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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高端论坛暨“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首批辽宁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辽宁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省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

开放协同创新中心”、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科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院共同举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海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央编

译局副局长季正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研究院院长荆林波研究员、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林木西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

主任平新乔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主任李东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

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张培丽副教授，以及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吕萍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围绕加快新一轮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民营

经济发展，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等重点难点问题做了精彩发言和深入探讨。

一、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基础好，能否切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活力重新激发出来、释放出来。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连

续多年经济增长处于国内后位席次。从数据看，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相当严峻，面临人才不断流失、

创新能力不足、资源枯竭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是东北国有企业

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确定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不是靠政府优惠

政策来获得竞争优势，保障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是市场。二是给予企业家足够的自主权，并

减少东北地区政府在企业经营中的干预，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培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同时，实现新时代国企国资改革的重要目标。三是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

管资本转变，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四是东北地区政府要积极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员工持股，推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开展企

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的专项行动，推动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在更大范围大力推行经

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五是要把优质企业做强，遵循优胜劣汰原则妥善处理东北地区大量的劣质

企业和“僵尸企业”，推进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三去一降一补”进程，处理好国有企

业改革中的人员安置问题，做好民生兜底。

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单一，重工业比例过高，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鞍山、

辽阳、长春、大庆等城市，一个城市的经济往往依靠一家国有企业，而且都是大型重工业企业，这些垄

断性企业，是当地经济的主体，并且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政府投资往往是一个项目就上百亿元，

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一旦这个国有企业衰落了，就会对整个地区产生严重影响。

近些年国内下游产业需求降低，使得钢铁、煤炭、石化等几大行业下行压力加大，依赖这些产业

发展的东北地区受到较大影响。目前，钢铁和煤炭产业均面临产能过剩和亏损的困境，例如，处于产

能过剩行业的龙煤集团，年产量约占黑龙江省煤炭产量的一半，是东北最大的煤炭企业。另一方面，

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不足，虽然近年来东北三省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但

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主要靠服务

业实现，经济增长也需要服务业供给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就

业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再就业问题，从而有助于国

有企业改革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三、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民营经济发展薄弱，使得经济运行内生动力不足。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四

部门联手出台了“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的指导意见”，目标是初步形成具有东北地区

区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模式，基本建立以“亲”“清”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政商关系，使民营企业

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显著改善。东北地区发展民营企业，就是要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更大程度

地放宽市场准入，为民营资本进入让出一定的空间。除了安全类、公共服务类、命脉类和特定任务类

等经营领域，其他领域可向社会和民营资本开放。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在政策上让民营企业能够

获得贷款等必要的资金支持，保持竞争中立原则。在东北地区做项目，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

等许多门槛限制和隐形壁垒，民营经济受歧视现象比较突出，获取资源和政府支持比较难。因此，要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简化各类繁杂手续，坚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积极调整政商关系，

不要让“投资不过山海关”成为现实。

四、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
在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中，对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2016年4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东北地区应主动融入、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

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加强东北振兴与俄远东开发战略衔接，深化毗邻地区合作。

我国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与俄罗斯、韩国、蒙古、日本地缘接近，这为加强区域合作

提供了宝贵条件，应打破“东北地理位置偏远”的认识误区，推动东北加大开放式发展力度，以对外

合作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注入强大动力。东北地区应致力于打造区域经济共同体，推动统一市场建设，

清理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制度，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打造统一开放、高度融合的区域大市场，以

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与沿线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经贸往来，在东

北六市通关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鼓励区域内有条件的企业抱团

出海，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让东北装备制造业走向世界。

总之，破解东北振兴难题，只能从根上着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重塑经济与社会、市场

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等各种关系，核心问题是使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改革推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汤吉军，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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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改革推动东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汤吉军，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戚振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