动，促进流动人口

融入当地社会。加强交界区域重点范围、重点路段和重点区域城

市管理综合整治和监管，联合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社区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加强在排查化解跨区域矛盾纠纷等方面的合作。

构建同城交通服务体系。整合公共客运资源，建设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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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为居民提供快速化、低成本的同城交通服务。完善以

长吉城际快巴和城市公交为主的公交体系，提供点点直达、站站

停靠等多样化运输服务。依托长吉城际铁路，探索在长春—九台

—永吉—吉林间开行小编组、高密度、通勤化的城际列车。支持

长春、吉林两市在龙嘉机场等综合客运枢纽互设出租车回程载客

点，允许两地出租车返程载客。

第九章　强化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

定，适时调整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和完

善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领导机制，研究谋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

重点任务，协调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发展重大事项。长

春、吉林两市要积极发挥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推进组职

能，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围绕 “五个一体化”工程，完善产

业、交通、信息、水利、能源、生态、科技、教育、金融、城乡

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各领域的推进工作制度，明确各项工作的序时

进度和成果形式，落实相关部门的推进工作责任，务实推进长吉

一体化工作。

第二节　推动规划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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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林两市要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

案，逐年提出年度重点任务，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实施。

在推进规划落实过程中，要强化项目支撑，立足一体化规划，聚

焦 “十个围绕”和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建立完善一体化协同发

展项目库，实行常态化管理。省直有关部门要围绕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社会管理 “五个一体化”建设，

进一步研究制定支持两市一体化协同发展政策举措，推动体制机

制创新，支持两市更多资源向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倾斜。省发展改

革委要根据省委、省政府每年工作部署和规划任务，统筹协调有

关部门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定期调度重点任务进展情况，重大事

项及时上报省委、省政府，确保各项任务目标如期实现。

第三节　加大政策支持

聚焦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社会

管理 “五个一体化”建设，围绕协同创新、财税金融、用地保

障、组织保障等方面，调整完善配套政策，为长春吉林一体化协

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四节　开展督查评估

建立规划实施监督评估制度，将规划实施情况和一体化协同

发展成效纳入两市对所辖相关县 （市、区）、部门绩效考评。由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本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综合协调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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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织长春、吉林两市定期开展规划实施的评估，全面掌握

规划纲要实施情况和效果。注意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引导

全社会关注、监督规划的实施进展和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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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之十三

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前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２０１８年，省委、省

政府提出构建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长春吉林一

体化和长春公主岭同城化 “双协同”发展，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２０２０年６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公主岭市由长春市代管，实

现了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助力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为进一

步加快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省委、省政府提出长春四平一体

化协同发展，与长春吉林一体化协同发展，形成新的 “双协同”

发展格局。２０２１年７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将 “一主六

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提升为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赋

予了长平一体化新的发展内涵。

为充分发挥长春、四平两市区位优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打造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编制本

规划。

本规划 范 围 包 括 长 春、四 平 两 市 全 域，规 划 期 为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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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背景

长春、四平两市地理空间毗邻，开发条件优越，发展要素集

中，经济社会联系紧密，产业分工互补，是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

圈的重要区域。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东北振兴 “十四五”实施

方案、吉林省 “十四五”规划等文件都提出了加快长春四平一体

化协同发展。特别是公主岭市划归长春市代管后，极大地拉近了

长春、四平两市空间距离，为推动两市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２０２１年，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

定，将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

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注入了新动力。

第一节　重要意义

有利于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新窗口。紧紧抓住国家积极推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机遇，借助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

区的珲春口岸与周边国家港口的合作，参与 “滨海２号”国际交

通走廊联动发展，共同谋划开辟冰上丝绸之路，推动东北亚区域

陆海联运合作。依托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以双边促多

边，推进与日韩国际产能合作，吸引产业、资金与人才集聚形成

经济增长极。提升区域综合枢纽地位，在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联通日韩蒙俄乃至欧美国家的重要节点与门户作用。

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紧紧抓住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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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加快

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突出抓好家庭农场

和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发

展绿色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主动承担起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的重任。

有利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紧紧抓住国家支持东

北全面振兴的新机遇，推进长春与四平共同开展与浙江省的对口合

作，共同招商引资，加快产业集群和人口集聚发展，打造区域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积极探索内生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促进

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有利于打造吉林省南部资源要素集聚高地。紧紧抓住吉林省

加快实施向南开放的战略机遇，构建长通丹和长平营 “两翼齐

飞”向南开放格局，参与区域分工与合作，壮大哈大发展轴，实

现人口、产业、资本等要素资源在省内集聚。

有利于提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能级和水平。紧紧抓住国家

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支持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机遇，

统筹完善长春、四平两市基础设施布局、加快产业协作发展、完

善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提升经济发展综合实力。通过共同谋划产

业合作示范区，拓展新空间、增创新优势，成为引领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抓手。

第二节　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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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位优势明显。长春、四平两市均位于哈大发展主轴线

上，地处东北松辽平原腹地，东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南依

辽中南城市群，西接内蒙古东部地区，北临哈大齐经济走廊，为

在全省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吉林省长吉图

开发开放与向南开放双翼并进的战略支撑区。

社会经济联系紧密。长春、四平两市地理邻近，交通便利，人

文相近、经济相通，城市间文化渊源深厚。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

速、高铁等交通网络逐渐形成，就业、商务、旅游等人口往来密切，

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频繁，社会经济联系基础扎实。

产业协作格局初现。长春、四平两市产业关联度较高，在汽

车产业、装备制造、化工产业、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领域联系密

切，产业合作互补性强、空间广、潜力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

源共享与优化配置、区域性产业分工与协作格局初现。

科技创新要素集聚。长春、四平两市高等院校数量近５０所，

国家、省级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５００余个，拥有长春新区、长春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四平经济

开发区等众多国家和省级开发开放平台，科技创新发展基础良

好，新经济产业要素密集，发展基础坚实。

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长春、四平两市在全省经济发展和城

镇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乡

村振兴工程稳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更加健全，城乡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综合承载能力较强，城市协同发展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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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区位

第三节　存在问题

长春、四平两市已初步形成了一体化协同发展基础，面临着

重要的发展机遇，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推动一体化进程的

条件，但仍有问题存在。在经济协同发展上，两市经济协同发展

动力不足，经济规模较小，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在产业分工协作上，两市相关产业布局存在分散化、

同质化的问题，产业集群发展比较滞后。在对外开放联动上，两

市经济发展外向度不高，内陆港、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合作平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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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发展阶段，与沈阳经济区、环渤海以及京津冀地区对接联系

不强。在共建协同发展机制上，两市受行政壁垒等因素的限制，

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尚未形

成完整性、系统性的利益协调机制。

尽管在长春、四平两市间存在着亟需优化、提升、完善的制

约因素，但两市必须紧紧抓住东北全面振兴发展的有利契机，应

时而为，顺势而上，探索出符合两市发展实际的一体化协同发展

新机制、新模式、新路径，把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目标落地

生根，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 “新担当、新突破、新作

为”重大职责使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按照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决定，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安全与发展，围绕 “一体六同”，着

力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共建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培育

协作互补的主导产业集群，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加快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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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将

