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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点思考 

沈阳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永新* 

摘  要：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老工业基地   振兴   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这正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时期，制造业起到了非常关键

的作用。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路径是先通过粗放式发展实现工业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

先后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这一目标的实
现，就要求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轻、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充分发挥科

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 

（一）优势 
1．改革开放以来，东北重工业企业的赢利能力下降，设备老化，更新改造投入跟不上，企业缺乏发

展后劲，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加上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开工

不足、三角债、银行呆帐巨增，资金极度缺乏，如此等等，使东北三省很难找到恰当的发展思路。东北的

重工业不仅在历史上是东北的优势产业，就是在振兴东北的今天，仍然是东北的优势产业。 
2．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完善，有较发达的交通运输网和电力网，城市化水平较高，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城镇体系，其科技、文化教育较发达，知识资源较为丰富。虽然有些资源日渐枯竭，但是也有些资源

如非金属矿资源、油页岩（后续能源）、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其保有量仍列居全国前茅，石油、煤炭、

铁矿石等也还有很大的开采余地。 
（二）问题 
1．产业结构不合理，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且发展缓慢。在东北三省，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同

全国其他省市相比较高，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却偏低。究其原因在于，东北最早进入计划经济

体制，而改革开放以来，对旧体制的改革进展迟缓，加上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原有的计划

经济模式的潜在影响要比发达的沿海地区大得多，致使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严重制约。 
2．产业竞争能力下降，市场份额逐步萎缩。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产业的竞争力不

断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产业的市场份额的逐年减少。造成东三省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很多。首先，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虽然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但由于该地区人们的
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能力弱于沿海较发达地区，致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明显滞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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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相对缓慢。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其设备

经过多年的使用，大多已经老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跟不上市场竞争的步伐，自然会严重削弱该地区企

业在市场环境中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竞争能力。最后，大多数行业或企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偏低。 

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点思考 

（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合东北地区实际发展民营经济，成功的

做法尚不多见。前期，在东北大办乡镇企业的过程中，成功者较少，而我国东部地区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

又不完全符合东北地区的实际。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为大企业加工配套，发展某些领域的高新技

术企业，涵盖绝大部分中小工业企业，发展县域经济等做法，都是十分可取和行之有效的。 
（二）技术进步战略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是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

兴装备制造业的道路。装备制造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发达的装备工业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产业

升级了才有国际竞争力。装备工业特别是集成电路工业是科学技术物化的基础，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载体。 
（三）人才开发战略 
运用市场手段对人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完善人才培养、引进和合理流动的政策、法规，形成有利于

培养、引进、稳定、凝聚和使用各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以制造业的人才优化配置为目标，高

度重视本地人才资本存量的运用并采取积极务实政策引进具有创新潜力的科技人才、拥有核心技术的专门

人才和具备创新能力的管理人才到东北施展才华，为东北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服务。建立完善的人才专

项津贴和科技创新人才资助专项基金，建立良好的人才使用机制，如首席专家制、技术入股制、以项目定

酬制等，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潜力。同时，尽快与国内知名大学建立网络环境下的

新型人才培训体系。 
（四）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要全方位地扩大开放的范围、层次和力度，全面拓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的体制内涵和结构意义，

就必须大力加强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国内制造业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制造业技术资源，加

强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工作，采取切实的措施鼓励市场研发机构同国内外

研发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最终实现东北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研

究与发展、国际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和国际化的智力交流。 
（五）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大企业大集团是产业群体的核心部分，它们在产业产出和市场占有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产业

生产要素的集中体现。其领导班子能力强，人才集中，往往是产业技术的龙头，是众多小企业借以生存的

依靠，是带领众多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军，常常代表着行业的发展趋势，体现一国产业的实力。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是用发展的眼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握当今世界科技

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总结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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