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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经济现状分析 

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保持低位增长，处在全国靠后位置。尤其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东三

省经济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消费、外贸等多

个领域的复苏势头明显。 

一、东三省经济现状 

1、东三省经济总量变化 

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保持低位增长，处在全国靠后位置。从东三省GDP总量来看，2019年达

到5.02万亿元，同比下降5.6%，同时，东三省在全国的GDP占比下降幅度较大，2009-2019年间，东

三省GDP的全国占比从8.9%下降到5.1%，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下降1.9、0.9、1.1个百分

点。 

在东三省范围内，辽宁省GDP总量2.49万亿，占到了东三省经济总量的一半；吉林省GDP总量1.17

万亿，占比23.3%；黑龙江GDP总量1.36万亿，占比27.1%。虽然三省GDP与2009年相比涨幅分别为

63.7%、61.1%、58.5%，但明显低于同时期全国GDP184.3%的涨幅。总体来看，辽宁、吉林、黑龙江

经济增速总体相近，辽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强省，一直占据东北三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区域经济总

量格局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从人均GDP来看， 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达到5.72万元、4.35万元、3.62万元，与

2009年相比涨幅分别为62.7%、63.5%、61.2%。人均GDP地区间差异较大，同时呈现出由南向北依次

递减的趋势。 

图表 1：2009-2019年东三省经济总量及人均 GDP（亿元） 

  辽宁：

GDP 

吉林：

GDP 

黑龙江：

GDP 

东三省

GDP 

全国

GDP 

辽宁：人

均 GDP 

吉林：人

均 GDP 

黑龙江：

人均GDP 

全国人

均 GDP 

2009 15,212 7,279 8,587 31,078 348,518 35,149 26,595 22,447 26,180 

2010 18,457 8,668 10,369 37,493 412,119 42,355 31,599 27,076 30,808 

2011 22,227 10,569 12,582 45,378 487,940 50,760 38,460 32,819 36,302 

2012 24,846 11,939 13,692 50,477 538,580 56,649 43,415 35,711 39,874 

2013 27,213 13,046 14,455 54,715 592,963 61,996 47,428 37,697 43,684 

2014 28,627 13,804 15,039 57,470 643,563 65,201 50,160 39,226 47,173 

2015 28,669 14,063 15,084 57,816 688,858 65,354 51,086 39,462 50,237 

2016 22,247 14,777 15,386 52,410 746,395 50,791 53,868 40,432 54,139 

2017 23,409 14,945 15,903 54,256 832,036 53,527 54,838 41,916 6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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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5,315 15,075 12,847 53,236 919,281 58,008 55,611 43,274 66,006 

2019 24,909 11,727 13,613 50,249 990,865 57,191 43,475 36,183 70,892 

十年涨幅 63.7% 61.1% 58.5% 61.7% 184.3% 62.7% 63.5% 61.2% 170.8%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图表 2：2009-2019 年东三省经济增速（名义 GDP）及人均 GDP增速 

  辽宁：

GDP 

吉林：

GDP 

黑龙江：

GDP 

东三省

GDP 

全国

GDP 

辽宁：人

均 GDP 

吉林：人

均 GDP 

黑龙江：

人均GDP 

全国人

均 GDP 

2010 21.3% 19.1% 20.7% 20.6% 18.2% 20.5% 18.8% 20.6% 17.7% 

2011 20.4% 21.9% 21.3% 21.0% 18.4% 19.8% 21.7% 21.2% 17.8% 

2012 11.8% 13.0% 8.8% 11.2% 10.4% 11.6% 12.9% 8.8% 9.8% 

2013 9.5% 9.3% 5.6% 8.4% 10.1% 9.4% 9.2% 5.6% 9.6% 

2014 5.2% 5.8% 4.0% 5.0% 8.5% 5.2% 5.8% 4.1% 8.0% 

2015 0.1% 1.9% 0.3% 0.6% 7.0% 0.2% 1.8% 0.6% 6.5% 

2016 -22.4% 5.1% 2.0% -9.4% 8.4% -22.3% 5.4% 2.5% 7.8% 

2017 5.2% 1.1% 3.4% 3.5% 11.5% 5.4% 1.8% 3.7% 10.9% 

2018 8.1% 0.9% -19.2% -1.9% 10.5% 8.4% 1.4% 3.2% 10.0% 

2019 -1.6% -22.2% 6.0% -5.6% 7.8% -1.4% -21.8% -16.4% 7.4%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2、东三省产业结构现状 

整体来看，东三省产业结构调整趋向合理，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明显。2019

年，三个省份第三产业占比分别达到53%、53.8%、50.1%，相较于2009年分别提升14.3、15.9、12.6

个百分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第二产业这十年间分别下降了13.7、13.4、19.1个百分点，分别降

至38.3%、35.3%、26.6%。 

分省份来看，辽宁与吉林产业结构变迁趋势更为相近，2009-2019年第一、第二产业占比下降、

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目前均形成了第三产业占比过半，第二产业占比处于35%-40%的格局。而黑龙

