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文章
现在时间  

您的位置：首页 - 区域发展 

鼓励创新：振兴东北地区的政策支点 

作 者： 张俊伟      发布时间： 2003-12-30 10:15:41 

   一 

    新、旧“东北现象”的产生，既有所有制改革落后、经营机制不活的原因，有企业设备陈旧、生产手段落后的原因，又有历史包袱沉

重以及资源型城市面临产业转型等原因。因此，不能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希望寄托到某种特定的政策上。特别是在初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企业成了基本的经济主体，市场取代资源成为最主要的发展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搬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

法、仅靠增加政府投入、减免税费，已难以大幅提升东北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难以有力地推进东北地区的复兴。实践要求我们探索新的

政策措施。 

    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其手段不外是价格竞争和产品竞争。前者的法宝是成本控制，而后者则是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但无论

是哪种方法，都需要不断地开展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乃至营销手段的创新）。这就要求企业拥有相应的能力，以把握

科学技术的相关进展，及时采纳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加工技术、原材料和零部件乃至营销技术等方面的最新变化，以充分发掘、利用

潜在的市场机会。同样，一个地区要不断创造新优势，持续推动其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避免在产业成熟后陷入衰退的泥

潭，也需要拥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发掘科技进步的潜力。相关研究表明，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只有约１／５的经济增长可以归结

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余约４／５则要归结为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基础恰恰就是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是层出不穷的创新活动。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对产业集群（也有人称其为“产业簇群”、“簇群”）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产业集群的特点就是专业化的

相关企业聚集在一处，充分开展社会化协作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和传统大企业模式把众多生产环节整合在一起的“纵向一体

化”相对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它把竞争机制引入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了快速从事创新、吸纳创新、整合创新的新机制，

从而加快了产品创新的步伐，为地区赢得了竞争优势。个人电脑业的飞速发展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深入考察东北地区，我们会发现东北地区的产权结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文化都存在有阻碍当地企业和相关人员发挥

主动性、压抑创新的因素。如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不利于强化所有者权益，有碍于优秀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大

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使企业成为一个封闭组织，不利于引入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传统计划经济的历史又使人们产生了

“等、靠、要”的思维惯性等。据计，２００２年，东北地区共专利申请１７６５６件，获得专利授权７１４１项、技术市场交易额为

６５．３亿元，分别只有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约三分之一。创新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东北地区产品竞争力、

阻碍当地产业扩张的症结所在。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以知识的创造性利用为切入点、通过鼓励创新和鼓励应用创

新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二 

    鼓励创新和鼓励应用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涉及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涉及企业与科研机

构资源的整合、涉及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重构，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在正确认识“大”和“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实现主业和辅业相分离、生产经营职能和社会职能相分离，把企业内

部的行政调拨改为市场交易，全面引入效益核算。通过全面引入竞争机制来激发社会各界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推动企业主业和辅业相分离、打破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绝不意味着要将大型企业回归为众多原子型企业，更不是要

回归到经济学教科书所抽象的、从来就没有完整存在过的完全竞争状态。这里讲推动企业“主、辅业”分离，更多是为了强调通过调整

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地区产业组织结构，把向大型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转化为强化大型企业“造血功能”的政策，以少量政策性资金

撬动大型企业进行结构重组和经营转型，不断强化其核心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引导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复兴和地区发展

的作用。 

    （二）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承担着组织、协调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的重任，其主动

性和积极性发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地区经济的兴衰。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骨干国有企

业产权的多元化，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重塑市场需求，加快经理人市场建设步伐，真正形成

“能者上、庸者下”、凭能力和业绩表现竞争企业高层管理职位的局面。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科研院所，科研实力比

较雄厚，工人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但由于条块分割，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相互封闭，缺乏交流和沟通，不仅难以围绕重大技

术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就是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升级，也往往难以得到研究机构和大学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应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改

革，打破单位限制、部门限制和地区限制的框框，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步伐，加速人才向高效益项目和企业流动。同时，要逐步完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拆除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篱笆，加速劳动力的自由流

动。 

    （三）在加强人员培训、降低信息成本、引导中小型企业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升级方面，同业协会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



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四）完善金融环境、推动创业企业的发展。创业企业通常规模较小，实物性资产很少，其最主要的资产就是掌握有关新产品、新材

料、新管理方式“创意”的专业人员。由于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的发展前景往往并不明朗，企业经营失败的概率很高，商业银行一

般不愿意向它们发放贷款。因此，创业企业经常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限制，难以把好的创意、好的想法及时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因

此，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制度；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商业银行）改革，增强既有中小型

金融机构的活力；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逐步放开银行的准入限制；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工具；为各种创新性知识向

生产力转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东北现象”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问题（如设备陈旧、资源性城市面临转型困难等）有着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

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仅靠东北地区自身的努力，中央政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中央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为东北地区

振兴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一）减轻少数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的债务负担。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已经陷入资不抵债，需要通过政府注资、核减

银行债务等办法来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否则，难以吸引国际和国内民间投资者进入，难以把国有独资公司改造成多元化的股份公司，

更难以持续增强这些企业的活力； 

    （二）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重组和调整。在地方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东北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帮助其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基本的生活水平，维持

当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三）引导和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在计划经济时期，借助于指令性低价格，资源型城市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或利润）被转

移到了上级政府。现在，这些城市资源枯竭，在发展接续产业、推动城市转型方面遇到困难，上级政府有责任予以引导和支持； 

    （四）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东北地区是重要的装备工业的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口设备对当地主导产品的

市场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替代作用，需求外溢减少了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收益。在谋求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关键时期，如果人民币大

幅升值，必然会削弱东北地区机械、工作母机等主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抑制其在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方面应有作用的发挥。人民币汇率

升值还会降低国外大宗农产品的进口价格，加剧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打击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增加变数； 

    （五）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等领域，鼓励采用国产生产设备，直接为东北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也创造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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