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 论 地 区 经 济 的 衰 退 问 题
魏后 凯

一
、

地 区经济衰退的类型与特 点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需求的急剧变化
,

对各国地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一些原

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 区正逐渐失去发展势头
,

有的甚至走向衰落 而另一些地区的经济和技术

发展则开始加快
,

并随之取代前一地区而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

我们把后者称为繁荣地区
,

而把

前者中已失去发展势头的地区称为相对衰退地区
,

已走向衰落的地 区称为衰退地区
。

相对衰退

地区的主要特点是
,

传统的衰退产业所占的比重大
,

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

经济地位不断下

降
,

已开始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征兆
。

在相对衰退地区被沦为衰退地区之前
,

适时适宜地对其进

行地 区再工业化和 产业结构改造
,

可以防止这些地 区进一步衰退
,

维持其原有的 良好发展势

头
,

甚至促使其加速发展
,

再度成为繁荣地区
。

地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运渝地理位置的变更
、

产业布局指向的变化
、

资源的枯

竭
、

技术和需求的变化
,

以及国家政策等
,

都可能会导致某些地区出现程度不同的衰退
。

地区经

济衰退按其形成的原因
,

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区位性衰退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和工业工艺技术的迅猛发展

地区的区位优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并 日益对地区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

历史上曾因运输地理

位置和产业布局指向的变化而导致地区经济中心更替的例子屡见不鲜
。

在这种更替中
,

一些地

区可能会因原有区位优势的消失而 日益走向衰落
,

而另一些地区则因得益于新的区位优势而

开始繁荣
,

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

并取代前者的位置
。

其中
,

运输地理位置的变更对地 区经济的影

响最为深刻
。

例如
,

座落在美国早期通往西部的主要道路俄亥俄河河畔的辛辛那提市
,

在 世

纪上半叶曾经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市场和经济中心
。

之后 由于大湖运输的兴起
,

以 芝加

哥市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
,

俄亥俄河不再是通往西部的主要通道
,

辛辛那提在人 口和重要性

方面开始相对地逐渐衰落
,

其地位也逐渐被芝加哥市所取代
。

我国河北省的正定原是冀中的经

济中心
,

石太铁路通车后
,

石家庄由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迅速发展成为河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

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而正定则衰落成为一个普通的县城
。

规划中的正定将成为石家庄的卫星

城
。

此外
,

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和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而出现的布局指向的变化
,

将促使某些

工业在地区布局上发生转移
,

从而导致一些地区因这类工业的大量迁移而出现衰落
。

资源性衰退
。

主要发生在结构单一且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
。

这些地区在工业化

过程中
,

因拥有一种或多种优势资源如煤炭
、

石油
、

铁矿等
,

而迅速建立起资源型主导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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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 如电力
、

