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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 年 6 月 25 日

以探究丹东“真实问题”为目标的深度调研进
展情况报告（一）

郭崇婷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丹东市作为我省的重要城市，近年来在经济建设、

城市建设、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作为一个地处边境的地区，丹

东市围绕农产品、水产品、电子信息、新材料、仪器仪表、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加速创新要素集聚，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

些“真实问题”，本次调研首先从农产品和水产品领域开展，旨在通过深入了解

丹东市几家代表性企业的运营状况、发展瓶颈及发展现状，通过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为丹东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丹东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区域特点，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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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重工业、农业和边境贸易为主。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东

北地区的振兴政策不断推出，丹东市也积极引进外资、推动产业升级，努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丹东市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和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人才流失等。本次调研的目的在于通过

实地考察和深入访谈，探究这些“真实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为丹东市的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二、调研对象与方法

2024 年 6月，本人与丹东市科技局田叶副局长、丹东市科技局杨臣科长、东

港发改局副局长史俊功和东港发改局宋紫晖开展调研工作。调研选取了丹东澳森

食品有限公司、丹东永明食品有限公司和丹东泰丰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调研对象，

这三家企业分别代表了丹东市在农业深加工、水产品加工和食品出口方面的优势

产业。

三、调研进展情况

1. 丹东澳森食品有限公司

丹东澳森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农产品深加工领域

具有重要地位。该公司主要有四条生产线，分别是紫苏叶初加工、预制菜、特婴

食品及草莓、蓝莓等工业原料的生产。其中，紫苏叶采用日本的种子作为母种，

集种植（2000 亩）、采摘、腌渍程序为一体，全部出口日本；预制菜包括汤料类、

意大利面、即食拌饭料等，目前部分商品已和日企、上海海洋大学共同建立企业

标准和行业标准。图 1为丹东澳森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景图，包括海苔的人

工去杂、果粉的加工制作和腌渍紫苏叶的人工筛选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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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丹东澳森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景图

调研发现，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受

限于国际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大等因素，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此外，公司还

面临着国际形势严峻、用工成本上升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公司正在积极寻求

解决方案，如积极寻求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加强原料基地建设、引进智能化

生产设备、加强员工培训等。

2. 丹东永明食品有限公司

丹东永明食品有限公司在水产品加工领域具有较强实力。调研发现，该公司

在产品质量控制、市场开拓等方面表现出色，但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方面仍

存在不足。特别的是，该公司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依赖于高效廉价的朝鲜

工人，然而，目前中朝合约正在重新制定，该系列政策将直接影响丹东东港水产

品加工类企业的发展，如成本提升、生产力降低等劣势。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表

示，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公司正在积极寻求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路径，提高机械化水平以降低对人工的依赖，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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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参观了国家水产品出口基地东港市展示中心。东港市是辽宁省海

洋渔业主产区，水产品产销量及出口量居全省前列，年水产品总产量 46.2 万吨，

渔业经济总产值 108 亿元。全市水产品加工企业 200 多家，其中 112 家拥有进出

口经营权，80家开展了自营进出口业务。全市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额 4 亿多美元，

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60%以上。“东港大黄觊”、“东港杂色蛤”和“东港梭子蟹”

获得国家地理标识认证。2013 年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辽宁省水海产品出口基地”，

2014 年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性示范基地”，2018 年被

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水产品出口基地东港市展示

中心，将产业与市场、产品与旅游等资源要素有机整合，着力打造集海洋食品产

业和海洋经济形象展示、大宗产品批发、市民休闲购物、旅游综合购物等功能于

一体的常态化展示销售中心，是东港对外招商、专业研讨、产品研发等对外交流

的窗口和平台。

3. 丹东泰丰食品有限公司

丹东泰丰食品有限公司在水产品加工出口领域具有领先地位。调研发现，该

公司在原料采购、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但同样面临

着成本上升、人力不足等挑战。公司正在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等措

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四、问题与挑战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丹东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与挑战：

1.产业比例失衡：丹东的产业比例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但总体

上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数据显示丹东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为 20.0：25.9：54.1，

即农业占比 20.0%，工业占比 25.9%，服务业占比 54.1%。这显示丹东的服务业占

主导地位，但工业占比相对较低。然而，在工业内部，丹东仍过度依赖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业。



- 5 -

2.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大：丹东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仪器仪表等，

在过去曾是优势产业，但近年来其优势不再明显。这些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过

多依赖于朝鲜工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且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这

种产业结构使得丹东在面临外部竞争时，很难保持优势。

3.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尽管丹东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并尝试

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来推动产业升级，但进展仍然缓慢。且丹东的产

业园区管理体制相对落后，重复项目、同争抢一个项目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4.中小企业发展受限：丹东的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

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中小企业在参与高层次竞争时

面临困难。这些企业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初加工的业务，技术含量低，处在产业

链的低端。同时，用工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也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发展。

5.人才流失率高导致人才短缺：受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单一、工资水平低

等因素制约，辽宁省丹东市青年人才吸附力不强。从 2010 年至今，每年约有 1.2

万人考录全国大专以上院校，但回丹就业的不足 3000 人，流失率高达 75%。由于

人才的大量流失，丹东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医

疗、科研等关键领域，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尤为缺乏。

6.丹东专业技术人员较少：丹东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少。这些企业往往因为规模小、资源有

限，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除了技术人才外，丹东在管理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上也存在不足。丹东多数企业为家族企业，管理观念较为落后，缺乏现

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导致企业运营效率低下，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而忽视长

期规划。同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晋升通道，使得人才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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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丹东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丹东人才

流失问题严重，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降低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比重。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提高机械化程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

身于高科技领域，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针对产业集聚现象严重

的地区采取适当措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转型升级传统产业：以现有企业为支撑，依托技术及人才优势，通过企业

搬迁改造、兼并、重组等方式，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加

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3.加强区域间合作与交流：通过落实区域联动发展的政策，引导资源在区域

间的流动，促进资源配置更加平衡。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丹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提高薪酬福利水平：调整员工薪资待遇，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提供

丰厚的福利待遇，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对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供更具

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激励他们为丹东的发展做出贡献。

5.加强人才培养和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具有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和

职业发展路径，帮助员工提升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6.优化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团队氛围，倡导工作与

生活的平衡，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归属感。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积极向

上的企业形象，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7.加强招聘和引进人才：积极拓展招聘渠道，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等方

式引进优秀人才加入企业。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高丹东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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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多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来丹就业创业。

综上所述，丹东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提高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工资水平、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以吸引和留住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同时，

企业也需要转变管理观念，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

竞争力。

六、总结与展望

本次调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深刻的认识。我们将继续关注丹东市其他领域

的发展动态和热点问题，为丹东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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