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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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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选择。东北经济的

振兴与发展从何入手，如何找到开启宝库的金钥匙？我国一些资深学者认为：东北问题在于能否正

确识别自己的比较优势，并按照比较优势的战略原则来确定今后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无疑，

这一发展战略的思想原则是正确的。东北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经济发展战略。它包括区域

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引进与创新战略、人才发展战略等。 

  1.东北经济区域协调整合战略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就国有资源来说，一是政

府和国有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反应迟钝，不了解资源配置的最优点究竟在哪里；二是国有资源的管辖

往往处于条块分割之中，资源配置受到不同部门的利益左右，很难流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地方；三

是在国有经济内部，由于现有体制的弊端，真正关心国有资源命运的人和足够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

人都非常稀缺，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就更为罕见。因此，大量的国有资源不仅利用效率低，而

且还有一部分处于闲置之中，甚至最终成为权力腐败的殉葬品。 

  为了提高国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议东北三省政府在国务院东北办的统一部署下，全面考虑国

有资源的区域协调与整合，为此： 

  第一，要打破省际、区域间的行政阻隔和地方壁垒，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统筹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开放市场，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了减少行政关系障碍，可以建立区域性的东北经济联合

体，从而促进东北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二，要从东北区域战略的高度制定东北信息一体化规划、可持续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等发展战略。 

  第三，要从效率的角度重新考虑和规划产业布局。对于同一产业内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国有资

源的重组与联合，淘汰掉效率低的国有企业。对于同一产业内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可以根据自愿的

原则，采取资产重组和股份制等多种联合形式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2.人才发展战略 

  当代的市场竞争，是一场涉及价格、技术、质量、服务、形象、信誉、人才、实力、制度等各

种因素的全方位竞争。抛开制度因素，人才就是反映核心竞争力的最终要素。东北能否建成中国的

推荐

城市案例

城市



重化工业基地，除了制度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人才因素。 

  经济学理论指出，只有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最高。人才也只有在适

宜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其价值，否则就可能失去其价值和意义。人才环境的好与恶，是与人才进入和

退出的成本直接相关的。因为任何人都有一个能否适应环境的问题，如果不能适应就需要“退

出”，采取行政等手段进行“堵、截、卡”，会提高人才“退出”的门槛，加大人才“退出”的成

本，从而会使人才望而生畏，不敢进入。 

  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率先进行制度改革，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区域经济发展很

快跃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仍然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改革进程十分缓慢，

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降。由此导致“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失非常严重。以此为鉴，

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战略的设计应有如下考虑： 

  第一，提高收入和待遇标准。收入和待遇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主观价值，而且还会表明这种人

力资源的配置在客观上是否有效或最优。因此，给予人才高标准的收入和待遇，不仅体现了我们对

人才的尊重，还表明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准则——真正实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第二，保护人才免受干扰。人无完人，人才固然才华出众，难免也有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处，因

而也极易成为嫉妒者的“众矢之的”。干扰的形式主要有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恶意骚扰、制造麻

烦、破坏工作条件、制造不和谐气氛，等等。东北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要保护人才

免于干扰，就必须着眼于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建立一个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健康、和谐的环境。 

  第三，以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的合约形式作为人才“进入”与“退出”的约束条件。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如何防止人才的流失呢？公平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雇主

（政府、学校、企业等）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实现自由交易。合

约是双方交易的主要形式。在签订聘用合约时，雇主可以通过订立合约的退出条款来约束人才的流

失。合约的建立应以双方自愿为基础，避免搞不平等的格式合同。 

  3.产业发展战略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首先面临的是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纵观近代以来

人类社会产业发展的历史，比较典型的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有两种。一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选择

的比较优势战略，二是苏联选择的赶超战略。苏联的赶超战略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比较优势战略则

取得了成功。我们在吸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与苏联的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再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首先应当认清这一发展战略所处于的时代背景。中国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所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战略首先要立足于社

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将改革的时代精神贯彻其中。 

  其次，要正确识别那些真正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重化工业部门，将其作为重化工业的产业发展

重点，避免面面俱到的做法。把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成为新型的重化工业基地这一目标的确立，并

非表明我们适宜发展所有的重化工业产业，今后可以不加选择地发展所有的重化工业产业。事实证

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只有那些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什么都想发展，最终

结果是什么也发展不起来，因为一是资金有限，二是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经济效益差，无法形成资

本积累和自我发展。 

  再次，要通过引进外资、企业购并、合资等各种形式将国有企业改制与技术升级结合起来，力

争一步到位。 

  对于生产传统军工产品的中央直属的军工企业而言，不仅要转产民用产品，而且也要积极进行

产权改革，走民营化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军品采购的市场化。只有经过市场的选择，我国军品供

给才能保证质优价廉。 

  东北经济能否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树立起科学的态度，始终坚持从比较优

势出发，努力打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优势，把区位优势和区域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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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前进。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以改革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东北老工

业振兴的目的。（作者：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教授）文/赵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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