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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全文]
 

50年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作为我国的重化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
发展，东北三省产业结构转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种转换的步伐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济增长却显
得相对缓慢。从经济增长率指标来看，东北地区很少有全国名列前茅之时，1998年辽、吉、黑三省的经
济增长率分别为7．9％、9．0％、8．0％，属全国中下游。 
综观东北三省产业现状，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老化、环境保护不够、国际竞争力差等问题仍很深
刻。特别是在国内市场疲软，区外竞争激化，国际上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加入WTO近在眉睫的形势
下，上述产业问题令人尤感严峻。 
一、东北三省产业结构的演变 
(一)辽宁省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近20年来，辽宁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其工业强省地位已是其实难副。 
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工业部门比重普遍上升的趋势相反，辽宁省工业部门比重一路下滑，并在1996年开
始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辽宁省工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1991—1998)为5．4％，
远远低于全国(1991-1998)14．8％的增长速度。 
首先，辽宁省产业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工业为主，而且是重工业，是以原材料、资源加工部门为主的重要
设备投资的供给源，发展速度相形见绌。  
同时，辽宁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结构也较为落后，削弱了其牵引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轻工业中，可
与重工业相循环的占1／3弱，而其中还有引进外部资源的成分。在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也使得
重工业中直接与消费接口的这一领域所能发阵的作用受到巨大限制。 │ 
表1 辽宁省产业结构变迁(单位：％)  
├────┬─────┬─────┬─────┬─────┤
│ 年代│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 
├────┼─────┼─────┼─────┼─────┤
│ 1978│ 14．1 │ 71．1 │ 14．8 │ 22．5 │ 
├────┼─────┼─────┼─────┼─────┤
│ 1980│ 16．4 │ 68．4 │ 15．2 │ 7．6 │ 
├────┼─────┼─────┼─────┼─────┤
│ 1985│ 14．4 │ 63．3 │ 22．3 │ 12．4 │ 
├────┼─────┼─────┼─────┼─────┤
│ 1990│ 15．9 │ 50．9 │ 35．2 │ 0．1 │ 
├────┼─────┼─────┼─────┼─────┤
│ 1994│ 13．0 │ 51．7 │ 35．9 │ 11．2 │ 
├────┼─────┼─────┼─────┼─────┤
│ 1998│ 13．7 │ 47．8 │ 38．5 │ 7．9 │ 
└────┴─────┴─────┴─────┴─────┘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 
注：1952年度增长率为1953年度值。 
┌─────┬────┬────┬────┬────┬────┬─────┐
│ 年代 │ 1978 │ 1980 │ 1985 │ 1990 │ 1995 │ 1998 │ 
├─────┼────┼────┼────┼────┼────┼─────┤
│ 轻工业│ 26．7 │ 32．4 │ 31．6 │ 32．2 │ 27．0 │ 23．9 │ 
├─────┼────┼────┼────┼────┼────┼─────┤
│ │ │ │ │ │ │ 9 │
│ 重工业 │ 73．3 │ 67．7 │ 68．4 │ 67．8 │ 70．0 │ 76．1 │ 
├─────┴────┴────┴────┴────┴────┴─────┤



│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1999)。 │ 
│ 其次，农业的比重仍然很大，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工业不尽景气的情况下，时有农业牵引经济发
展之需。1990年辽宁省CDP增长0．9％，当时工业部门为负增长(—3％)，服务部门增长4。8％，农业部
门则增长14。5％。近年来，这种倾向更加明显，1996年GDP增长8．6％，当时，农、工、服三部门分别
增长12．6％、7．8％、8。4％；1998年GDP增长8．3％，其时农、工眼三部门分g，J增长13。0％、7．
6％、7．9％。反之，1997年，工业部门增长10．5％，服务部门增长9．2％，GDP仅增长8．9％，其中
重要原因就是农业遭遇自然灾害，仅增1．3％。以上情况说明，辽宁省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还很大，
但其技术含量还很低，“靠天吃饭”现象较为严重，从而再次反衬出当前重工业基 下，城市化也得到
很快发展，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的比重迅速上升，农业部门比重逐步下降，产业间比例有趋于合理的倾
向。但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工业部门受到冲击，服务部门受到的打击则更
大。但由于当时粮食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积极性不高，使得具有农业生产天然条件优势的吉林省在全国
占据着战备粮仓的重要地位。因此，吉林省农业比重并未大幅下滑，基本保持平稳，而服务业比重有所
下降，工业比重则被抬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业部门首先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吉林省作为全国农业基地之
一，农业部门本来比重就很大。在这一改革政策的积极推进下，吉林省农业发展更快。同时，服务部门
不断恢复、发展起来。加上近年来注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1988年服务
部门产值为102．51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的92．59亿元。相比之下，工业部门在改革中处于相对落后