长平区域打造成为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先导区、吉林省融入国内

大循环的核心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

位，促进资源要素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有效加快协同进程。转

变政府职能，加强规划引导，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平台建设，营

造良好环境。

权责一致，共同发力。强化一体化发展理念，打破行政区划

界限，从一体化发展大局和长远发展出发，共同协商运营管理、

成本分担、利益分配等事项，实现权力和责任对等，共促发展。

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充 分 发 挥 长 春、四 平 两 市 的 比 较 优

势，在产业发展、市场建设、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不断深化务实

合作，拓宽合作领域，落实合作项目，提高合作水平，实现共

赢。

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在园区共建、交通路网建设、重点项

目建设、公共服务合作等重点合作领域率先突破，在重大政策制

定、重大产业布局、重大规划调整等方面，逐步优化，以点带

面，循序建立机制，有条不紊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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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展定位

打造 “三区一引擎”，推动长春、四平区域率先实现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

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先导区。建设国家级黑土地保护利用综

合示范区，以黑土地保护利用为基础，大力推广梨树模式，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推

动农业数字化、规模化、优质化发展，建设全国粮肉蛋奶菜等高

质量农产品综合供应基地。共建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长春

国家农业高新区，聚集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

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突出发展

绿色循环农业，成为国内领先的绿色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示范高地。

东北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区，以

伊通河、东辽河流域共治共保为切入点，强化生态节点及生态廊

道建设，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格局。打造城乡融合

发展示范区，促进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共建城乡产业要素共生平

台，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探索以聚点式开发为主的城乡融合发展

模式。打造政策协同示范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规划统

筹、生态保护、土地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共享

等方面，探索行之有效的一体化制度安排，为东北地区区域一体

化发展提供示范。

吉林省融入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区。构建东北亚陆海联运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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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常态化运营长满欧、长珲欧国际铁路班列，开辟冰上丝绸之

路。畅通长平营、长通赤南下融入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通道，主动

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点战略区域。合力

打造 “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加快中韩 （长春）国际

合作示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四平陆港、保税物流中心等

重要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推进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汽车及

零部件物流中心、农机物流中心等重要物流平台建设。

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打造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加快长春、四平区域间优势产业融合，结合吉林省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推动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相互促进，构建开

放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围绕长

春现代化都市圈区域经济体发展目标，延伸产业链，打造汽车、

食品、农机、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主导产业集群，向价值链中

高端跃升。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竞争

力强的创新生态系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整合优势科创资

源，成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第四节　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构

建科学合理空间布局，初步建成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提升区域

功能联通水平，夯实一体化重大基础设施；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行动，城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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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共同谋划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达到生态环

境自然优美；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重大突破，人均收入水平显著

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谋划推进合作项目１００个以上，总投

资达到５００亿元以上，人口经济集聚度进一步提升，区域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形成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坚实支撑。

到２０３０年，长春四平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互联互通水平更加提升，开放合作发展优势更加彰显，区域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明显提升。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普遍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推进在

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长春四平一体化区域在全省发展大

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哈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隆

起带。

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初步形成。经济总量稳步增加，围

绕汽车、农产品加工、基础化工等主导产业，初步建立起融合型

的产业体系，形成两市共建的汽车供应链体系，实现创新链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价值链迈向中高端。

现代高效的物流枢纽体系初步建立。重大交通枢纽的辐射带

动能力显著增强，各类开放平台基本形成，港口群联动协作成效

显著。长春、四平两市与合作城市在口岸通关、运营管理、航线

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更加紧密。

规模集约的现代农业体系更加完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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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开展，农田生态安全得到保障，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

基地，进一步提升国家商品粮生产核心区地位。持续推进长平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走出一条集约、高

效、安全、可持续的规模效益型和生态友好型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道路。

区域一体化示范效应显著增强。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跨地区跨流域生态安全网络基本形成，跨地区跨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环境协同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

效，率先实现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长春、四平两市形成重大战略和规划联合制定机制，重

要产业政策和物流政策基本覆盖全域，成为东北地区区域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典范。

第三章　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第一节　打造 “双核一区、三轴一带”空间发展格局

围绕 “三区一引擎”的发展定位，统筹全域要素资源，打造

“双核一区、三轴一带”的空间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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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春四平一体化空间发展格局

长春中心城区。增强长春核心竞争力，强化创新引领、产业

支撑和要素集散等综合功能，提升中心城区建设水平，围绕科研

文教、中央商务等高端服务功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和

城市总体品质，促进金融、科技、会展、文创等服务功能的区域

共享，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合作和要素流动，不断提升长春辐射、

带动、集聚能力，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

四平中心城区。拉开四平城区发展框架，加快推进四平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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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化发展，谋划建设丛泉新区，打造百万人口大城市。整合四

平市资源要素，积极完善产业要素承接和综合服务功能，全面融

入长春市现代产业体系。按照 “研发＋产业化”等合作模式，加

快打造农产品加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和化工等优势产业集

群。推动四平市重点开发区对接长春 “四个高地”，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把四平市建设成为吉林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向南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新的增长

极。

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区。以长春国家农业高新区为引领，以黑

土地保护利用为抓手，以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重点，聚焦

高新技术和特色优势农业，开辟长平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辐射带动公主岭、农安、德惠、榆树、九台、双阳、伊通、

梨树、双辽等区域，成为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

长平先进制造发展主轴。依托长春国际汽车城、国家区域创

新中心、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吉林四平经济开发

区、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产业空间载体，沿京哈交通

线串联陶家屯镇、刘房子街道、蔡家镇、郭家店镇、十家堡镇、

孟家岭镇，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专用汽

车、农机装备、医药健康、精细化工、现代物流等领域合作，推

动长平工业走廊创新转型。向北融合，着力提升哈长城市群核心

区重要节点城市功能，形成转型带动、区域互动、城乡联动的融

合发展格局。向南开放，以四平为支点，经沈阳、营口南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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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通环渤海经济区，打造长平营南下开放陆海联运主通道。

长双现代农业发展次轴。依托公主岭怀德工业集中区、辽河

农垦管理区、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建设，长春市、四平市、通辽

市合力共建国家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片区。依托中部长春、吉

林、四平黑土地优势和西部松原、白城粮食生产条件，打造中西

部粮食安全产业带。改变农业发展模式，推进农业机械化和信息

化，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促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打造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实现现代农业

快速发展。

长伊生态旅游发展次轴。依托长春国际影都板块、长春市双

阳区、伊通县，充分利用大黑山脉生态本地资源、神鹿峰、伊通

满族民俗文化、七星山及温泉地热资源、叶赫古城、二龙湖，重

点发展影视文旅、休闲观光、满族风情文旅、温泉度假、养生养

老等都市休闲产业，积极融入吉林省长通白延吉长避暑休闲冰雪

旅游大环线。

东西方向南部开放发展带。依托四辽铁通经济区，结合四梅

铁路和吉双高速等吉林南部重要交通线，充分挖掘四平风能、太

阳能等绿色能源优势，培育新能源产业和循环经济，承接沈阳经

济区产业转移，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工业，向西延伸与内蒙通辽

对接，向东延伸与辽宁丹东对接，建设通辽—双辽—四平—通化

—丹东绿色产业走廊。

第二节　推动开发区对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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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推进园区共建，围绕供应链引导企业合作，推动