钢铁
、

石油加工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

资源型产业在地区产

业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

它统治和支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
。

由于地区产业结构过于单

一
,

严重依赖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
,

一旦地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 —区内资源发生枯竭
,

或

者面临来自国外进 口的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
,

或者因替代品的出现而导致对某特定资源 如煤

炭 需求的急剧减少
,

地区资源型主导产业群的衰退将不可避免
。

如煤田
、

矿山
、

油井的开采业
,

因储量殆尽
,

无法在原有空间内继续生产
,

首先出现衰退
。

采掘业的衰退
,

将导致以采掘业为基

础的原材料工业的衰退
,

继而导致整个资源型主导产业群的衰退
。

在缺乏可替代的主导产业情

况下
,

地区经济将会出现全面衰退
。

英国北部煤田地带
、

西德鲁尔地区
、

法国洛林和诺尔 —加

菜地区
、

以及美国东北部地区等一些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和城市经济的衰落
,

是资源性衰退的典

型例子
。

例如
,

西德鲁尔区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

硬煤储量约有 亿吨
,

约占西德的
。

在

煤炭资源的基础上
,

鲁尔区经过近百年的开发
,

建立起了以煤炭
、

电力
、

钢铁
、

机械和化工为主

体的强大资源型主导产业群
。

目前
,

这五大工业部门的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以上
,

从

业人员占该区职工总数的
。

正是这种资源型主导产业群和单一性经济结构
,

曾经带来了

鲁尔区的一度繁荣
,

也导致了它后来的衰退
。

二次大战后
,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竞争
,

塑料等钢

产品代用品的广泛应用
,

加之来 自国内外其他地区成本相对低廉的煤炭和钢产品的激烈竞争

鲁尔区煤炭和钢铁工业相继发生了持续多年的销售危机
,

导致矿井关闭
,

工厂减员
,

生产萎缩
,

煤炭和钢铁产量急剧下降
,

失业大幅度增加
。

资源型主导产业的衰退 导致地区经济出现持续

性全面不景气
。

— 年西德工业产值增长指数 以 年为 为
,

增长最

快的巴伐州为 魂 刁,

而鲁尔区只有
,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巴伐州的
。

结构性衰退
。

地区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地区主导产业相互更替和结构不断演进的连续

渐进过程
。

由于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

经历着导入期
、

成长期
、

成熟期
、

衰退期的阶段过程
,

因而在不同时段上地区的主导产业应该相互衔接
。

主导产业 在进入成熟

期后将被主导产业 所替代
,

并成为支撑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

经过一段时期后
,

主导产

业 又将被主导产业 班 所替代
,

继而被主导产业 所替代
。

如此循环往复
、

循序渐进
,

从而在时

序上形成一个主导产业链条
,

以此推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增长
。

如果不同时期地区的主导

产业在时序上没有形成一个链条
,

相互间缺乏连接
,

如地区主导产业 在进入衰退期后
,

缺乏

新的主导产业
,

或者新的主导产业还处于形成之中
,

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将不可避免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西德等一些传统产业 如煤炭
、

纺织
、

冶金等 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区的衰退
,

较大程

度上都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
。

例如
,

法国东北部洛林和诺尔 —加莱地区是法国的老工业区
,

这里蕴藏着全国最丰富的煤
、

铁资源
。

早在 世纪下半叶
,

该地区的采掘业和冶炼工业就得到

迅速发展
,

成为法国最大的基础工业基地
。

世纪以来
,

尽管该地区工业内部的结构发生了较

大变化
,

但一个世纪以前就 已形成的以能源
、

冶金和纺织业为支柱的单一化的经济格局一直保

持至今 日
。

由于地区结构过于单一化
,

缺乏替代性主导产业
,

在 年代末至 年代后
,

纺织
、

煤炭
、

钢铁等传统产业相继发生衰退
,

导致整个地区经济的衰败
。

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地区的

经济衰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在 世纪和 世纪初期
,

英国的工业化主要是按照亚当
·

斯密

的劳动分工原则
,

把重点放在几项大宗出口工业上
,

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
。

年
,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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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就业人 口 的 集中在矿业和采掘
、

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
、

纺织三大工业部门
。

所有这

三大支柱都集中在煤田地带
,

其中 是集中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
。

而且
,

各个地区都向某

类相关行业的专业化方向发展
。

如东北英格兰主要发展煤炭和钢铁
、

造船和重型机械制造 克

莱德赛德主要发展造船和重型机械制造 兰开夏主要发展棉纺和某些机械制造
。

而新工业则主

要布局在其它地区
。

传统产业高度集中
、

地区片面专业化
,

以及缺乏接替的主导产业
,

导致该地

区在 年代后经济持续衰退
,

生产严重萎缩
,

失业率增加
,

资本和人 口大量流出
。

消聚性衰退
。

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
,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产