的状态。一方面，国家政策是首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使得吉林省这样的边疆内陆省份在吸引外资、内
资和政策支持方面都无法与沿海诸省相争；另一方面，吉林省和辽、黑两省一样，国有大中型企业较
多，而国有企业改革每每“山雨欲来”，但往往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因素太多而止于
“风满楼”而已。因此，工业部门在技术老化的困扰下，出现了生产效益低、职工下岗较多、再就业压
力巨大等问题，地位逐步下降。 
90年代以来，吉林省的产业结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大省特色未改。&#8226;农业部门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非常稳定。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农
业部门的作用则较为明显。1990年工业、服务业增长率分别为2．1％、9。3％，而吉林省的GDP增长速
度达3．4％，其中农业部门36．7％的高增长，可谓功不可没。1996年、1998年都出现了工业、服务业
增长率低于全省CDP增长率的情况，均以农业部门较高的增长率实现全省增长率的提高。’ 
但这并不说明吉林省农业部门已非常先进。1997年吉林省遭遇特大旱灾、风灾，农业出现—0．4％的负
增长，说明了其仍在“靠天吃饭”之境。1998年农业的大幅增长，包含着对上一年度的反弹成分。同
时，也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发展的相对迟缓和艰难处境。 
2．重化工业基地包袱沉重。改革开放之初，吉林省轻工业摆脱了制度上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束缚有所发
展，在90年代之后受到沿海地区激烈竞争的冲击，使得本不景气的重化工业在技术进步并不显著的情况
下，再次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呈现增长势头 
(参见表4)。 
表3 吉林省产业结构变迁(单位：％) 
┌────┬─────┬─────┬─────┬─────┐
│ 年代│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 
├────┼─────┼─────┼─────┼─────┤
│ 1978│ 29．3 │ 52．4 │ 18．3 │ 12．8 │ 
├────┼─────┼─────┼─────┼─────┤
│ 1980│ 27．6 │ 53．0 │ 19．4 │ 6．5 │ 
├────┼─────┼─────┼─────┼─────┤
│ 1985│ 27．8 │ 48．5 │ 23．7 │ 6．8 │ 
├────┼─────┼─────┼─────┼─────┤
│ 1990│ 29．4 │ 42．8 │ 27．8 │ 3．4 │ 
├────┼─────┼─────┼─────┼─────┤
│ 1994│ 27．7 │ 42．6 │ 29．7 │ 14．3 │ 
├────┼─────┼─────┼─────┼─────┤
│ 1998│ 27．6 │ 38．3 │ 34．1 │ 9．0 │ 
└────┴─────┴─────┴─────┴─────┘
资料采g9：《吉林省统计年鉴》。 
轻工业在90年代的下落，表面上与国际公认的由轻工业一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工业内部发展规律是并
不矛盾的。但客观上，这种产业发展的递进必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在吉林省，技
术进步除汽车行业较为显著外，其余并不明显。而且，由于汽车产量、价格等方面的因素，一汽集团并
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再从轻重工业的内部结构来看，既有合理性的表象，也有明显的落后之处。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
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小，使得重工业的支持作用也受到了制约。重工业中制造
业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这一点与辽、黑二省有所不同。而且，进入80年代以来，制造业比重基本处于
上升状态，1997年达59．0％。当然，从理论上讲，这一特征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但从具体背景
上看，制造工业的比重增大，是由于原料、采掘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而且，在GDP增长上并未表现出
加速推动的作用。 
表4 吉林省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单位：％) 
┌───────────────────────┬────────────────────
───┐
│ 轻工业 │ 重工业 │ 
├─────┬─────┬─────┬─────┼─────┬─────┬─────┬──
───┤
│ │轻重工业 │以农产品 │以非农产 │轻重工业 │ │ │ │ 
│ 年代 │ │ │ │ │采掘工业 │原料工业 │制造工业 │ 
│ ├─────┤ │ ├─────┤ │ │ │
│ │ 比例 │为原料 │品为原料 │ 比例 │ │ │ │ 
├─────┼─────┼─────┼─────┼─────┼─────┼─────┼──
───┤
│ 1978 │ 39．8 │ 63．6 │ 36．4 │ 60．2 │ 13．9 │ 28．1 │ 58．0 │ 



├─────┼─────┼─────┼─────┼─────┼─────┼─────┼──
───┤
│ 1980 │ 39．9 │ 69．7 │ 30．3 │ 60．1 │ 12．6 │ 34．8 │ X．6 │ 
├─────┼─────┼─────┼─────┼─────┼─────┼─────┼──
───┤
│ 1g85 │ 40．8 │ 72．6 │ 27．4 │ 5g．2 │ 12．2 │ 34．9 │ 52．9 │ 
├─────┼─────┼─────┼─────┼─────┼─────┼─────┼──
───┤
│ 1990 │ 44．6 │ 71．3 │ 28．7 │ 55．4 │ 11．4 │ 33．4 │ 55．2 │ 
├─────┼─────┼─────┼─────┼─────┼─────┼─────┼──
───┤
│ │ │ │ │ │ │ │ │
│ 199，5 │ 35．5 │ 75．8 │ 24．2 │ 64．5 │ 10．6 │ 31．3 │ 58．1 │ 
├─────┼─────┼─────┼─────┼─────┼─────┼─────┼──
───┤
│ 199r7 │ 32．2 │ 74．4 │ 25．6 │ 67．8 │ 10．2 │ 30．8 │ 59．0 │ 
└─────┴─────┴─────┴─────┴─────┴─────┴─────┴──
───┘
资料来源：《吉林省统计年鉴1998》。 
3．服务部门发展迅速。在此，资金投入较多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1998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40
