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16+1”经贸合作示范区
总体方案》文件解读



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总体要求，紧扣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均衡发展的宏大目

标，围绕“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重点和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一批重大示范

任务，不断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全方位合作，打造地方参与“16+1”合作样板，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积累新经验和新做法，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作出辽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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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1年，将辽宁“16+1”经贸合作示范区纳入中国—中东欧“16+1”合作框架；

到2025年，辽宁"16+1"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重点国家建立起持久务实高效的地方合

作机制；

到2035年，辽宁与中东欧国家互联互通高效、便捷，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贸易

投资、园区建设等方面形成一批"辽宁样板""辽宁范例"和"辽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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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作为

中国-中东欧合作的重要抓手和新亮点，是

辽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

设立辽宁"16+1"经贸合作示范区，打

造中国-中东欧双向多元的产能合作，重点

推进装备制造业合作，将加速辽宁省产业转

型升级，为东北全面振兴打造"辽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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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与中东欧合

作，为深化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注

入新引擎的迫切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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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以海铁联运为重点的多式联运枢纽区，
形成“一带一路”经东北地区的完整环线。
2、加大与中东欧国家"硬联通"设施建设力度。
3、大力推进与中东欧国家"软联通"。

1、积极发展对中东欧国家贸易新业态。
2、提高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水平。
3、充分挖掘贸易先行优势。

1、提高优势领域对中东
欧国家的产能合作水平。
2、在汽车、航空等运输
设备领域加强并购和引
资。
3、在机床、船舶等领域
开展基于共同拓展第三方
市场的投资合作。

1、在中东欧国家有序布
局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
2、在辽宁"16+1"经贸合
作示范区建立一批产业园
区。



金融服务支撑

示范重点之
六项支撑条件

科技合作支撑

合作平台支撑 合作机制支撑

合作制度支撑 国内环境支撑

示范重点之
十大示范工程

海铁联通示范工程

扩大进口示范工程

优势产能转移和高端装备制造合作示
范工程

"一国一区"境外园区示范工程

"一城一园"示范工程

科技合作示范工程

投资促进示范工程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示范工程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程

人文交流促进工程



示范重点之
28个示范项目 （具体项目略）

保障措施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组织机制保障 加强人才智力支撑

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加强宣传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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