生集聚经济
,

释放出新的集聚生产力
。

集聚经济是指产业和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而带来效率的提高
。

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①内部规模经济
。

指企业或公 司由于 自身产出量的增

加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 ②转移性经济 。而
。

指企业或公司由于

在地理位置 上接近 供应者和 消费者而 导致运 输费用的降低 ③地方化经济
。

它是一种产业内部的外部规模经济
。

指相关产业由于某些共同的需要 如集中供热
、

污水处理
、

研究开发等
、

工艺上的联系和专门化转包服务 如电镀
、

工具和模型制造等
,

而在

一定区位相对集中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④城市化经济
。

它是一种

产业外部的外部规模经济
。

指不同产业因共同利用基础设施和商业眼务设施
,

接近技术和信息

中心
、

劳动力供应和商品消费市场
,

而在城市地区相对集中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

高
。

然而
,

产业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有一定限度的
,

当超过某一临界规模
,

就会产生集聚不

经济
,

如交通拥挤
、

环境污染
、

用地用水不足
、

能源和劳动力供应紧张等
。

而且
,

随着集聚规模的

增长
,

集聚不经济最终将超过集聚经济
,

集聚作用也将被消聚作用所代替
,

加之一些 国家政府

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
,

实行工业分散化的地区政策
,

从而促使产业和经济活动由集中走向分

散
,

导致一些集聚过度的地区从繁荣走向衰退或相对衰退
。

例如
,

工业发达国家大城市区因过

度集聚而带来的不经济
,

已促使中心区的人 口对产业大规模地 向郊区及其附近的中小城镇扩

散
,

从而导致周围地区的相对繁荣和中心区的衰落 年代中期以来
,

曾经十分繁荣的英格兰

东南部地区经济的相对衰退也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
。

在上述四种地区经济衰退中
,

资源性衰退和结构性衰退主要是一种
“

结构效应
”

的现象
。

即

是说
,

较繁荣地 区的迅速增长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们拥有较有利的工业结构 同样
,

衰

退地区的相对衰落则是因为它们拥有较不利的工业结构
。

换言之
,

由于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受工

业增长的支配
,

而在同一时期
,

一些工业迅速发展
,

另一些工业则处于不断衰退之中
,

因而
,

工

业结构的差异将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
。

处于衰退中的传统工业相对集中在老工业 区
,

而增

长迅速的新兴工业则相对集中在新兴工业 区
,

是导致老工业区衰退和新兴工业区繁荣的最根

本原因之一
。

例如 — 年
,

西德鲁尔区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 以基年为 为
,

其中化学工业为
,

石油工业为 钢铁工业为
,

钢铁加工工业为
,

煤炭工业为
。

煤炭
、

钢铁和钢铁加工工业等增长缓慢的传统工业部门占
,

而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

部门只占
。

与此 同时
,

其他工业 区
,

如莱茵 —美茵工业 区增 长缓慢的工业部门 只占
,

发展迅速的工业部门占 斯图加特工业区增长缓慢的工业部门占
,

发展迅速的

工业部门占
。

不利的工业结构导致鲁尔区工业增长的缓慢
,

继而诱致地区经济出现不景

气
。

从 — 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刁
,

而鲁尔区只增长
。

因此
,

要重振
、

复兴老工业区
,

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的高度化
,

改变单一性的经济结构
,

进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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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组和改造
,