四平开发区发展与长春打造产业、创新、文化、生态 “四个高

地”建设相结合，着力补链、强链，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动吉林四平经济开发区与长春国际汽车城合作。依托四平

专用车基础承接长春汽车产业相关产能转移发展，大力推进吉林

省专用车集团、汽车零部件配套、锂电池电解液等项目建设，为

长春汽车产业接续发展丰富产品门类，拓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等零部件配套，联合打造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推动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与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

心合作。依托四平基础化工优势，承接长春化学药、中成药、医

药耗材及试剂等优势领域，合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长春与四平

合力发展精细化工、生物化工产业，推动形成 “研发＋产业化”

的合作模式。

推动吉林伊通经济开发区与长春国际影都合作。依托伊通生

态旅游资源，串联长春国际文旅创意城旅游路线，合作发展影视

文创、健康养老、休闲观光等都市休闲产业，积极创建国家和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推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合作。统筹四平优势要素资源，依托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

区，申报设立保税区，复制和推广自贸区政策，加强与中韩 （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联动，重点发展食品和农机装备，共同推进

对外开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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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按照设施先行的原则，推进两市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

基础设施对接成网。优先形成以城际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区域综合

交通网络，积极谋划新型基础设施项目，预留区域水利、能源重

大基础设施廊道，形成互联互通、高效便捷、安全环保、保障充

分的现代基础设施一体化体系。

第一节　共建区域综合交通网络

着眼加强中心城市集聚扩散能力，加强铁路、公路、航空等

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衔接，打造立体化、网络化的交通格局，提高

综合运输能力。

完善铁路建设。优化区域快速铁路网络，规划建设长春至辽

源至通化铁路。谋划推进长春至双辽至通辽铁路，为长春、四平

区域打通向西长满欧、长珲欧国际战略通道提供有力支撑。

提升公路网络功能。加快织密长春、四平区域公路网络，突

出区域间、经济轴线间的连接线建设，形成干支衔接、畅通快捷

的公路运输网路。尽早建成国道牙四线 （Ｇ２３２）四平至桑树台、

饶盖线 （Ｇ２２９）长春至依家屯项目，推动国道 牙 四 线 （Ｇ２３２）

朱家屯至桑树台、省道秦八线 （Ｓ５１２）秦家屯至东辽河项目建

设；推动区域公路提质升级，优化路网结构，提升路网保障能力

和水平。

共同推进航空发展。启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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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建四平机场项目，拓展国内航线和支线航线，共同推进航

空发展。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四平机场为依托，丰富面向俄罗

斯、欧洲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为主的航空航线。

专栏１　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铁路：长春至辽源至通化铁路项目。
公路：国道牙四线 （Ｇ２３２）四平至桑树台、国道饶盖线 （Ｇ２２９）长春至依家屯、国道

牙四线 （Ｇ２３２）朱家屯至桑树台、省道秦八线 （Ｓ５１２）秦家屯至东辽河项目。
机场：新建四平机场项目、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第二节　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共享

共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按照联合规划、合作建设、资源

共享、规范管理的原则，长春、四平两市共建 “城市智能体”等

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推动长春、四平两市建设现代化智慧城

市。做好区域内新基建 “７６１”项目谋划和实施，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５Ｇ与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共同推进空间信息分发与交换网络建

设，提 高 地 理 空 间 信 息 的 共 享 和 社 会 化 应 用 程 度。深 入 推 进

ＩＰｖ６规模部署，加快网络和应用升级改造，打造下一代互联网

产业生态。

合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积极推进以 “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为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重点促进汽车零部件、专用车、

生物制药等制造业资源与互联网平台深度对接，打造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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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流的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统筹推进城市

之间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快建设以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平台为主

体、企业级平台为支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动重点工业企

业上云。

共筑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以 “数字长春”建设为引领，

推进各城市的信息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加强长春、四平区域一体

化网络安全设施建设和网络安全管理，实施区域无线电协同监

管，实现城市内部、公路铁路沿线、机场及旅游景区基础信息网

络整体覆盖。

专栏２　信息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数据平台设施：四平城市超脑建设项目、净月数字影视基地、智 慧 梨 树 数 字 化 建 设 项
目。

工业互联网设施：四平装备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项目、四平换热器互联网平台项目。

第三节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建设水资源保障体系。继续实施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

工程，加快推进长春、四平等城市引松供水配套工程建设，缓解

各主要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压力。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建设，保障城镇饮用水安全。持续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共同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加强重点河流治理，共同推进伊通

河、东辽河等主要河流治理以及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推进病险

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长春、四平两市防洪工程及城市内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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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程。加快城市及产业集中区排涝泵站等设施建设。

专栏３　水利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防洪减灾：建设长春市区、四平市区、伊通县县城防洪工程，伊通河、东辽河等江河支
流防洪工程。

引水供水：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程。

第四节　提高能源基础设施保障

统筹电力能源设施布局。统筹规划布局电力能源基础设施，

加强统一规划，推进一体化电网建设，优化能源结构布局，加大

电站 （网）建设和改造力度，扩充电网输电、变电、配电能力，

构建安全、清洁、经济、高效的电力保障体系。稳定发展水电，

合理开发生物质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提高电力保障

能力。以长春为重点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以四平为重点推进

农林生物质发电。在长春、四平两市重点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电力支撑。

推进供气设施建设。推动长春与四平两市燃气建设改造，多

渠道拓展天然气气源，协力加强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调整

气源结构，形成区域内多气源的协同供应体系和储气应急调峰体

系，增强天然气供应和应急保障能力。

调整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淘汰分散

式落后燃煤锅炉和落后机组，推动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实施集

中供热，巩固提升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改造成果，以 “超低排

放”标准推进区域内骨干支撑电源建设。建设一批冷热电三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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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鼓励和支持光伏太阳能项目建设，提高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第五章　共建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

依托长春国家农业高新区，探索一区多园发展模式，在梨树

县蔡家镇、吉林梨树经济开发区、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

区、吉林四平经济开发区、丛泉新区等重点区域，共建长平现代

农业示范区，重点打造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一节　坚持绿色循环发展

以创新驱动、绿色融合、智慧精准、高质高效、规模经营为

导向，以绿色食品、数字农业、现代农机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为

主导产业，率先走出一条黑土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高效发

展之路，打造国内领先的数字化、绿色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国

家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片区，为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

推广的示范模式。

培育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引领吉林省大农业示范区

创新发展、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现代农业

发展树立典范和标杆。整合长春、四平区域内黑土地保护、畜禽

粪肥沃土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现代化项目，探索发行政

府债券支持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二节　构建 “一核、四区”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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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依托长春国家农业高新区，以梨树县蔡家镇作为长

平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核心区，按照全域化布局、集群化推进、全

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核心区建设思路，规划布局综合服务

中心、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示范基地，加快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网

络，将核心区打造成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引领区。

“四区”：依托四平域内各类开发区，重点打造农产品及食品

加工产业园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区、数字农业示范区、农产

品综合物流园区，推动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落地、承接产业合作、

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农业生态文旅产业，辐射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

