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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政策的效果评价及调整思路

魏后凯

　　〔摘 　要〕东北振兴政策的实施使得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 ,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 ,与此同时 ,

也暴露出有些政策尚待细化、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缓慢等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国家支持东北地区振

兴的重点领域应是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国家战略性产业基地建设、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改

革开放步伐四个方面。应坚持完善国家支持政策、调整各项政策之间协调的调整方向 ,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强化创新 ,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经营机制、援助机制、补偿机制和合作机制 ,逐步形成一个推动东北振兴的政

策保障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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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为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

国家有关部门在项目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国有企

业改革、社会保障、资源型城市转型、对外开放等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国家有关政策的

积极支持下 ,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效。可以说 ,国家实施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

兴战略开局良好。

　　一、对东北振兴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

11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2003 年 ,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0. 8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 9 个百分点 ;到 2004

年 ,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32. 5 % ,比

上年提高 11. 7 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 7

个百分点 ; 2005 年 ,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7. 6 % ,比上年提高 5. 1 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 11. 6 个百分点 ; 2006 年 ,东北地区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虽有所回落 ,但仍居于四大区域中最高

位。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加快 ,东北地区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 2003 年的 7. 58 %提高

到 2004 年的 7192 % ,2005 年提高到 8165 % ,2006

年又提高到 9. 58 % ,三年内提高了两个百分点。

　　表 1 　 　　2001 —2006 年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单位 : %

地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1 —2002 2003 —2006

全国 13. 1 16. 9 27. 7 26. 8 26. 0 23. 8 15. 0 26. 1

东部地区 11. 3 16. 1 33. 2 24. 5 21. 9 19. 6 13. 7 24. 7

东北地区 14. 2 12. 9 20. 8 32. 5 37. 6 37. 0 13. 5 31. 8

中部地区 14. 2 16. 6 27. 2 32. 1 28. 9 29. 5 15. 4 29. 4

西部地区 17. 2 19. 0 27. 3 26. 8 28. 3 24. 2 18. 1 26. 7

　　注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和《中国统计摘要》(2007)计算。

　　21 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 ,外商投资进入东北

尤其是辽宁的步伐开始加快。2003 年 ,东北地区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33136 亿美元 ,2004

年迅速提高到 59138 亿美元 ,增长了 78 % ,远高于

全国1313 %的平均增速。2005年 ,东北地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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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5 年、2006 年数据为东北三省统计公报汇总数据。此数据与商务部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 ,2005 年东北地区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3014 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 4818 %。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57101 亿美元 ; 2006 年又增加

到 84. 1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47. 5 %。其中 ,辽宁

59. 9 亿美元 ,增长 6617 % ;吉林 7161 亿美元 ,增长

15 % ;黑龙江 1711 亿美元 ,增长 18 %。①同时 ,外

资银行进入东北的速度开始加快。截止 2005 年

末 ,共有 17 家外资银行在沈阳和大连设立了 10 家

分行、8 家代表处。此外 ,外贸出口增速也开始加

快。2005 年 ,东北地区实现出口 332. 2 亿美元 (按

货源地分) ,比上年增长 31. 7 % ,增速比上年提高

12. 6 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3. 3 个百分点。

但 2006 年东北地区出口增速已开始放慢 ,全年出

口总额为 385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1519 % ,远低于

全国 27. 2 %的平均水平。

31 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

自 1999 年以来 ,东北地区生产总值 ( GRP) 增

长速度连续多年逐年提高。1999 年东北地区 GRP

增长速度为 7. 9 % , 2000 年为 8. 7 % , 2001 年为

911 % ,2002 年为 10. 1 % ,2003 年为 10. 8 % ,2004

年为 12. 3 % (见图 1) 。但 2005 年东北地区 GRP

增长率略有下降 ,平均为 12 %。2004 —2005 年 ,东

北地区 GRP 平均增长率为 12. 1 % ,比“十五”前三

年高 2. 1 个百分点。2006 年 ,东北地区 GRP 平均

增长率达到 13. 5 % ,超过中部 (1218 %) 和西部地

区 (13. 1 %) ,与各地区平均增长速度 (13. 5 %) 持

平 ,但仍略低于东部地区 (1318 %) 。

图 1 　1991 —2006 年东北地区 GRP 增长率比较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和《中国统计摘要》(2007)