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灵活经济体制
,

推动地区的再工业化
。

二
、

我国老工业 区相对衰退 的原 因与对策

年以来
,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发展战略的转轨
,

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

— 年
,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

然而
,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

地区

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
,

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形成明显的反差
。

广东
、

浙江
、

江苏等新兴工

业 区发展迅速
,

而上海
、

辽 宁等老工业 区则增长缓慢
,

已出现增长不景气的相对衰退现象
。

— 年
,

全 国 乡及 乡以上 独立 核算工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 月
,

其 中广 东为

①浙江为
,

江苏为
,

而上海只有
,

辽宁只有 刁
。

显然
,

老

工业区与新兴工业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

再从这些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所占的比重来看
,

辽宁
、

上海二个老工业区从 年的 变为 年的
,

减少了

个百分点
,

而江苏
、

浙江
、

广东三个新兴工业区的比重从 年的 变为
,

增

加了 个百分点
。

这表明老工业区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在 日趋下降
,

而新兴工业区的地位在

不断提高
,

前者的地位正在逐渐被后者所替代
。

老工业区增长不景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

这些老工业区建成于

五
、

六十年代
,

由于长期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
,

目前已出现产业结

构老化
,

机器设备陈旧且损耗全面加剧
,

急待更新改造的状况
。

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

是
,

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大
,

产业技术层次低
。

年
,

上海
、

辽宁四大传统产业 机械
、

冶金
、

纺

织
、

化工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 和
,

而全国这一比重为
,

广东只

有
。

据有关部门对辽宁农业和 个工业行业的分析表明
,

劳动密集型产业占
,

资

金密集型产业占
,

而知识密集型产业仅占
。

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也仅占工业总产值

的 左右
。

传统产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的过度发展
,

已造成这些地区 日益面临着资源枯竭
、

运力紧张
、

能源短缺
、

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
。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我们根据 — 年全国各工业行

业的相对增长率 某工业部门产值增长率与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之比 指标将 初 个工业行

业分为四种类型 ①增长迅速型
。

相对增长率大于
。

包括饲料工业 相对增长率为 刁
,

工艺美术品制造业
,

医药工业
,

塑料制品业 刁 ,

化学纤维工业
,

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其他工业 ②增长缓慢型
。

相对

增长率小于
。

包括电力
、

蒸汽
、

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

石油加工业
,

炼焦
、

煤气及

煤制品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

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工业
,

采掘业

③增长偏高型
。

相对增长率在 —
,

之间
。

包括饮料制造业
,

家具制造业
,

金属制品业
,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机械工业
,

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
,

烟草加工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印刷业
,

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 ④增长偏低型
。

相对增长率在 一 之间
。

包括纺织业
,

缝纫

业
,

皮革
、

毛皮及其制品业
,

木材加工及竹
、

藤
、

棕
、

草制品业
,

食品加工业

① 本文中的广东数据均包括海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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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
,

橡胶制品业
,

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业
。

总体看来
,

在 年地区工业总产值构成中
,

老工业区增长缓慢型工业所占的 比重大
,

增

长迅速型工业所占的比重小 而新兴工业区增长缓慢型工业所占的比重小
,

增长迅速型工业所

占的比重大
。

这表明老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区经济增长的差异
,

在一定程度取决于其工业结构的

差异
。

然而
,

结构方面的原因只能部分地而不能完全解释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
。

上海增长迅速

型工业的比重高于江苏和浙江
,

而江苏
、

浙江增长偏低型工业的比重远高于辽宁和上海
。

这表

明
,

即使是同一产业在各地区的增长势头也是极不一样的
。

年地区工业总产值构成

表

工工业类型型 全国国 辽宁宁 上海海 江苏苏 浙江江 广东东

全全部工业业

增增长迅速型型

增增长偏高型型
。 。

增增长偏低型型
。 。

增增长缓慢型型
。

导致这种情况除结构方面的原因外
,

主要是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

首先
,

上海
、

辽宁等老工业区现行工业结构畸形
,

刚性较大
,

已成 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

上海是一个行行俱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

可以说
,

它是中国工业的缩影
。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由于其他地区工业还处在开发过程中
,

上海的各个行业 从毛 巾
、

牙膏
、

牙刷等 日用工业品到精

密机械等 都在全国占据着优势地位
,

但随着其他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
,

以及上海传统的支柱

产品相继进入成熟阶段
,

上海的这种所谓
“

综合
”
优势正在消失

,

并逐步转变为综合劣势
,

成为

其经济发展的障碍
。

与此相反
,

辽宁是一个单一性的原材料
、

重工业基地
。

年其重工业化

率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高达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个百分点
。