———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园区。依托吉林四平经济开发

区、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吉林梨树经济开发区，围

绕玉米、大豆、水稻、畜牧产品、食用油、绿色有机农产品、梅

花鹿等优质农产品资源，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健康食品、畜牧产

品和粮食深加工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向集约化和高附加值方向发

展，两市共同招商域外食品加工企业和投资商入驻园区，打造成

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基

地。

———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区。依托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农机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盘活东风等大型农机企业，发挥

艾斯克等行业领军企业优势，提高免耕精播机械、秸秆打捆机

械、农业收获机械和畜禽智能屠宰加工机械等四类农机装备生产

—２４４—



能力，逐步引进农业动力机械、农田建设机械、农畜产品加工机

械和农业运输及农机配件等企业入驻园区，补齐农机产品结构短

板，形成集大基地、大机械、大平台、大农业、大服务于一体的

智能化现代化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建设中国黑土地保护农机产业

创新示范基地。

———数字农业示范区。依托长春国家农业高新区，发挥伊通

数字农业试点县项目、梨树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带动作用，大

力发展数字农业，强化农业生产决策的管控和精准实施，统筹四

平市智慧农业中心、行政监管平台、数据决策平台、综合服务平

台等 “一中心三平台”建设，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智慧水利、智

慧物流，实现数据共享，逐步引导数字农业企业入驻园区，实现

农产品生产标准化、质量可追溯、管理数字化，助推农业高质量

发展。

———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区。依托丛泉新区和四平红嘴经济技

术开发区，协同打造高端果蔬配送、农产品冷链物流、电商物流

等物流体系，合力推进重要物流通道、物流园区、储运设施和信

息化平台建设，共建区域性农产品专业市场集群和商品集散地。

第三节　建立园区合作共享机制

探索采取 “政府共建＋独立运营”发展模式，着力打破行政

区划壁垒，积极引入专业园区运营机构，整合长春、四平两市优

质资源，打造产业高地和开放平台，形成竞争新优势。示范区承

—３４４—



接产业合作项目的收益、合作共建期间引进项目的收益、项目投

产后产生的税收和其他地方财政收入等，长春、四平两市政府在

协商一致基础上按比例分成。

第六章　加强产业协同发展

坚持 “产业一体同构，城市功能互补”，以 产 业 链 条 整 合、

集群培育为抓手，合力发展现代农业，合力推动农产品加工、汽

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传统主导产业改造升级，共同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数字产业、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扩容倍增，加快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有序、错位发展、互动融合的

产业一体化格局，为长春、四平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第一节　合力发展现代农业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创新力度，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

农业三产融合，形成结构优化、产城互动、功能互促的现代农业

发展新格局。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加速推动长春、四平两市农业提质转

型，打造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安全带。合力发展品牌农业、绿色农

业、观光体验农业、订单农业等产业。发挥 “中国优质玉米之

都”品牌优势，推动梨树黑土地论坛与长春农博会等展会平台合

作，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登记）

和管理，培育 “平地生香”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依托蔬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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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设施园艺产业经济，构建规模化、标准

化、绿色化产业发展格局，打造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 “菜园

子”。打造以肉牛、奶牛、肉鹅、肉鸡、生猪、鹿业等牧业体系

为主的现代畜牧业格局，支持标准化健康畜禽养殖场 （小区）建

设，加快推进畜产品规模养殖企业扩规模、提档次。依托一体化

区域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俗文化和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农业

博览园、农业观光园、农家乐、采摘园等新型农业园区，共建休

闲农业观光带。持续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创建、家庭农场示

范创建行动，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

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

共同打造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基地。发挥区域资源和科研技术

优势，鼓励科企合作，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通过现代

生物育种技术深度挖掘优异种质资源，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突破性农作物新品种。围绕公主岭现代农业 （种业）产业园

创建项目，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做大做强，打造玉米等主要农作物

种子科研创新高地。完善农业标准体系，推进绿色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积极推行种养结合等

节肥节药生态农业模式。建立健全长春与四平农业信息互通机

制、农业病虫害联防联控机制、农业防灾减灾互助机制和农产品

标准、认证、检测、检疫结果互信、互认等机制，开辟鲜活农产

品 “绿色通道”。推进 “粮食银行”建设，采取 “规模经营、合

作代投、集约管理、风险保障”契约型发展模式，引导农业专业

—５４４—



合作社与粮食收储、加工企业横向联合及纵向合作。积极完善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着力提升绿

色食品权威性和公信力。

专栏４　现代绿色农业重点项目

观光休闲农业：九台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田园综合体项目、满乡风情·七彩伊通田园综
合体建设项目、伊通休闲农业观光旅游项目。

特色农业：榆树市秀水镇榆树模式智慧型田园综合体项目、四平京东智慧农场项目、梨
树县棚膜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市场建设：四平东北农产品集散交易市场建设项目。

第二节　促进主导产业高效融合

依托区域产业基础，以产业链延伸为主线，加强长春、四平

两市产业协作配套发展，合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汽车及零部件、

装备制造、化工等主导产业，支持长春农产品加工产业向四平转

移，汽车产业向四平延伸。

合力建设农产品加工基地。聚焦长春、四平两市玉米精深加

工、肉禽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梨树

县百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推动长

春、四平两市共同发展玉米深加工产业，开发创制食用型玉米精

深加工产品。鼓励长春、四平两市共同发展变性淀粉、赖氨酸等

淀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生产糖、酸、醇、酯、酶以及其他功能

性制品，鼓励开发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醇类产品。鼓励长春、四平

两市发展特级食用酒精、高端定制酒精，逐步打造高度酒基地。

推动长春、四平两市积极发挥鹿产品研发资源优势，促进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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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区、伊通县、四平市铁东区鹿产品合作研发以及规模化产品

开发的原料链供需协作，打造长平鹿产业发展带，重点推动鹿产

业特色产业园区项目建设，合力打造 “吉林梅花鹿”区域公共品

牌。积极发展长春、四平两市冷鲜肉、西式肉制品和调理肉制

品，不断拓展畜禽深加工产业链条。依托国家级食品类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着力发展主食加工、休闲食品、植物蛋白食品

等系列产品，培育吉林省综合性食品加工区。加快长春、四平两

市低糖饮品、益生菌饮品、精制啤酒等高端产品研发和生产，重

点推进８０万吨高端啤酒、果蔬汁智能化工厂等项目，引导液态

饮品行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功能化方向发展。

联合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围绕长春国际汽车城建

设，依托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推动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积极

对接一汽实施智能网联汽车 “旗偲计划”，加快引进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企业和智能网联产品配套。优化产业布局，发挥四平、伊

通、公主岭零部件制造基础，紧抓一汽 “六个回归”发展契机，

主攻二、三级汽车零部件，提升本地零部件配套能力，着力突破

电池、底盘、车身、电控系统等零部件核心技术，延伸产业链

条，为长春市汽车产业接续发展丰富产品门类，联合打造汽车零

部件研发生产基地。专用车产业坚持以运输类为基础，以作业类

为重点，成立吉林省专用车集团，推进共建汽车产业园项目，加

快建设一汽解放四平专用车委托改装合作基地，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吉林省专用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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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装备制造产业合作。提升开发区、特色工业园区承载集