计算。

　　41 增长速度差距有所缩小

2003 年 ,东北地区 GRP 比上年增长 10. 8 % ,

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 1. 5 个百分点 ,比东部地区低

2. 6 个百分点 ; 2004 年 , 东北地区 GRP 增长

1213 % ,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 1. 4 个百分点 ,比东

部地区低 2. 1 个百分点 ; 2005 年 ,东北地区 GRP

增长 12 % ,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 1. 2 个百分点 ,比

东部地区低 1. 5 个百分点。这说明 ,在 2003 —

2005 年间 ,尽管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各

地区和东部平均水平 ,但其增长速度差距已开始减

少。到 2006 年 ,东北地区 GRP 增长率已与各地区

平均增长率持平 ,仅比东部地区低 0. 3 个百分点。

然而 ,也应该看到 ,目前东北地区经济仍面临

诸多困难 ,经济发展中尚存在不少问题 ,国有企业

改革进展缓慢 ,全面振兴东北经济任重而道远。近

年来东北地区 GRP 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一直趋于

下降。2001 年东北地区 GRP 占各地区总额的比

重为 10 % , 2003 年为 9. 6 % , 2005 年下降到

817 % ,2006 年又下降到 8. 6 % (见图 2) 。东北地

区人均 GRP 的相对水平也在逐年下降。若将各地

区平均水平设定为 100 , 2001 年东北地区人均

GRP 的相对水平则为 118 ,2003 年为 114 ,2005 年

下降到 104 ,2006 年又下降到 103。

图 2 　1980 —2006 年东北地区 GRP份额和人均 GRP相对水平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和《中国统计摘要》(2007)

计算。

　　二、现行国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实施了一系列

促进东北地区振兴的政策措施 ,起到了较好效果。

但总体来看 ,现有政策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1 有些政策尚有待细化和落实

2003 年 10 月下发的中央 11 号文件 ,明确了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思路、方向、重点

和具体措施。目前 ,已有不少政策措施逐步得到实

施 ,但至今仍有一些有待细化和落实 ,如资源开发

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至今尚未建立 ,有关

部门制定实施的一些政策措施也需要进一步充实、

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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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没有很好体现分类指导的思想

一是政策适用地域的“泛化”问题。东北地区

并非都是老工业基地 ,也并非都属于需要国家援助

的“问题地区”。因此 ,目前采取的一些带有一定

“普惠制”性质的援助政策 ,有些过于宽泛 ,难以取

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二是缺乏区别对待、分类指

导。老工业基地具有不同的类型 ,这些基地所面临

的问题各不相同。然而 ,现有的国家援助政策还没

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地域差异性。三是公平性问

题。除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外 ,中西部不少老工业

基地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 ,有的甚至相对严重 ,需

要国家给予支持。虽然最近国家已把东北老工业

基地政策扩大到了中部地区 ,但西部地区同样有一

些面临诸多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城市。这样就容易

在老工业基地城市之间产生不公平的问题。

31 尚未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目前 ,东北地区投融资体制不健全 ,渠道比较

单一 ,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低 ,银行贷款由于信用等

级低甚至出现萎缩的趋势。2005 年 ,在东北地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 ,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为

213 % ,其他资金为 1317 %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119 和 212 个百分点 ,比东部地区低 317 和 412

个百分点 ;国内贷款所占比重为 1118 % ,分别比全

国平均和东部地区低 5. 4 和 515 个百分点。相反 ,

东北地区自筹资金比重却比全国平均和东部地区

高 9. 1 和 10. 6 个百分点。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中 ,东北地区人均银行贷款仅有 869 元 ,只有全国

平均水平的 68. 3 % ,东部地区的 46. 1 %(见表 2) 。

很明显 ,要实现振兴东北的战略目标 ,就必须充分

发挥规划、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积极推动

国内外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 ,参与老工业基地调整

和改造。

　　表 2 　 　　2005 年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地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 %)

国家预算内资金 国内贷款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人均银行

贷款 (元)