江产业结构则呈现出第二产业向第一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2009-2019年，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

19.1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则分别上升9.9、12.6个百分点。 

图表 3：东三省三次产业规模（亿元） 

 

辽宁：GDP 吉林：GDP 黑龙江：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8 1302 7512 4647 917 3065 2443 1089 4366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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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1415 7906 5891 981 3542 2756 1154 3920 3213 

2010 1631 9977 6849 1050 4506 3111 1303 5204 3862 

2011 1916 12152 8159 1277 5611 3680 1702 6331 4550 

2012 2156 13230 9460 1412 6377 4150 2114 6038 5540 

2013 2322 14269 10487 1509 6858 4614 2517 5918 5948 

2014 2286 14385 11956 1525 7287 4992 2612 5544 6884 

2015 2384 13042 13243 1596 7006 5461 2634 4798 7652 

2016 2173 8607 11467 1499 7005 6273 2670 4401 8315 

2017 1902 9200 12307 1095 6999 6851 2965 4061 8877 

2018 2033 10025 13257 1161 6411 7503 3001 3536 6309 

2019 2178 9531 13200 1287 4135 6305 3182 3615 6815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图表 4：东三省三次产业结构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业

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第一产业

占比 

第二产

业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业

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2008 9.5% 55.0% 34.0% 14.3% 47.7% 38.0% 13.1% 52.5% 34.3% 

2009 9.3% 52.0% 38.7% 13.5% 48.7% 37.9% 13.4% 45.7% 37.4% 

2010 8.8% 54.1% 37.1% 12.1% 52.0% 35.9% 12.6% 50.2% 37.2% 

2011 8.6% 54.7% 36.7% 12.1% 53.1% 34.8% 13.5% 50.3% 36.2% 

2012 8.7% 53.2% 38.1% 11.8% 53.4% 34.8% 15.4% 44.1% 40.5% 

2013 8.5% 52.4% 38.5% 11.6% 52.6% 35.4% 17.4% 40.9% 41.1% 

2014 8.0% 50.2% 41.8% 11.0% 52.8% 36.2% 17.4% 36.9% 45.8% 

2015 8.3% 45.5% 46.2% 11.4% 49.8% 38.8% 17.5% 31.8% 50.7% 

2016 9.8% 38.7% 51.5% 10.1% 47.4% 42.5% 17.4% 28.6% 54.0% 

2017 8.1% 39.3% 52.6% 7.3% 46.8% 45.8% 18.6% 25.5% 55.8% 

2018 8.0% 39.6% 52.4% 7.7% 42.5% 49.8% 23.4% 27.5% 49.1% 

2019 8.7% 38.3% 53.0% 11.0% 35.3% 53.8% 23.4% 26.6% 50.1%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二、辽宁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 1770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1%。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313.1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6702.6 亿元，同比下降

0.6%；第三产业增加值 9692.3 亿元，同比下降 2.2%。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增速加快 0.6个

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出现小幅负增长，不过环比上半年已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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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增加值恢复增长 

2020年前三季度，辽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7月、8月、9月当月同比分别增长

4.5%、4.8%、6.2%，带动前三季度累计增速由上半年的下降2.3%转为增长0.3%。 

从行业来看，重点行业恢复较好。装备制造、石化、冶金是辽宁省三大工业行业，2019年工业

增加值占比分别为29.7%、27.2%、16.3%，合计占比73.2%。今年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累计

下降1.4%，降幅较上半年收窄7.1个百分点，9月增长14.0%；石化工业增加值增长4.6%；冶金工业

增加值累计增长0.9%，9月增长8.9%；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1.5%，9月增长8.2%。 

目前大部分工业行业和产品恢复增长，部分高技术行业和新产品快速增长。9月，41个大类行

业中，有30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面为73.2%；在重点监测的68种工业产品中，有39种产品产量保

持增长，增长面为57.4%。 

从高技术行业来看，前三季度，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8倍，光纤、光缆制造及锂离

子电池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9.8%，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7%。从工业新产品

看，集成电路产量增长59.7%，稀土磁性材料产量增长40.2%，光缆产量增长13.3%。 

2、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 

前三季度，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由上半年的同比下降2.7%转为增长0.1%，去年同期为同比下降

1.7%。 

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实现同比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3%。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57.9%，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52.8%，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35.6%，道路

运输业投资由上半年的下降15.4%转变为增长1.0%。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5%，增速提高2.1个百分

点。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0.7%，降幅较上半年收窄8.3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7%，增速较上半年提高16.1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86.9%，增速提高37.5个百分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2.5%，增速

提高39.1个百分点。此外，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且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前三季

度增长8.1%。 

3、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  



 

