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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要振兴东北地区经济 , 就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群 , 大力发展产业链经

济 ,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 要加大国家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 , 鼓励外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到东北投资参与

东北地区经济建设 ; 要构筑四大通道、一个产业带 , 把大连做大做强 , 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带动东北经

济振兴的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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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兴东北地区经济 , 从长远看 , 关键是培育

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在产业

发展方面 , 东北地区具有三大优势 : 一是具有良

好的基础设施 ; 二是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

尤其是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 ; 三是科

技教育力量较为雄厚 , 长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

素质的产业工人。但当前东北地区产业发展也面

临着三大制约因素 :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观

念根深蒂固 , 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 企业经营

机制不活 , “观念、体制和机制”问题一直是制

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 二是企业投融资渠道

单一 , 信用等级低 , 历史欠账多 , 社会包袱沉

重 , 缺乏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能力 ; 三是银行呆坏

帐比例高 , 资本市场不发育 , 民间资本不活跃。

因此 , 从长远看 , 要振兴东北地区经济 , 使东北

地区逐步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 关键是要依

靠国家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 , 积极培育资本市

场 , 加快金融产业发展 , 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

本、金融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东北改造 , 从而提

升东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促进优势产业逐步向

集群化方向发展。

一、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群 , 大力发展产业链经济 ,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群是提升区域产业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目前 , 辽宁省已明确提出要建成

为国家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要原材料

工业基地 ; 吉林省提出要建设汽车、石油化工、

农产品加工、现代中药及生物药和光电子信息等

高新技术产业五大产业基地 ; 黑龙江省则提出要

培育发展六大产业群 , 建设六大产业基地 , 即发

展装备制造产业群 , 建设现代化重大装备制造基

地 ; 发展石化工业产业群 , 建设全国一流的石化

工业基地 ; 发展能源工业产业群 , 建设东北煤电

基地 ;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群 , 建设全国最

大的绿色特色食品加工基地 ; 发展医药产业群 ,

建设我国重要的“北药”生产基地 ; 发展森林工

业产业群 , 建设我国重要的林产品加工基地。

从发展条件和基础看 , 东北地区的产业发展

应重点构筑原材料及后续加工产业、装备制造

业、农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四大优势主

导产业群。为此 , 第一应按产业集群化的思路 ,

大力发展产业链经济 , 逐步延长产业链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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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东北地区企业办社会现象严重 , 产业链条的

各个环节及相关部门大都是在企业内部完成 , 这

种产业链条的“内部化”现象 , 既不利于资源配

置效率的提高 , 阻碍了社会化分工体系的形成 ,

也对民间资本产生一种挤出效应 , 扼杀了民营中

小企业的发展机会。第二 , 要完善地方产业配套

体系 , 逐步形成若干 1 小时、2 小时产业配套协

作圈。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 , 东北地区产业配套

能力相对薄弱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投资和

国内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事实上 , 是否具有

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 , 已成为各地吸引外资

大规模进入的“第三投资环境”。第三 , 要高度

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科技力量较

为雄厚 , 重化工业基础较好 , 具有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的诸多有利条件。但至今为止 , 东北地区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沿海地区还具有较大差距。

2002 年 , 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 813 % , GDP

占 918 % , 工业增加值占10. 6 % , 而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仅占 519 % , 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 5. 5 %

(见下表) 。第四 , 积极引导银行信贷投向 , 国家

金融支持应与培育优势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 , 优

先支持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农产品深加工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东北地区、京津冀和山东省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东北地区 京津冀 山东省

金额
比重

( %)
金额

比重

( %)
金额

比重

( %)

GDP (亿元) 1158615 918 1138614 916 1055211 819

人口 (万人) 10715 813 9165 711 9082 711

工业增加值 (亿元) 505115 1016 447911 914 462915 917

高技术产业产值 (亿元) 115614 515 303012 1414 93610 414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亿元) 22213 519 59110 1517 17618 417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40111 713 40194 715 4810 818

出口额 (亿美元) 16314 510 23518 712 21510 616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3) 计算。

　　二、加大国家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 , 鼓励外

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到东北投资 , 参与东北地区经

济建设

目前 , 东北地区经济外向程度较低 , 实际利

用外资额和出口额与其经济总量规模不相适应。

2002 年 , 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 40111 亿美元 ,

占全国的 713 % , 而山东省为 48 亿美元 , 占全

国的 818 % ; 东北地区出口额 16314 亿美元 , 占

全国的 510 % , 而山东省 215 亿美元 , 占全国的

616 %。显然 , 虽然东北地区人口和 GDP 总量要

高于山东 , 但实际利用外资和出口额却低于山

东。若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 , 东北地区的差距

更大。为支持东北地区经济振兴 , 国家已实施了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资金和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专项。为启动东北经济振兴战略 , 国家在