全国 4. 4 17. 2 4. 2 58. 3 15. 9 1272

东部地区 2. 0 17. 3 6. 0 56. 8 17. 9 1883

东北地区 4. 8 11. 8 2. 3 67. 4 13. 7 869

中部地区 5. 0 16. 3 2. 7 63. 4 12. 6 771

西部地区 7. 6 19. 2 1. 5 56. 2 15. 5 956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41 国有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缓慢

观念、机制和体制问题至今仍然是制约东北地

区振兴的三大障碍。近年来 ,虽然有关部门制定实

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但有关改革开放方面的得力

措施并不多 ,尤其是综合性的配套改革措施比较缺

乏。目前 ,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仍然严重滞后 ,国有

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包袱沉重、机制不活 ,严重影响

了振兴的步伐。在对外开放方面 ,实际利用外资和

出口总量规模小 ,外资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低 ,对

外开放水平和利用外资质量不高。

51 现有政策没有考虑到蒙东地区

最近国务院批准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已经

将内蒙古东部五盟市 (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

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纳入了规划范围。然而 ,

过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的政策都是针对东北

三省的 ,没有考虑到蒙东地区。由于蒙东地区面临

的主要任务是开发而不是振兴 ,因此 ,对于过去实

施的东北三省政策哪些可以延伸到蒙东地区 ,以及

针对蒙东地区的特殊性需要制定实施哪些特殊政

策 ,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未来国家政策支持的基本原则

国家对东北地区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并非单

纯是因为东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 ,而是因为东北作

为老工业基地 ,目前面临着诸多困难 ,改革开放以

来一直处于相对衰退之中 ,可持续发展压力大 ,社

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突出 ,确实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

予支持。从发展的眼光看 ,国家对东北地区振兴的

政策支持要坚持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

11 强化分类指导

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 ,针对东北不

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 ,实行差别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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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策。一是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差别

化的国家援助政策。国家应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城

市、资源型城市、粮食主产区、边境口岸城市等实行

不同的政策。即使是老工业基地城市 ,也应有所差

别。例如 ,对于单一资源型基地和原材料老工业基

地 ,要重点解决资源枯竭和接续产业的发展问题 ,

延长产业链条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逐步实现主导

产业的多元化 ;对于以装备制造业为中心的老工业

基地 ,应把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产业竞争

力 ,促进产业升级 ,增强发展后劲上面 ;对于综合性

老工业基地 ,要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第三产业 ,增强中心城市功能 ,提高城市

综合竞争力。二是对东北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域实

行差别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国家应在人口、土地、

投资、财政、税收、信贷、统计、政府考核等方面 ,对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不同主

体功能区域 ,实行差别化的经济政策 ,强化空间管

治 ,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1 坚持突出重点

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政策支持 ,要突出重点、注

重实效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重点领域上 ,国

家应在扩大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企

业历史遗留问题、支持重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重

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在重点区域上 ,国家应集中力量 ,对国家大型能源

和原材料基地建设、国家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大

连国际航运中心和保税港区建设、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国家粮食主产区建设、边境地区开放开发以

及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31 实行长短结合

促进东北地区振兴是一项中长期的艰巨任务 ,

不是三五年就可以解决的。为此 ,必须实行长短结

合 ,既要有短期见效快的政策措施 ,又要建立健全

推动东北振兴的长效机制。一方面 ,要尽快着手解

决一些紧迫的社会稳定问题 ,如下岗工人安置、养

老和失业保险欠费、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 ;

另一方面 ,要下大力气解决机制和体制问题 ,积极

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提高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从长远发展看 ,如果不建立一

种长效机制 ,建立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

干企业 ,那么要全面实现东北地区振兴将是十分困

难的。

41 注重协同推进

在促进东北地区振兴的过程中 ,既要发挥政府

与市场的双重调控作用 ,又要注重各种政策措施的

相互衔接和综合配套。首先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

方的积极性 ,实行中央与地方互动。东北各级地方

政府应将老工业基地振兴提高到重要的战略高度 ,

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老工业基

地城市的全面振兴。中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

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各省和城市政府都应该给予相

应的配套。配套比例应根据各省、各城市的具体情

况以及各项政策确定。其次 ,要加强中央各部门和

各项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形成政策合力和部门

间互动。要注重各项政策的综合配套 ,把体制改

革、机制创新、对外开放、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和法

律保障等方面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良性互

动、协同推进的格局。

51 以改革开放促振兴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以改革开放促振兴。

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加快东北国

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加快对外对内开放步伐 ,逐

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建立高效良性的新机

制。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东北地区经

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增强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