亿元，为前4年的总和；交通投资63．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邮电通信投资6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38％。相比之下，水利建设投入22亿元，已是上一年的3倍。 
(三)黑龙江省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二大商品粮基地和原油、煤炭、木材等重要工业原料以及工业装备生产基地。改革开
放之后到9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不平静。 进入90年代之后。黑龙江省产业结构
的演变表现出一些新的基本特征： 
1．农业部门比重呈现出波动中逐步下落的趋势， “靠天吃饭”现象明显。同时，林业部门应环境保护
的需要在近年来也在逐步缩小，这个矛盾的解决需依靠粮食、畜牧、水产、经济作物等的发展来弥补。 
2．工业部门保持较高增长，但基础工业基地特征未改。进入90年代，黑龙江省的工业保持平稳增长，
基本上发挥了牵引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有1990年，工业部门、服务部门负增长，由农业部门41．8％的
高增长牵引经济整体上升5．8％。其余年份工业一直以高于整体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但是，从工业内部
结构来看，这种增长并不乐观(参见表6)。 
黑龙江省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仍然是重多轻少，差距较大。在数字统计上看，似非坏事。但问题在
于，这种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在中国现阶段由于技术落后和其内部结构不合理而使之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
难题之一。就黑龙江省而言，重工业内部结构尤为不利。1985年，黑龙江省加工工业比重尚在34．
4％，1997年已降至25．4％。这说明，黑龙江省的重工业主要是靠卖资料、原材料生存的。这种倾向，
在即将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和人类社会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增长追求的冲击
之下，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再从轻工业内部结构来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居高
不下。相比之下，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则显得较为单薄。 
表5 黑龙江省产ql,ggJ变迁(单位：％) 
┌────┬─────┬─────┬─────┬──────┐
│ 年代│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 
├────┼─────┼─────┼─────┼──────┤
│ 1978│ 23．5 │ 61．0 │ 15．5 │ 11．1 │ 
├────┼─────┼─────┼─────┼──────┤
│ 1980│ 25．0 │ 59。3 │ 15．7 │ 10．0 │ 
├────┼─────┼─────┼─────┼──────┤
│ 1985│ 21．7 │ 57．8 │ 20．5 │ 6．0 │ 
├────┼─────┼─────┼─────┼──────┤
│ 1990│ X．4 │ 50．7 │ 26．9 │ 5．8 │ 
├────┼─────┼─────┼─────┼──────┤
│ 1994│ 19．5 │ 52．7 │ 27．8 │ 8．7 │ 
├────┼─────┼─────┼─────┼──────┤
│ 1998│ 16．3 │ 53．2 │ 32．0 │ 8．0 │ 
└────┴─────┴─────┴─────┴──────┘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注：按可比价格计算。 
表6 黑龙江省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单位：％) 
┌───┬──────────────┬───────────────────┐
│ │ 轻工业 │ 重工业 │ 
│ ├────┬────┬────┼────┬────┬────┬────┤
│ 年代│ │以农产品│以非农产│ │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制造工业│ 
│ │ │为原料 │品为原料│ │ │ │ │ 
├───┼────┼────┼────┼────┼────┼────┼────┤
│ 1985│ 33．5 │ 80．2 │ 19．8 │ 66．5 │ 38．2 │ 27．0 │ 34．8 │ 
├───┼────┼────┼────┼────┼────┼────┼────┤
│ 1990│ 33．6 │ 79．1 │ 20．9 │ 66．4 │ 45．9 │ 27．2 │ 26．9 │ 
├───┼────┼────┼────┼────┼────┼────┼────┤
│ 1995│ 32．0 │ 75．0 │ 25．0 │ 68．0 │ 44．4 │ 30．2 │ 25．4 │ 
├───┼────┼────┼────┼────┼────┼────┼────┤
│ 1997│ 34．9 │ 79．4 │ 20．6 │ 6．1 │ 45．6 │ 29．0 │ 25．4 │ 
└───┴────┴────┴────┴────┴────┴────┴────┘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998》。 
3．服务部门在投资的拉动下保持快速增长，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和临时性。1998年国家资产投资801．
6亿元，其中农业部门12．8亿元，增长40．7％；通储及邮电业176．7亿元，增长41．1％。1999年固定



资产投资808亿元，其中农业部门占2．4％，运输邮电投资占14．5％。 
(四)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工业部门占中心地位，但有下降趋势；农业部门
比重虽在下降但仍占较大比重；服务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在工业部门内部，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其中采
掘、原料工业比重较大，制造业相对薄弱；轻工业比重较小，且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 ， 
从产业结构整体发展趋势看，尽管90年代以来基本态势为稳定，但工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未
发挥出来，处于慢性萧条之中。因此，东北地区可以说产业结构调整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今后可谓任
重道远。 
二、东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一)国际形势充满机遇和挑战 