项目投资方面给予支持是必要的。但从长远发展

看 , 这些项目投资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 一是由

于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 因而将可能会

进一步强化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 ; 二是如果观

念、体制和机制不改变 , 这些项目所发挥的作用

将受到很大限制。如果这些项目不能搞活 , 三年

后国家是否需要再来一次调整改造 ? 三是大量的

国有经济投资有可能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从长远发展看 , 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关键是产

业的振兴 , 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

业 , 振兴东北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 , 而东北产业

的振兴应更多地依靠国内外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

入 , 而不能单纯局限于原有国有企业的技术改

造。

从过去多年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经验看 ,

单纯局限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做法效果并不明

显 , 不能算太成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 本文

认为 , 在当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过程

中 , 可考虑以下几方面的政策措施 : (1) 发展多

层次的资本市场 , 包括企业债券市场、场外交易

市场、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等 , 为中小企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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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营企业提供形式多样的直接融资渠道 ; (2)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 积极推动金融创新 , 加快

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业的发展 ; (3) 加强

政府与银行间的合作 , 充分发挥中间机构的作

用 , 共同建立网络化的东北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

改善银企关系 , 再造信用东北 ; (4) 实行全方位

对外开放战略 ,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 以大开放促

进大改造 , 鼓励外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到东北地区

投资 , 参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

三、构筑四大通道、一个产业带 , 把大连做

大做强 , 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带动东北经济振兴的

龙头

辽宁属沿海地区 , 吉林和黑龙江属沿边的中

部地区。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扩大开放的角度

看 , 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必须实行大通道战略 , 即

在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哈尔滨 ———长春 ———沈阳

———大连港通道的基础上 , 逐步打通和完善哈尔

滨 ———绥芬河 ———海参崴港、长春 ———吉林 ———

珲春 ———扎鲁比诺港通道以及建设“东边道”铁

路 , 构筑东北地区出海的四大通道体系 , 形成

“井”字形的空间布局结构。所谓东北“东边道”

铁路是指从北至南 , 沿中俄、中朝国界走向的一

条铁路 , 北起黑龙江省绥芬河 , 途经吉林的图

们、通化及辽宁的本溪、丹东、庄河、最后抵达

辽宁的大连 , 全长 1380 公里。该线路的修建不

仅可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为东北地区开辟

一条新的出海通道 , 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防和政治

意义 , 有利于边境地区稳定和民族团结。从城镇

和产业布局看 , 目前东北经济主要集中在哈大线

沿线地区 , 该地区现已初步形成为“串珠状”的

产业带。可以预见 , 随着东北经济振兴战略的实

施 , 该产业带在东北和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

重要 , 并有条件成为支撑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的主导增长轴之一。

从发展条件和经济实力看 , 东北地区有希望

也有能力打造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目前 ,

京津冀、东北和山东三地经济总量规模都相差不

大 , 都有可能打造成为我国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之后的经济“第四极”甚至“第三极”。

这三个地区究竟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将取决于

其未来的经济增长态势和发展潜力。当然 , 对东

北地区来说 , 要重振老工业基地的雄风 , 迅速走

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 除建设好哈大产业带和

四大通道之外 , 还必须要有一个“龙头”, 一个

能真正带动东北经济发展的“龙头”。目前 , 东

北地区还缺乏一个像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那样

的“龙头”城市。但从发展趋势和潜力看 , 大连

有条件也有能力发展成为面向和服务整个东北地

区的“龙头”。为此 , 必须从全国的战略高度 ,

真正把大连做大做强 , 使之成为能辐射带动整个

东北地区经济的国际大都市。

要发挥大连的“龙头”作用 , 必须把大连打

造成为面向东北亚的“三个中心”。

一是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从全国战略的

角度看 , 我国北部沿海地区需要有一个国际航运

中心 , 以便能与韩国的釜山相抗衡。大连港口条

件优越 , 具有较广阔的稳定腹地 , 有条件发展成

为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 , 其竞争对手主要是韩

国釜山以及我国天津和青岛。为推动大连国际航

运中心的建设 , 当前应着重抓好现代物流中心和

国际航运交易中心的建设 , 大力发展临港型的港

口工业和油轮经济。

二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大力吸引国

内外银行、证券、保险、财务结算和投资公司来

大连开设分支机构 , 设立区域总部、经营性总部

和办事处 , 为东北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三是区域性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大连要成

为现代的国际大都市 , 必须建设成为跨国公司、

大企业、大银行总部、区域总部和经营性总部、

研究与开发机构、营运中心和采购中心的所在

地 , 成为区域性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此外 , 要

打破条块分割 , 整合现有的各种资源 , 对开发

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进行整合 , 力争率先

在全国开展自由贸易区的试点工作。

(责任编辑 : 郭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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