在独

立核算工业总产值结构中
,

采掘业占
,

电力
、

石油加工
、

化学
、

建材
、

冶金等原材料工业占
,

机械工业占
,

共计
。

这种单一性的工业结构与西德鲁尔区
、

法国洛林和

诺尔一加莱地区的结构极为相似
。

年洛林地区的能源
、

采掘
、

冶炼
、

金属加工等基础工业

部门占该区工业就业总人数的
,

诺尔 —加莱地区占
。

由于基础工业发展的惯性较

大
,

不易转移扩散
,

这无疑就增加了地区结构的刚性
,

加大了结构改造的难度
。

其次
,

与沿海新兴工业区相比
,

上海
、

辽宁等老工业区全 民企业
、

大型企业所占比重高
,

体

制再造 的难度较大
。

年
,

上 海
、

辽 宁全 民工业产值 占全部工业 总 产值 的 比重 分 别 为

和
,

全 国平均 为
,

而 江 苏为
,

浙江 为
,

广 东 为
。

近 年来
,

尽管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

但至今全 民企业的活力仍没有十分显著的

改善
,

全民工业增长速度远低于集体工业和乡镇企业
。

体制再造的难度较大
,

既影响了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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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区工业总产值结构
表

按按按经济类型分分 按企业规模分分

全全全民民 集体体 城乡个体体 其他他 大型型 中型型 小型型

全全国国
。 。

辽辽宁宁
。 。

上上海海
。

江江苏苏
浙浙江江 】

。

】 】

广广东东
。 。

拄 按经济紧明分类采川个部 二让产位敬拟 按企业规模分类采川全部独立核井 业总产价数拟

基地的增长
,

也给其产业结构的改造带来了困难
。

同时
,

老工业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大型企

业为支撑
,

大型企业工业产值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
,

上海 为刁 ,

辽宁为
,

而新兴工业区江苏为
,

浙江为 另
,

广东为 月
。

大型企业在地区经

济发展中起着骨干和主导的作用
,

固然具有许多优点
,

但它缺乏中小企业的灵活性
、

特别是对

传统产业的大型企业
,

当主要产品进入成熟期或衰落期后
,

要对其进行存量结构的重组
、

改造
,

比中小企业要困难得多
。

此外
,

长期以来
,

国家基本上对老工业区实行一种
“

鞭打快牛
”

的政策
,

由于
“

抽血
”

太多
,

导

致老工业区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

从 年 — 年
,

上海累计实现国民收入出超额

国民收入生产额与使用额之差额 亿元
。

出超率 国民收入出超额与生产额之比 高达

柞 , 辽宁累计实现国民收入出超额 亿元
,

出超率为
。

老工业区实现的国民收入

一 年上海
、

辽宁国民收人生产与使用情况

表 亿元
、

生生生产额额 使用额额 出超率率 出超率率

一

辽辽宁宁

上上海海 月

超出部分
,

从实物形态看
,

主要通过物资调拨或商品出售形式调出给其他地 区 从价值形态看
,

则主要通过上缴中央财政和跨地区投资等方式流入其他地 区
。

而中央则主要通过国家资金的

注入和廉价资源
、

原材料的计划供应两种方式
,

对老工业区给予一定的补偿
。

由于长期以来中

央对老工业区
’‘

抽血 ”过多
,

相对注入较少
,

忽视对老工业 区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 而 国家给

予的财政负担太重
,

目前上海每年财政收入的 以上上缴国家财政
,

相 比而言广东的上缴

比例不到 写
,

从而导致老工业区 自身也无力解决上述 日趋突出的严重结构问题 使老工业

区工业不断退化
,

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

尽管上海
、

辽宁等老工业 区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

但是
,

在我国今后的工业 化过

程中
,

老工业区仍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此
,

对老工业区 目前暴露出来的结构老化和增长

不景气等严重问题
,

采取有效得力的措施
,

及时加以治理
、

改造
,

以防止老工业区衰退
,

意 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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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深远
。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老工业区走向衰退后才被迫对其进行全面整治和改造的教训
,