力。

　　四、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

11 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积极推进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北京至沈阳和哈

尔滨至大连快速客运专线、大连国际航运中心以及

跨省区公路运输通道建设 ,新扩建一批枢纽和支线

机场 ,构筑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大对邮

政、通信、水利、防洪、农村公路、医疗卫生和文化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积极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和新农

村 (新牧区、新林区) 建设。加快实施中低产田改

造、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东北湿地保护和国境界河

防止国土流失工程 ,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和东北西

部荒漠化综合治理。继续搞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还草还牧、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 ,加大对老矿区塌

陷问题的治理力度。全面推行各项节能、节水和节

地措施 ,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重点解决松花江、

辽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

21 国家战略性产业基地建设

强化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和绿色食品基地建设 ,

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 ,提

高商品率和附加值。加快蒙东能源、原材料基地和

输送通道建设 ,实行“西电东送”,为东北振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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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保障。鼓励钢铁、石化等行业实行跨地区重

组 ,实现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支持数控机床、航

空、造船、发电设备、石化成套装备、输变电成套装

备等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建设 ,加大对军事工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31 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建设

加强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原材料、能

源、医药工业、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等重点领域的

创新能力建设 ,建立一批国家工程技术中心、重点

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大力

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继续支持国家高

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设 ,

启动和实施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推动科技

和教育资源共享 ,加强校地、校企合作 ,强化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 ,打造一体化的网络化制造、科技创新

和公共信息平台。

41 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

支持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加快国有企业

改制和重组步伐 ,积极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 ,

放手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改革

试点工作 ,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

革 ,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东北沿海

经济带开发开放 ,促进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进一

步推进东北亚合作开发 ,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改善银企关系 ,大力发展区

域资本市场 ,积极化解企业不良债务和银行不良资

产。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

抓好阜新、大庆、伊春、辽源、白山等资源枯竭型城

市经济转型试点 ,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

　　五、国家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方向

促进东北振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

涉及面广、难度大 ,零敲碎打式的政策支持存在很

大局限性 ,必须发挥政策的整体效能和协同作用。

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国家支持政策 ;另一

方面 ,要强化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 ,包括中央与地

方、部门间和地方间政策的协调。

11 进一步完善国家支持政策

促进东北振兴 ,必须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

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 ,在投融资、要素配置、结构调整、技

术改造、企业改组等领域 ,应主要由市场决定和选

择 ,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另一方面 ,要发挥政府

规划和政策引导作用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为促进东北振兴 ,近年来国家有

关部门已经制定实施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

今后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调整。

一是现有政策的落实和细化。目前 ,国家有关

东北地区振兴的政策已经不少 ,现在关键是要认真

抓好落实和细化。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11 号文件

精神 ,对那些尚未得到贯彻落实的政策措施 ,要尽

快研究制定实施办法和具体工作方案。对国家有

关部门制定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 ,要认真落实和

细化 ,稳步推进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二是已有政策的完善和调整。对于已经实施

的各项政策 ,要不断总结经验 ,及时发现问题 ,研究

制定出调整和完善办法。对于那些已取得较好效

果、仍需要国家继续支持的政策 ,如天保工程等 ,可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对于那些在少

数地区取得较好经验的试点政策 ,在认真总结经验

的基础上 ,需及时推广、扩大到相关地区。对于政

策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要及时采取补救和完善

措施 ,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要认真研究东北三省

已有政策在蒙东地区的适应性问题。

三是制定实施一些新的政策。要按照建设社

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和 WTO 的要求以及国家经

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

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需要 ,研究制定一些新的能够取

得实效的国家支持政策。例如 ,加大对中低产田改

造的投入力度 ,建设国家粮食安全基地 ;在东北地

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探索以改革开放促进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抓紧建设大连保税港区