1．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第四次科技革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体系上改变现有的工业部门。因此，已落伍于现在的东北地区
工业体系，不能存幻想于以原有技术体系基础上的技术改造求新生，而必须抓住机会，首先从主要部门
人手，脱胎换骨，才能摆脱爬行状态，不致落后于时代。 
2．加人Wm迫在眉睫 
“人世”是中国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意义深远，勿庸赘言。而从短期来看，对我国产业
发展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于东北三省而言，不仅有农业、汽车业首当其冲将受到冲击，其他产业
部门也必将受到竞争的危胁。但这也是好事，使我们猛醒过来，变压力为动力，未雨绸缪，抢占先机，
加速技术改革和制度变革的进程，才能有备无患。 
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充满机遇 
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同时，东北地区也存在着国际合作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近年
来已从学术探讨步入实际操作及合作阶段，给东北经济的今后发展带来机遇和支持。 
(二)国内环境不乏压力和动力 
1．农业结构改革即将推行 ．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申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重要任务，要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水产
业，发展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深加工，等等。 
2．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00年要围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着重抓好四
个环节：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限制没有市场销路的产品生产。二是采取有力措
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并向老工业基地倾斜。三是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发展信息、
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等产业。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继续推进行业改组，
促进重点行业提高规模效益，优化布局。要努力提高重大装备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3．西部大开发战略即将实施 
西部开发是我国政府为解决地区间严重不平衡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对于东北地区有着深远意义。。东北
地区既有属于东部地区的辽宁，也有属中部地区的吉、黑两省，大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参人西部
开发之中，由此推动自身的技术革新、结构调整。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为充分发挥中部地区
的支持作用和产业传递中介作用，国家已提出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
债投资、“债转股”、核销呆坏准备金和外国政府及金融机构贷款，也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因此，可
以说，西部大开发，对于“一东二中”的东北三省而言，也为千载难逢的良机。 
(三)东北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 
1．自然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东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资源相对不足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
面，工业资源长期采取之余，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东北工业体系以重化工业为主，重工业中又以
原料、采掘业为主，由于工业技术的落后，采取过程中的资源流失、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
重，加剧了工业资源的相对不足倾向。 
而从未来发展角度看，东北地区资源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煤
炭、石油等带来较多环境问题的资源的使用必将日益减少，必将给现在的能源结构带来冲击。其二，东
北现有产业资源与未来产业之间也未尽相适，勘探新资源、&#8226;加强区际经济合作，也是今后的一
个重要课题。因此，与其固守天赐资源，不如大力抓好人力资源，这才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
在。 
2．劳动力资源 
东北地区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而且由于工业化进程开展较早，社会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具有劳动
力资源的优势。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进展，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东北地区，下岗职工必将逐步增多，也
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出现了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缩小，劳动力向农业部门转移的倾向。其次，下岗
人员数量巨大，尽管有利于企业控制成本，但由于工资可比价格刚性的存在，劳动力成本下降的余地并
不大。相反，再就业问题突出，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使我们在亟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之
际，也不得不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3．技术资源 
从开放的角度来看，每一经济区的技术资源都可放在全国、全世界的范围里，在能够取得技术的前提下
加以考虑。在此，东北地区的技术资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加以探讨。 
(1)现有技术基础 
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多数设备超期服役，工艺落后，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企业在低水平上分