8 / 11 

前三季度，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降幅较上半年收窄5.9个百分点，去年

同期为同比增长6.0%。 

生活必需品类和药品类零售额正增长，日用品类零售额增长9.3%，中西药品类零售额增长7.5%，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0.9%。汽车类零售额下降，不过降幅收窄。前三季度，汽车类零售额下降4.1%，

降幅较上半年收窄6.8个百分点，7月、8月、9月当月分别增长6.4%、5.9%和13.2%。此外，以智能

化为代表的消费升级类商品快速增长。9月当月，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79.3%，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零售额增长45.6%。网上零售保持高增速，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11.2亿元，增长

23.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3%。 

4、出口贸易结构不断调整 

前三季度，辽宁省进出口总额4912.2亿元，同比下降7.3%，降幅较去年同期扩大。其中，出口

总额1921.1亿元，下降18.2%（去年同期为下降1.5%）；进口总额2991.1亿元，增长1.3%。出口贸

易结构不断调整。 

从出口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出口1080.4亿元，占出口总额的56.2%，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出口746.1亿元，占38.8%。 

从进口来看，原油进口936.0亿元，增长28.4%。 

三、吉林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前三季度，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796.6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1.5%，比上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8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721.77 亿元，同比增长 1.7%；第二产业增加值 3210.41 亿元，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

4864.50 亿元，下降 1.1%。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增速下降 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速大幅

提升约 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大幅下降 5.1个百分点。 

1、工业复苏势头明显 

前三季度，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三季度工业领域复苏势头明显，

带动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半年提高2.9个百分点，总体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个百分

点，在全国位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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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点产业看，汽车、石油化工领域情况明显好转，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15.5%，增速比上半

年提高6.3个百分点；石油化工产业下降3.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0个百分点；医药产业下降

2.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3.5个百分点；食品产业增长0.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装

备制造产业由上半年的下降1.0%转为增长0.5%。 

2、服务业稳步复苏 

前三季度，吉林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9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

相比，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约5.1个百分点。 

从重点行业看，金融业增长5.9%，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下降2.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3.5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下降7.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0个百分

点；房地产业下降0.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吉林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

余额增长11.5%，贷款余额增长9.9%，铁路货物发送量增长17.7%，公路货运量增长1.7%。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高位 

前三季度，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吉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大幅提

升23.3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0.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8.7%。从

主要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0%，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5.1%。项目个数快速增长。前三季

度，全省亿元及以上在建项目1459个，增长17.9%；本年新开工项目478个，增长72.6%。民间投

资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7%，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3个百分点。 

4、消费品市场明显回暖 

前三季度，吉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1%，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9个百分点。与

去年同期相比，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幅下降18.7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明显。 

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8个百分点。消费市

场加快复苏步伐。9月份，饮料、烟酒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54.0%和32.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4.1%和45.9%。汽车类9月份增长1.7%，连续3个月实现

当月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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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龙江省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61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1.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3.0 个百分点，增速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从

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963.8 亿元，增长 2.9%，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增加值 2592.8 亿元，下降 1.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3.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5063.1 亿

元，下降 3.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2.6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增速提升 0.3 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增速下降 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大幅下降 8.2个百分点。 

1、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前三季度，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下降 0.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3.3 个百

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大幅下降 3.4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严重。但 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0%，连续 2 个月实现较高增长。 

前三季度，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分别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2.2%、31.2%、7.3%、5.2%。锂离子电池、发电机组、生物乙醇、铜金

属含量、汽车用发动机、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1.4倍、64.7%、64.5%、59.7%、49.3%、36.7%。 

2、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发力 

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2.1%，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8 个百

分点，比 2019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保持正增长，增幅高于全国 1.3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1 倍，持续高位运行；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7%，其中工业投

资明显好转，增长 3.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1.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

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28.5%。 

前三季度全省开复工项目明显增加。开复工项目比上年同期增长 14.5%，增幅比 1月—8月提

高 2.1 个百分点；其中，新开工项目增长 9.4%，增幅比 1月—8月提高 8.1个百分点。 

3、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升级类商品恢复明显。前三季度，黑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

期下降 16.8%，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5.9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基

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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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传统大宗消费继续恢复，9月份当月，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9%和 3.4%。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恢复明显。9 月份当月，家具类、金银

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87.2%、45.1%、37.4%。 

前三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网上商品零售额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7.5%，增幅同比提高 85.2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完成 29839.7 万件，同比增长 27.2%，其中 9 月份，完成 4663.4 万件，同

比增长 48.6%。 

4、进出口降幅收窄 

进出口降幅收窄，出口增幅高于全国。据哈尔滨海关统计，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实现进出口总

额 1182.3 亿元，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15.0%，降幅比 1月—8月收窄 0.8个百分点，增速较去年同

期也下降了 28.1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269.0 亿元，增长 6.6%，已连续 5 个月保持正增长，增幅高于全国 4.8 个百分点；

进口 913.3亿元，下降 19.8%，降幅比 1月—8月收窄 1.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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