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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沈阳市、大连市）

2024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612.7亿
元，比上年增长5.1％。吉林省增长4.3％，黑龙江省增长
3.2％，增速低于全国GDP增速（5.0％）。

2024年辽宁省经济运行情况
辽宁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1％，比

全国5.8％的平均增速低2.7个百分点。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5.3％，比全

国3.2％的平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78.3亿元，比上年增长4.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5％，高于全国4.4％的

平均增速。

进出口总额7,630.5亿元，比上年下降0.5％，与全国

5.0％的平均增速相比大幅下降。其中，出口额3,776.7亿元，

增长6.8％；进口额3,853.8亿元，下降6.7％。

辽宁省统计局在2025年1月19日发布的公告中表示“全

省经济运行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024年沈阳市、大连市经济运行情况

沈阳市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9,027.1亿元，比上年增长5.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增
长5.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5％。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4.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372.6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117元，增长
4.6％。

·进出口总额1,465.6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出口
额582.4亿元，增长11.0％；进口额883.3亿元，下降
6.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5亿美元。

大连市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9,516.9亿元，比上年增长5.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增
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4.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6％，高于全国5.8％
的平均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2.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85.9亿元，比上年增长3.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212元，比上年增长

4.7％。

·进出口总额4,496.7亿元，同比下降1.3％，其中出口额
2,200.1亿元，增长5.8％；进口额2,296.5亿元，下降
7.2％。

表：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经济运行情况(2024年)

项目

辽宁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2,612.7 5.1 9,027.1 5.2 9,516.9 5.2
第一产业（亿元） 2,565.7 4.2 329.3 4.3 585.7 4.3
第二产业（亿元） 11,503.3 5.3 3,167.5 5.0 3,349.0 6.6
第三产业（亿元） 18,543.7 5.0 5,530.3 5.3 5,582.2 4.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3.1 - 4.5 - 7.6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5.3 - 4.0 - 2.0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 -20.0 -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0,778.3 4.0 4,372.6 3.9 2,085.9 3.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0.2 - 0.6 - -0.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7,982 4.5 56,117 4.6 56,212 4.7
进出口总额（亿元） 7,630.5 -0.5 1,465.6 -0.2 4,496.7 -1.3
出口额（亿元） 3,776.7 6.8 582.4 11.0 2,200.1 5.8
进口额（亿元） 3,853.8 -6.7 883.3 -6.5 2,296.5 -7.2

外商直接投资
实际使用金额

218.6	
(亿元) - 2.5	

(亿美元) -79.7 18.8	
(亿美元) 94.2

资料来源：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各统计局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①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意见交流会
·时间：2024年4月15日

·中方参会人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

·日方参会人员：大连领事办公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
连代表处、大连日本商工会

·交流内容：为举办槐花恳谈会，就近期改善营商环境的
问题进行确认并交换意见。

②与大连市副市长恳谈会
·时间：2024年5月11日

·中方参会人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商务局处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大连领事办公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
连代表处、大连日本商工会

·交流内容：副市长就以商务局为窗口的与商工会的日常
交流提出建议，并就相关事项交换意见。

③第六届大连中日槐花恳谈会
·时间：2024年7月24日

·中方参会人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及市政府
干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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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参会人员：日本领事馆常驻大连办事处、JETRO大
连代表处、日本地方政府代表处驻连机构、大连日本
商工会及日资企业代表

·交流内容：恳谈会是以中日双方就各驻连机构和企业面
临的问题交流意见为宗旨而搭建的平台。

　大连市长等市政府相关人员、上述机构和企业的业务负
责人和商工会代表等共计约50人出席了会议。对于商工
会提出的建议内容，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出了答复。

④与大连市委书记会谈
·时间：2024年9月24日

·中方参会人员：大连市委书记

·日方参会人员：金杉大使、中国日本商会

·交流内容：日方阐述在连日本侨民及日资企业安全与安
心的重要性，希望大连市持续提供支持。

⑤与辽宁省委书记会谈
·时间：2024年9月25日

·中方参会员：辽宁省委书记

·日方参会人员：金杉大使、中国日本商会

·交流内容：日方阐述在辽日本侨民及日资企业安全与安
心的重要性，希望辽宁省持续提供支持。

⑥与沈阳市委副书记会谈
·时间：2024年9月25日

·中方参会人员：沈阳市委副书记

·日方参会人员：金杉大使、中国日本商会

·交流内容：日方阐述在沈日本侨民及日资企业安全与安
心的重要性，希望沈阳市持续提供支持。

⑦与辽宁省商务厅定期对话
·时间：2024年10月23日

·中方参会人员：辽宁省商务厅厅长、商务厅处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大连代表处、大连日本商工会

·交流内容：辽宁省商务厅厅长与日资企业代表举行了第
一次定期对话。会上说明了在大连市层面难以解决的、
关乎改善营商环境的事项，随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⑧大连市外资企业恳谈会
·时间：2025年1月15日