聚能力，支持骨干企业应用新材料、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和拓宽高

端细分市场，联合打造国家装备制造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重点建立以专用车、现代农机、换热设备、特种装备制造为主的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体系。现代农机产业以规划建设北方农机产业

创新示范基地为重点，建设农机产业创新中心，通过抓 “产业

对”的手段，促进跨界融合、联合创新，积极拓展农机产业板

块，发展大马力拖拉机，建设四平农机自贸区，逐步形成以产业

发展模式创新为引领的北方农机产业集聚区。换热器产业加快创

建国家换热器公共技术研发中心，整合散布于长春、四平两市产

业园区的换热器企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向节能环保

系统集成方向发展，逐步形成门类齐全、规模相当的换热设备制

造业体系，建成国内技术水平高、集群效应明显的换热器高端装

备产业基地。特种装备制造产业大力支持长春、四平两市围绕智

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开发远程服务系统，合力开展应用实

践，扩大自主研发产品推广应用范围。推动长春、四平两市共同

打造专精特新产业链条，推进特种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发展。

推进化工产业精细化。完善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

区、双辽化工园区功能，形成完整氯产业链，打造全省最大的基

础化工原料生产基地。推进长春、四平两市化工产业合作，加快

推动以头孢呋辛酸为主的精细化学品实现高端化提升，以燃料、

纤维素乙醇为主的生物化工形成规模效应，以催化剂为主的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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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实现规模生产，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废弃物资源

转化率，实现化工产业链现代化。

专栏５　主导产业重点项目

汽车及零部件：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项目、富赛汽车电
子科技园项目、旭阳中法智能产业园项目、长春玲珑轮胎项目、四平专用车生产基地项目、
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项目。

农产品加工：长春国家农业高新区建设项目、梨树华统农业产业链建设项目、梨树县绿
色稻米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绿色食品加工孵化园项目。

高端装备制造：长客数字化准时柔性生产建设项目、四平北方农机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四平大马力拖拉机项目、四平换热设备产业园项目。

化工产业：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氯氟化工产业园项目、四平精细化学品产业园区项目、
四平生态化工产业园项目。

第三节　共同培育新兴产业

依托长春、四平两市优势研发基础和政策环境，协同培育一

批特色产业发展策源地，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数字产业、航

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四平市积极承接长春生物医药产业项目，推

动形成 “研发＋产业化”的合作模式，发展医药中间体和化妆

品。推进四平市加快建设省级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开展中药大品

种技术升级和二次开发，提高中成药生产规模。

数字产业。以建设东北亚区域性数字经济高地为目标，推动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光电信息产业融合发展，

以车用电 子、光 电 信 息、５Ｇ＋４Ｋ超 高 清、人 工 智 能、智 能 网

络、智慧城市等为重点，打造 “屏、端、网、云、智”产业链。

推动长春、四平两市联合创建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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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云计算服务中心、大数据资源中心、数据应用示范中心、

数字经济集聚中心、大数据交易中心。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打造长春经开光电信息产业园，加快四平城市超脑建设，拓

展雪亮工程和数字城管功能，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四平智慧城市

建设水平。

航空航天。重点依托长春市通用航空产业园，推动建设通用

航空维修基地、发动机维修基地，推进通用飞机、无人机、机场

专用设备等通用航空装备产业化。依托长春航天信息产业园、地

理信息科技产业园两大产业园区，打造卫星遥感和航天信息集成

应用两大产业链。

专栏６　新兴产业重点项目

生物医药产业：鹿产业特色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医药健康绿色食品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数字产业集群：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浪潮大数据产业园区、四平市５Ｇ建设工程、四平

雪亮工程和数字城管建设项目。
航空航天产业：长春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建设项目、翼启飞应用航空器制造项目。

第四节　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积极整合现代物流、金融商贸、文化旅游和健康养老等服务

业要素资源，拓展服务业发展新领域、培育新热点、推广新业

态，实现两市服务业品质化、专业化、集聚化发展。

联合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发挥长春核心城市带动作用，以

长春国际空港、国际陆港、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长春

临空经济示范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丛泉新区、四平红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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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开发区、吉林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吉林四平经济

开发区等平台载体为依托，合力推进重要物流通道、物流园区、

储运设施和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物流企业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优化区域物流网络，合作发展第三方物流、冷链物流、邮政快递

等业态和新兴增长点。推动丛泉新区优先发展农产品物流，为长

春四平一体化区域提供物流配套服务，逐步构建辐射东北的物流

体系。推动四平万邦项目建设，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

发展生鲜物流、农机物流。加快梨树县十家堡镇发展，在吉林四

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和大宗商品物流。

合力推进金融业发展。以长春东北亚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

设为目标，强化长春、四平两市金融合作，支持四平依托长春金

融服务中心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产业后援服务基地，共同搭建金融

服务平台。

共同推进商贸业发展。促进商贸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

培育新消费新供给，大力发展 “首店经济” “夜经济” “地摊经

济”等新兴业态。积极优化两市商业空间布局，形成 “市级核心

商圈、区县核心商圈、社区商业中心、特色商业街区”为主体的

实体商业中心。重点改造升级长春桂林路、重庆路、红旗街、四

平仁兴步行街等特色商街，加快推动四平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建

设，构建差异化、特色化、便利化的现代商贸服务体系。

共建健康养老产业。依托长春净月区、双阳区、莲花山、四

平北方巴厘岛等医疗养老服务资源及载体，合作发展 “候鸟式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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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态养生” “休闲度假”等新业态，大力推动中医康复疗

养、温泉康体疗养、食疗药膳等康体服务，合力打造健康养老产

业园区，形成健康养老服务产业集群，推进养老服务与餐饮、服

装、营养保健、体育等相关产业互动发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联合打造全国健康养老服务示范区。

统筹发展文旅产业。整合两市旅游资源，共同设计精品旅游

线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冰雪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

俗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着力开发康养旅游、研学旅

游等新业态旅游产品，积极创建国家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深

度挖掘提升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将长春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

革命烈士陵园、长春解放纪念碑，四平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

塔、梨树东北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旅游系列景

区串联成线，强化线路包装和对外推广，联合打造全国知名红色

旅游目的地。延续长春东部绿脉，推进大黑山脉森林旅游康养

“大环线”、叶赫部城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二龙湖古城遗址、丛

泉湖生态公园、偏脸城考古遗址公园、伊通火山温泉国际旅游度

假区、七彩伊通田园综合体等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打造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后花园。加快发展会展经济，以东博会、汽博会、农博

会、雪博会等品牌展会为依托，积极承办国际和国家会议、展

览、论坛等。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依托温泉、火山、满族文化、

特色美食等独特资源优势，包装推介特色品牌，打造叶赫满族民

—２５４—



俗旅游产品品牌，创建长春市双阳区神鹿峰生态旅游小镇、伊通

县樱桃小镇等特色产业小镇。

差异化打造优势互补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长春东北亚文

化创意科技园、启明软件园，四平万达广场、颐高电子商务产业

园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依托，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协调集