和边境自由贸易区 ,推动东北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

成 ;支持建立全国性的产权交易所 ,建立装备制造

业产业投资基金 ,对担保机构进行再担保 ,开展老

工业基地处置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试点 ,为

东北振兴建立稳定的投融资渠道和长效机制。

21 加强各项政策的配套协调

促进东北振兴涉及的领域较多 ,需要中央与地

方、中央各部门之间按照各自的职能范围合理分

工、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由此形成政策合力 ,提高

政策的实施效果。当前 ,应重点抓好以下两方面工

作。

第一 ,中央与地方应密切配合。实现东北振兴

应主要依靠东北自身的力量 ,发挥自力更生的精

神 ,而不能过多地依赖中央 ,形成“等、靠、要”的思

想。当然 ,中央有关部门也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 ,积极推进东北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 ,加快中央

在东北企业的重组和改造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建设 ,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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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与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 ,应按照各自的

职能范围 ,各负其责、协同合作 ,在有关政策方面密

切配合 ,形成政策合力 ,减少和避免相互扯皮。

第二 ,加强各项政策的相互衔接。为积极有效

地促进东北地区振兴 ,国家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

乃至必要的行政手段 ,加强投资、土地、财政、税收、

金融、外资外贸、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和衔接 ,充分

发挥各项政策的综合效应。

　　六、建立推动东北振兴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是能够长期保证某项工作正常、高

效、顺利运行并充分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 ,一

般具有规范性、稳定性 (长期性) 、配套性、有效性的

特点。促进东北地区振兴 ,是一项中长期的艰巨任

务 ,也必须建立政策保障的长效机制。为此 ,必须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东北地区

振兴的要求 ,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 ,

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经营机制、援助机制、补偿机制

和合作机制 ,逐步形成一个推动东北振兴的政策保

障长效机制。

11 完善市场机制

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 ,完善商品市场 ,

健全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 ,逐步建

立东北地区一体化的产权、技术和人才市场 ,以及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部

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之间自由流动 ,推动产业

合理集聚和有序发展。

21 完善经营机制

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完善国有资本有进

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集中。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深化劳动用工、

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选配好企业领导班子 ,

加强企业管理 ,建立重大决策责任制度和风险内控

机制 ,强化财务、质量、采购和营销管理 ,建立合理

高效的经营机制。

31 完善援助机制

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退出的援助机制 ,对国有

企业进行合理的重组、政策性破产、退出等相应的

援助 ,建立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转移、置换与职

工安置的稳定机制。建立完善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

通过财税扶持、资金和项目支持、减轻企业负担等

方式 ,对资源型衰退产业进行直接援助 ,或通过政

策引导和支持发展接续产业进行间接援助 ,促进资

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尽快落实建立煤炭产业积累

煤矿衰老期转产资金制度 ,并逐步扩展到所有矿业

和森工企业 ,建立和完善资源型产业衰退期转产资

金制度。制定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 ,建立中央和

省两级资源型城市衰退产业援助基金 ,主要用于资

源型产业转型的项目资本金注入和贷款贴息等。

建立装备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 ,鼓励筹建风险投资

基金 ,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 ,支持东

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

41 完善补偿机制

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科学合理地确定

资源成本费用核算办法 ,着手研究资源开发补偿的

立法问题 ,尽快建立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制度 ,支

持矿产资源勘探与合理开发、保护和恢复被破坏的

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及经济转型。建立资源开发

历史补偿制度 ,明确各级政府的补偿和治理主体地

位 ,探索对资源型衰退产业的稳定支持渠道。建立

中央和省两级资源开发补偿基金 ,主要用于资源型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等方面 ,解决资源型城市

生态环境历史欠账。完善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

效益补偿制度 ,增设森林培育、草原和湿地保护资

金 ,延长天保工程的实施年限和范围 ,对因禁止砍

伐、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生态带来的经济损失 ,通过

一定渠道给予合理补偿。

51 完善合作机制

积极推动银企合作、校地合作、校企合作 ,形成

官产学研银媒互动合作 ,共同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

的新格局。进一步健全区域合作机制 ,鼓励和支持

各地区按照“发挥优势、合理分工、相互开放、互惠

互利”的原则 ,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

术、人才合作。健全区域合作组织 ,完善联席会议

制度 ,推动东北区域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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