·中方参会人员：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商务局副局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连代表处及日资企
业代表

·交流内容：大连市方面对改善经营环境的新政策进行说
明，之后，与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行意见
交流。

⑨2025大连市外国友人新春招待会（2025年2月7日）

＜建议＞
※以下现状说明与改进建议均为截至2025年1月底

整理汇总的内容。

1. 沈阳市投资环境优化建议（问题及改进措施）

 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现状说明：
　当前，政府部门在组织业务相关咨询、调查等工

作时，经常采取不定期且突发的形式开展工作。
此类工作通过统一指示或经由银行等渠道传
达，方式多样。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
针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对
于本就人力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此类方
式无疑加重其运营负担。

改进建议：
　为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并降低对其业务

运营的影响，希望政府部门在开展相关咨询、
调查等工作时，充分预留响应时间，同时优化流
程，简化手续，并尽可能减少调查工作量，在实
施前应充分考虑中小企业实际情况。

 避免对企业施加节假日应对压力
现状说明：
　当前，部分政府环保相关部门在对企业开展检

查时，安排在节假日或非工作时间进行。

改进建议：
　鉴于当前社会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日益重视，改善

劳动环境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要求企业员工在
休息日或非工作时间加班配合检查的做法已不
符合时代需求。为更好地吸引外资，并与国际先
进标准接轨，希望除非遇有紧急情况，应避免在
节假日或非工作时间开展检查。

2. 大连市投资环境优化建议（问题及改进措施）

 确保在华日本人安全保障工作
现状说明：
　2024年，中国多城市接连发生针对日本人的袭击

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对大连市内日本人社区产
生较大震动。尤其是日资企业中携带子女的常
驻人员，对自身及家人安全尤为关注，各企业亦
相应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大连长期以来被广
泛认为是较为安全的居住地，但近年来的事件
引发了社区对安全保障的浓重关切，日本人社区
普遍希望大连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完善安全、安
心的生活环境。除了安全问题，路面违章停车问
题普遍，导致交通拥堵、行人通行受阻及视野受
限，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隐患，致使居民对整体治
安环境产生担忧。

改进建议：
　为切实保障在华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并提升其

居住的安全感，希望提升日本人学校及日本人居
住区的安保措施。希望加大力度整治道路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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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行为，为行人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日语及高水平IT人才“留才”保障措施
现状说明：
　近年来，大连市面临优秀大学毕业生外流的难

题。尽管大连市政府已相继推出面向应届毕业生
发放房租、购房补贴等措施吸引和留住本地及外
地优秀人才，但总体效果仍不理想。在日资企业
中，日语人才的短缺直接削弱了大连市作为投资
热点城市的竞争力，同时，日益上涨的人力成本
也增加了企业在本地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

改进建议：
　希望进一步加强人才流失防控措施，包括：拓展

应届毕业生与日资企业的沟通交流渠道；提高
住房补贴覆盖范围；优化劳动合同政策，提高灵
活性。希望政府支持企业为员工提供日语培训，
并对相关教育项目给予财政支持。

 拓展中国国内外航班
现状说明：
　随着针对日本公民短期访华免签政策的恢复，

中日以及中国国内商务往来日益活跃。然而，目
前大连至日本各地（尤其是大连—关西机场航
线）以及中国国内（如大连—上海虹桥航线）的
航班数和便利性仍显不足；同时，金普新区（涵
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前往机场的交通
条件极为不便。

改进建议：
　希望进一步提高机场运营效率，以充分利用深

夜时段起降时间，提高航班的频次，优化航线布
局。希望提升机场交通便利性，包括加强道路
交通管理、缓解拥堵，规划并开通主要区域间
的机场接驳专线，全面提升交通可达性。同时，
在新机场启用过程中，希望既要优化市区交通
连接，又要重点解决金普新区等主要商务区域
与新机场之间的便捷通行问题。

 电力设备老化及应对措施
现状说明：
　近期，大连市部分日资工厂因高压干线电缆（连

接变电站与厂区受电设备）损坏而发生停电事
故，损坏部分位于工厂厂区外。虽然根据与电
力公司合同，该电缆属企业资产、由企业负责维
护，但因损坏部分位于厂区外，维修需经电力公
司审批，流程繁琐且耗时较长，导致企业无法自
主及时检修。此外，大连市许多日资工厂都面临
类似情况，多数电力设施已运行逾30年，设备老
化情况较为严重。若仅采取事后被动处理，容易
引发企业停产、经济损失及社会基础设施安全
隐患，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改进建议：
　为了在事故发生前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希望由

电力管理部门牵头，推动以下工作：（一）呼吁企
业重新确认与电力公司的合同条款；（二）组织
电力公司就定期检查等应对措施举办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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