聚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完善现代

服务业空间布局。长春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强化引领带动，扩大

辐射范围，重点发展研发服务、商务服务、健康服务、教育培

训、商贸服务等高端综合服务。四平以铁东区、铁西区为核心，

推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打造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中心，重点发

展现代物流、服务外包、中试等生产性服务业，文旅休闲、娱乐

康体、电子商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合作建设一批专业物流园、休

闲旅游度假区、中试孵化产业园等服务业集聚区，带动服务业向

集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专栏７　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

现代物流：长春东北亚国际物流集散中心项目、四平市内陆港 （保税物流中心）项目、
四平市东北农产品集散交易市场项目、四平北方万邦·东北农产品物流园项目、万通建材物
流产业园项目、汽车零部件物流园项目、汽车及专用车整车物流项目。

金融商贸：长春南部新城 “四塔”项目、仁兴商业步行街改造项目。
健康养老：四平市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建设项目、梨树县养老院建设项目。
红色旅游：四平塔子山综合发展区建设项目、四平战役纪念馆改扩建工程项目。
文化旅游：冰雪新天地项目、四平市森林旅游大环线建设项目。

第五节　提升科技协同创新能力

围绕产业链配置创新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依托长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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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两市科技合作，共建创新研发平台，完善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引导创新要素对接流动，促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科技资源互补、共享。

加强科技创新联合攻关。围绕构建现代融合型产业体系，共

同推进汽车、农产品加工、化工等行业重大通用技术、应用技术

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支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轨道客

车、专用车、黑土地保护利用、绿色农产品加工等国家级或省级

技术研发中心、设备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中试中心建设，提高

产品研发、设计、测试能力。强化以企业为主体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支持一汽集团、中车长客、长光卫星等企业建设一批技术研

发中心平台，依托科技创新平台，培育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

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强化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促进科技同市场融合、创新同产业

对接、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加快产业关键技术协作攻关，加

强长春科技大市场和四平科技大市场横向联动，引导外部创新资

源在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汇合转化。推动两市产学研合作，支持

企业跨地域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围绕长

春市各类产业科研成果，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和产业，形成

“研发＋产业化”的产业集群，重点加快两市在汽车、装备制造、

现代农业、化工等领域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积极建设信息交换

和共享平台，推进电子信息网络、电子社区信息交换标准和规范

的统一，完善两市技术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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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共享平台。共同谋划建设科学家小镇，加

强两市科技和人才交流合作，共建科技创新研发平台，支持企业

承担省重大科技专项。依托伊通、双阳地理优势，争取设立国家

级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共建科技城。围绕玉米深加工、专用车、

基础化工、换热器、汽车零部件、医药健康等领域，共建国家级

黑土地保护耕作技术研发和推广中心、国家级专用车及农机装备

等产业公共技术检测中心、实体型中国北方农机研究院 （四平中

心）、吉林省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成套装备中试中心、中科

院长春应化所科技创新中心、中国北方光电生产研发检测基地、

中国满药科创中心。支持建设一批企业技术中心，梨树建立省级

农业科技园、双辽建立玻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动承接国家重

大创新工程和创新项目，力争在农机、专用车、黑土地保护利

用、医药中间体、新材料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共建双创基地和产业孵化器。推动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与

四平各类科技园区联动发展。依托津长双创基地、吉浙产业园等

园区，支持建立孵化园、双创园，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

众筹等新支撑平台，共建多层次产业创新大平台。推进长春科技

大市场、四平红嘴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合作打

造成为集科技孵化、双创基地、技术交易、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平

台。加强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吸引

高校、科研院所到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内设立研发基地，支持建

设梨树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孵化园、铁东区专用汽车产业孵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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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研发中心。实施企业技改和产品创新滚动计

划，培育一批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

共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长平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先行先

试作用，实施企业科技创新战略，合力引导企业增加科技创新投

入，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和产品升级计划，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型升级。农业领域围绕黑土地保护技术创

新，加快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装备等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在农

业生产全过程的广泛应用，推动京东智慧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益农信息社规范化建设，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探索信息化技术应用模式及推进路径，助推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传统汽车产业重点依托长春一汽解放、红旗、奔腾等自

主品牌车升级换代工程，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培养一批核心竞争

力强的企业集团和专业化中小企业。传统装备制造产业加大政策

引导力度，统筹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兼并重组，完善企业退出

机制，引导长春、四平两市装备制造重点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增

加服务环节，从主要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基础化工

产业着力延伸氯碱化工、秸秆综合利用、二氧化碳综合利用等产

业链，重点发展高端精细化学品、生物化工、化工新材料及新型

建材等产业，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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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８　科技创新发展重点项目

技术创新平台：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双创”和产业孵化：长春 “互联网＋”新经济京东电子商务产业园、四平实习实训与

创新创业中心、淘宝大学四平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第七章　共创开放合作新格局

围绕吉林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长春、四平两市开放资源优

势互补，以四平市交通区位优势对接长春市丰富的各类开放合作

平台，畅通吉林省向南对外开放通道，打造我省对外开放合作的

重要增长极和枢纽区域。

图３　长春四平一体化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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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打造吉林省向南开放高地

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快产城港融合发展，建设向南开放窗

口。积极申请设立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加强综合揽货点及铁

路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口岸合作区，推动与满洲里、绥芬

河、珲春等边境开放口岸合作区建设，实现航空港、公路、铁路

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共享。

畅通对外开放战略通道。优化开放通道布局，以长春四平一

体化协同发展为依托，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面向国内外

的五条开放战略通道。面向国外，向东开放对接东北亚各国，优

化长吉珲战略通道；向西联通中蒙俄德，稳定运营向西长满欧、

长珲欧国际战略通道。面向国内，推进三条南下开放通道建设。

以长春为中心、四平为支点，经沈阳联通京津冀地区，打造长平

沈京南下开放陆路主通道；经沈阳、营口，南下入海联通环渤海

地区，打造长平营陆海联运主通道。经通辽和赤峰联通京津冀地

区，衔接内蒙古，打造长平通赤辐射线。经通化、丹东对接长三

角经济圈，打造长平通丹东南次通道。

打造向南开放支撑载体。进一步扩大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长春空港货运航线、长春－大连和四平－营口陆港运营规模，建

设中德产业园、中韩软件园、中泰产业园、四平市内陆港 （保税

区）物流中心等开发开放载体。推动四平陆港建设，加快长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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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陆港、国际空港建设，提高门户功能、过货能力。

第二节　强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

推动东北区域经济联动。引导长春、四平两市等核心城市围

绕汽车研发与制造、机械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物流商贸、新能

源、新材料、化工、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积极开展产业对

接活动。强化东北区域经济合作，依托哈大轴线和珲乌轴线，发

挥四平物流区位优势，打造东北地区农产品分拨和仓储中心，向

南以沈阳经济圈为中心发展港口经济，向北以哈尔滨经济圈为中

心发展装备制造业，向西以蒙东地区为中心提供原材料供给，向

东以丹东延吉地区为中心发展药材加工和绿色经济。

加强对口合作与联系。发挥长春、四平两市等核心城市带动

作用，深化吉林—浙江、长春—杭州、四平—金华对口合作，加

强各层次沟通磋商，共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依托长吉图国家

战略，以推进四辽铁通经济协作区建设为抓手，强化与京津冀、

环渤海地区的产业联系与合作，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开展

面向对口合作地区的招商工作，吸引产业、资金、技术、人才向

长春、四平两市转移，提升产业层次，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积极推动全球吉商大会、四平发展大会等平台建设，吸引一批吉