我们应引以 为鉴
。

明确老工业区整治和改造的方向
。

总的说
,

老工业区的发展应走经济多元化的道路 避

免进一步外延扩展能耗
、

物耗高的原材料产业和一般性传统加工产业
,

以改变老工业区现行的

单一性的畸形工业结构
,

减轻 日趋突出的资源
、

环境和交通方面的压力
。

经济的多元化
,

是针对

传统体制下的单一化经济而言的
,

它不仅包括产业发展的多样化和市场拓展的多角化
,

而且包

括经济类型多元化和产业布局多极化等方面的内容
。

就产业发展的多样化而言
,

它并非是指地

区经济要建立那种
“

大而 全 ” 、 “

小而全
”

式的
,

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
,

而是要在地区专业化分工

协作的基础上适度综 合发展
。

对老工业区来说
,

由于原有工业基础较好
,

地 区经济相对成熟
,

因

而
,

在原有专业化
、

分工协作的基础上
,

不断拓展新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领域
,

使地 区经济适度综

合发展
,

这是十分必要的
。

否则
,

如果在某些产业上过度专业化
,

只能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结构性

矛盾
,

使地区性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

在现阶段
,

老工业区经济多元化的重点是 ①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的作用
,

增强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

推动老工业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②在对外开放的

过程中
,

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

不断拓展国际市场
,

逐步实现老工业区市场拓展的国际化 ③在

深化改革
,

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的同时
,

积极发展非国有制企业和小型企业
,

推动老工业 区经

济类型的多元化 ④在对核心区进行再开发的同时
,

不断推进边缘区中小城镇和 乡村地区的开

发
,

从而调整和改善现有空间结构
,

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范围
,

避免出现因过度集聚而形成消

聚性经济衰退
,

使产业布局向多极化方 向发展
。

制定并实施老工业区发展政策
。

重点是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新兴产业
,

通过投资增量的

布局和资产存量的调整
,

推动老工业区产业结构的重组和高度化
。

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①设立

老工业区专项改造基金
,

安排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造项 目
,

并在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

重点扶植新兴产业与替代产业
,

以防止老工业区出现结构性衰退 ②实行鼓励传统产业扩散的

政策
,

推动重化工业中一般技术的设 备向内地扩散
,

发展原重化工业结构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部

分
,

以减缓这些地区因资源枯竭
、

环境污染
、

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

并有助

于中西部的开发 , ③减轻老工业区的财政负担
,

适当提高其财政 留成比例
,

以增强地方政 府发

展基础设施
、

治理环境
、

改造产业结构的能力 ④允许老工业 区地方政府从其企业收 入中提 留

一部分或从其他渠道集中一部分资金
,

作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基金
,

主要用于地区产业结构调

整
, “

关停并转迁
”
企业的设备转移和改造

、

失业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等
。

对于这一基金的

使用
,

中央应规定总的方向
、

范围
。

推进老工业区企业特别是全民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

中心任务是建立灵活的企业经酋机

制
,

并为其提供适宜的外部竞争环境
,

增强大中型全民企业的 自我发展和再生能力
。

全民大中

型企业是老工业区经济的支撑
,

其经营状况的好坏
,

直接支配着老工业 区经济增长的势头
。

由

于这些企业大多是五
、

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

产品老化
、

设备陈旧的现象十分突出
,

巫待更新改

造 再加上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

致使这些企业至今缺乏足够的生机和活力
,

其生产的一些

名牌产品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

有的 已沦为滞销产品
。

因而
,

推进老工业区全 民大中型企业的改

革
,

给其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

增强其 自我发展和再生能力
,

对于重振老工业区经济
,

其意义重大

而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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