商到长春、四平两市进行投资，助力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

深化对外开放交流。加强中日韩东北亚近域合作，重点开辟

长春至四平至营口至韩国仁川国际贸易航线，加强与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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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产业合作，探索建设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长春、四平两市的汽

车、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产业为基础，以长春临空经济示范

区、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一批对外经贸服务平台为支

撑，借力陆港建设，构建长平经济带对外开放新体系，积极开展

国际对口招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打造高端产业集聚

区。建设四平国家级产业合作发展与转型升级示范区，加强域外

产业合作，支持和规范企业 “走出去”，提高跨国经营管理水平，

开展国际劳务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开展制造业、经贸流

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专栏９　一体化开放合作重点工程

强化四平与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合作：四平市复制和推广中韩 （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政策，共享 “放管服”改革的各项创新举措及审批服务政策措施，支持长春、四平
两市优质农产品参与中韩示范区贸易，围绕两市杂粮杂豆、优质粮食 （大米除外）等优质农
产品资源优势，打通韩国市场。

推动四平陆港的建设：联手营口鲅鱼圈国家综合性主枢纽港，在四平建设营口港的无水
港，依托四平区域性铁路编组站和物流产业发展基础，申建海关特殊监管区。在四平域内建
设区域物流枢纽，加快产城港融合发展，建设向南开放窗口。在内陆港内申报设立保税区，
积极推动进出口贸易，重点发展农副产品、专用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冶金建材等大宗商品
物流和成品油交易物流，把四平打造成农机出口基地，面向印度的医药中间体出口基地，面
向美洲的手工艺品出口基地，粮食进口基地等。

打通长平营南下入海的战略通道：把沿海城市的港口功能向全省腹地延伸，积极开辟向
南入海的绿色新通道。积极开通长春至营口的保税货运班列，进一步加强长春、四平两市等
内陆港与大连、营口、锦州等港口城市在口岸通关、运营管理、航线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
紧密协作，探索跨区域多式联运口岸监管无缝衔接和无障碍流转，实现通关一体化。

加快完善口岸服务平台：加快完善口岸服务平台，做大做强长春航空口岸，充分发挥口
岸签证作用，为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人提供口岸签证便利，吸引更多外国人
来我省从事旅游、贸易等活动。

第八章　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推进基本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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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共享，推动文化、体育活动交

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适应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

展需求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不断增强长春、四平两市人民群众

对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第一节　促进教育资源合作共享

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探索建立教育资源共享联通机制，加强

两市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合作，支持发展合作办

学模式。推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

校在师资培训、课程改革、学科共建、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开通 “就业服务直通车”，依托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四

平职业大学等，发展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四平职业教育园

区，鼓励区域内职业院校面向两市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高质量

的产业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联合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

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

加强教研合作交流。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教育高峰论坛，

开展课题合作和跨区域教研协作，支持两地教育人才交流互动。

探索成立学校教育联盟，建立中小学教师教研培训合作机制，推

进两地学校联合举办教育发展改革研讨会和校长论坛，开展跨区

域教研协作，实施教研培训合作计划，重点在教学改革建设、教

师专业发展、师资培训、实训基地建设、教育信息共享等方面开

展合作，并推动两地教师继续教育与培训的互认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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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完善重大疫情联防联控及监测预警机

制，提高区域内发生重大传染病、不明原因群体性疾病，重大职

业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推进医疗服务、预

防保健、卫生监督、医疗救助机制和医疗保险区域一体化，完善

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推进两市医院建立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

协作网。深化两市在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健康管理等方面

合作。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配置长春、四平两市医疗

卫生资源，打造１５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满足群众多元化

就医需求，实现两市医疗资源的适度有序及均衡发展。对符合条

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开通省内异地即时结算功能，逐步实现异地

就医一体化。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有效增加基层医疗卫

生资源供给，全面提高节点城市、重点镇医疗机构综合能力。在

政府主导下，两地医疗机构通过医联体和专科联盟等形式开展合

作，进一步推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工作。

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长春、四平两市医疗卫

生机构全民健康信息共享互通，推动重大医疗设备共用、重大流

行性疾病共防建设。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全面推进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数据库等健康医疗大数

据的资源共享，全面实现公共卫生、人口监测、医疗服务、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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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综合管理等业务应用的互联互通及业务协同。

第三节　共同发展文化体育事业

加快文体设施建 设。整 合 两 市 图 书 馆、博 物 馆、文 化 艺 术

馆、民俗馆、规划展览馆等资源，开展参观交流、互展展品、展

示培训等活动，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完善提升城市博物馆、图书

馆、群众艺术馆、公共体育场馆、社区公园等大型文体设施功

能，推进公共文体设施面向居民免费开放。统筹规划两地文化设

施布局，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建设项目落地，提升公共文体服

务水平。

共同打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围绕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

牌。支持长春、四平两市建设红色旅游基地，依托四平战役纪念

馆、长春革命烈士陵园、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塔子山战斗遗址、

四平驻军基地等红色资源优势，共同开展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打

造党性教育培训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探索建立

农业博览联盟，依托长春农博园、四平关东农耕博物馆，联合举

办农民丰收节等农业节庆活动，增强区域文化影响力。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发展群众体育，加强健身活动中心、多

功能运动场、室内体育场 （馆）、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推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产业融合，培育多元体育产业主

体，发展冰雪运动、山地运动、健身娱乐、汽车赛事和竞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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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发展竞技体育，合理布局竞技体育项目，培育多层次的竞技

赛事，健全竞技体育人力资源培养体系。

第四节　统筹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

深化就业服务合作交流。深入推进两市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和

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共享，实现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指导、职位发

布、岗位推荐、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一体化对接，继续实施就业

困难群体就业合作，举办长春、四平大学生一体化专场招聘会等

活动。合力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大学生创业园、留

学回国人员创业园等孵化基地和创业平台。成立跨区域新型人才

联盟，积极组织高层次人才开展交流会、论坛会、主题沙龙等联

谊活动。通过 “双聘”、项目合作、技术攻关等方式促进专业技

术、高技能人才流动，鼓励长春专家学者加入四平智库。建立跨

市劳动人事争议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理机制及仲裁机构联席会议制

度，开展劳动保障监察联动执法和跨地区案件协查，共同协助办

理跨市欠薪案件和职业中介违法违规行为。

协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市 （镇）职工养老、失业、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制定统一的社会化管理服务办

法，加快推进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保政策一体化。进一步完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完善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实时结算平

台建设。建立区域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参保信息共

享机制，鼓励联建或跨市共建养老服务设施，率先推动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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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一卡通”，加强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关系转移服务管理。

专栏１０　公共服务资源重点项目

教育设施：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国际文教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四平市现代职
业教育园区暨新职业大学项目。

医疗设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提升项目、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中心医院项目、四平市疫情防控救治基地扩建项目。

文化设施：四平市烈士陵园纪念设施及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四平解放烈士纪念塔修
缮保护项目。

体育设施：四平市体育场项目、梨树县体育公园项目。

第五节　构建区域应急管理协同机制

加强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危化品监管、行政执法等各类突

发事件的信息共享，建立应急管理日常工作信息交流机制与平

台，畅通突发事件联络渠道，推进联防联治。在安全生产、自然

灾害等领域，协同发展应急救援力量，通过政府引导，加大两地

社会应急力量的交流合作。建立两地范围内应急装备、应急物资

协同储备及灾时快速调动机制，推进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协同联

动。开展突发事件联合应对、应急力量联训联演等方面的协作，

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应急联合演练，磨合联动机制。

第九章　合力推进生态环境共治

围绕 “点线面联动”立体化生态保护思路，加强净月潭国家

森林自然公园、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新立城引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重要生态源地共筑，东辽河、伊通河等流域共治，长平黑

土带共保，形成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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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长春四平一体化生态格局

第一节　共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围绕争创国家级黑土地保护综合开发

示范区，总结推广 “梨树模式”，依托现代农业研究院等平台，

探索适用于不同条件、不同地区的黑土地保护技术，研发配套保

护性耕作技术新机具，将长春、四平两市打造成高标准保护性耕

作长期应用样板和新装备新技术集成优化展示基地。加强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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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与修复，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设施

农业、休闲农业，开展低毒、低残留农药试点，推进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构建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的长效机

制，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全面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因地制宜扩大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个 “耕地中

的大熊猫”。

加快生态建设和治理。加快制定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开展河道和水土流失整治及

生态修复，加强水源地保护，提高流域洪涝灾害防治能力，重点

做好东辽河、伊通河等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实施长春新立城等重

要生态源地的退耕还林工程，提升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肺功能。

实施新立城饮用水水源地等湿地恢复保护工程，加强滨河 （湖）

带生态建设，加大人工湿地建设力度。加快农田林网建设，为高

标准农田提供生态屏障，实现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乡村林

果化。

优化生态景观格局。保护大黑山脉和双阳低山丘陵区林地空

间，修复双辽和农安草地沙化区，强化水源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

功能区保护，形成网络化的区域生态廊道，构建 “三带三区、七

脉连江、林田相间、城林镶嵌”的生态安全格局。 “三带三区”

即西部防风固沙林带、大黑山脉生态保护带、第二松花江防护林

带、西部草原湿地保护区、中部黑土保护及生态城镇建设区、东

部水源涵养及低山林地保护区。 “七脉连江”即打造以沐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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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开河、饮马河、伊通河、新凯河、东辽河、招苏台河为核心，

两侧湿地和防护林带为基础的七大河廊保育带。

第二节　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逐步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加大对秸秆、燃煤、扬尘和移动源的综合治理力度，强化氮氧化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协同减排，推进ＰＭ２５和臭氧协同控制，促进

空气质量巩固改善，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不断优化长春、四平

两市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进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进程，

鼓励企业技术升级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支持重新调整吉林

伊通经济开发区景台东区、新兴北区内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实

施燃煤及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程，建立健全多污染物控

制和监管体系。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探索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机制。启动机动车尾气排放治理工程，开展机动车尾气和燃油

品质治理，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开展秸秆禁烧和资源

化利用建设工程，禁烧区全面禁止秸秆露天焚烧，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

共同治理水环境污染。系统推进河湖连通、流域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工程，探索建立长春四平跨区域生态补偿费用机制，签

订流域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实行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实现

流域水生态环境全方位整体性改善。科学谋划东辽河、伊通河、

二龙山水库治理工作，重点推动东辽河水污染防治项目，保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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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资源供水安全；推动伊通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治理项目，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实施三联水库、石门水库、新立城水库

及寿山水库的生态保护及治理工程；围绕吉林省 “大水网”建设

任务，提高四平市、公主岭市及东辽河水源供给能力，为 “两市

一河”生产、生活及生态用水提供保障。

深化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协调建立共同的生态环境建设目

标，积极构建协作区域生态环境防治联动机制。探索建立各地生

态环境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有效应对跨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逐

步推进区域环境监测网络一体化建设，实现区域环境信息共享，

系统提升区域环境监管水平。开展跨城市联合执法，强化执法监

督和责任追究，加强环境治理跟踪机制、考核问责机制和区域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协调处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全

社会广泛参与、全方位立体推进的环境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第三节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工程和生态农业示范

园区建设，注重农业生产过程生态化，建立农业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模式。推进加工制造业节能减排，资源、能源及废弃物综合循

环利用和梯级利用，重点推进长春宽城资源循环利用基地、长春

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园、再生塑料制品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实施城

市移动废旧物资回收网络、建筑垃圾回收加工等项目。开展秸秆

能源化利用试点，打造吉林省秸秆能源化利用示范基地。加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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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园区循环化改造步伐，依托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资

源高效、循环利用和废物 “零排放”。实施垃圾分类，推进垃圾

无害化处理。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实行土地、能源、水资源消耗等总量和

强度双控行动，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统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推动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加

强重点领域能源管理，遏制高耗能产业发展。严格水资源红线管

理，加强用水效率控制，强化工业、农业等领域节水改造和技术

推广。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强化节能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

碳、便捷的交通体系。严格执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减少机

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加快推动长平区域内电动、混合动力等新

能源汽车使用，推广城市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绿色交通出行方

式。支持长春积极争取国家煤炭消费代替试点，积极开展长春、

四平两市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试点争创工作，编制市级温室

气体清单。

专栏１１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项目

黑土地保护：国家级黑土地保护综合示范区、长春黑土地保护行动项目。
流域治理：东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西辽河 （双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伊

通县伊通河流域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污染防治：长春市第六净水厂工程、长春市新立城水库生态环境综 合 整 治 工 程 项

目、梨树县招苏台河治理工程项目、四平市二龙山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梨树县
矿山整治和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循环经济：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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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加强规划实施保障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省委关于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决

定，适时调整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一体

化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省直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举措，指导、推动、督促规划实施。长

春、四平两市要强化规划实施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制度化、

高效化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工作推进机制，要强化项目支撑，聚焦

“十个围绕”和新基建 “７６１”工程，建立一体化协同发展项目

库，实行常态化管理。

第二节　完善政策保障

省直有关部门要围绕一体化规划、交通同网、园区同建、产

业同兴、开放同畅、服务同城、生态同治 “一体六同”要求，合

理确定政策取向，进一步研究制定推动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

的配套落实政策，强化各项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构建规划与政策

协调联动机制，在 重 大 项 目 建 设、产 业 发 展、财 税、金 融、市

场、人才等方面，推动长春、四平两市资源向一体化协同发展上

倾斜。

第三节　强化监督保障

强化督查考核。完善规划实施督查考核制度，将规划落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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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效果纳入政府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省直有关部门要做好本

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督查检查。长春、四平两市要定期开

展规划实施的评估。

强化责任分工。长春、四平两市要强化对本规划实施的组织

领导，制定实施方案，逐年提出年度重点任务，并报长平一体化

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举措，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政策保障。

加强信息公开。发挥新闻媒体、社会群众的监督作用，提高

规划实施的民主化和透明度，促进长春四平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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