散，技术在低水平上重复，产量在低水平上扩大。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小，基本上
不超过5％，影响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移能省份，靠拼资金、拼资源换取经济低效增长方式至今仍未
得到实质改变。 
(2)当前的技术资源 
第一，就国内技术资源而言，还是较为可观的。一方面，国内沿海一些地区的新兴产业、企业已形成了
一定的开发能力，并有接近国际水平的新产品相继问世，如电动汽车技术、液晶电视技术等，在国际上
虽不是领先的，但还是同一时代的。另一方面，国内的技术转让远比国际的技术引进成本小，而且便于
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故易成功。 
第二，就国际技术资源而言，并不乐观。(1)国际先进技术很难引进，往往花大价钱，买来人家精心挑
选的1日技术，甚至旧设备。(2)目前正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形成期，而非成熟期，甚至也不是发展期，



国外产业技术也尚未完全成熟，很可能买时是新的，到手就是旧的。(3)技术引进往往与引进外资相辅
同行，东北地区既无东南沿海的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也无西部的资源优势和政策扶植，很难竞争过国
内其他区域。因此，归根结底不能在引进一条路上走，何况这是一条永远落后的道路。 
第三，从最根本的技术开发能力来看；东北地区尚须努力。从90年代有关统计来看，科技机构数、科研
人员数均有下降倾向，科研经费总额虽有上升，但幅度不大。在此，大中企业对技术开发的降温令人担
忧。而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众多大专院校的科研开发潜力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有这些，都是今后发
展必经正视并加以克服的课题。 
总之，就内部资源而言，东北三省虽有较早开展工业化的积累，但历史包袱多于现有的活力；社会发展
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科技创新能力尚未发挥出来(或者说尚未形成)；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但厚于农而薄于工，特别是在面向未来之际，工业部门的变革更是迫在眉睫。 
三、东北地区发展战略 
(一)总体战略 
综上所述，东北经济区近年来的发展缓慢、效益低下现象从表面上看似结构问题，而本质原因是技术落
后，而造成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则有政策倾向、制度残留包袱等问题。当前，主要矛盾已集中在技术落
后之上，而技术的载体是产业，因此，总体战略的核心也应该是产业发展的技术改造、创新问题。 
1．改革开放是基本前提 
2．以新兴产业为方向，高科技产业先行 
3．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扶植新兴产业相结合 
4．农村产业化势在必行 
(二)具体措施建议 
1．官产学紧密结合推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2．从根本出发，建设“产业孵化器”&#8226;，推进新兴产业的创业与发展“产业孵化器”不单是一个
支持风险投资的机制问题，而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高新技术孵化器；其二，创业者孵化器；其三，
组建支持风险投资的风险财团。 
3．统筹全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行，以产业循环为依据，逐次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一，以少数高新产业为突破口，选择产业基础较好、技术相对成熟、国内外市场潜力大、附加价值高
者，倾全力开发、创业。在此，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产业为务之急，已成共识。
但就东北三省而言，电动汽车、液晶家电、电脑硬件开发生产、垃圾处理、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太阳能发
电等产业似应优先选择。  
第二，根据新兴产业的产业循环需要建置配套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包袱较多，行业
分布广，而资金总量有限，既不可能全面改造，也不可能统一划齐。因此，必须加以选择，应集中有限
资源与资金，首先使新兴产业站稳脚跟，形成良性循环。而后，依托新兴产业逐步在生产协作中改造传
统产业。  
第三，农业产品结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农产品结构调整机会也到来了。一方
面还林还草；另一方面，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力求通过出口、精加工来提高其附加价值。此
外，城市中的传统产业可通过向农村转移来找寻出路，这样既可减少传统产业改造压力，也可推进乡镇
企业发展，实现“雁行模式”的区域化。在此，为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尚
须加强信息传递、政策诱导等工作。 
4．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 
利用东北亚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有利条件，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解决经济总量不足和产业技术落后等
问题。同时，加强国内区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要积极参人西部大开发中，抓住商机，努力开拓，在与全
国、全世界企业的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更加健康、合理、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区域投资
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投资拉动型”
经济增长。在中国投资增长的过程中，投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差异越来越大，区域投资差异对
人口迁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80年代中后期中国区域投资分布 
如果在短时期内把技术进步视为相对不变的量，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对处于经济发展
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性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中一
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投资的拉动。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政策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转变，并且，改革开放首先由东部沿海地区开
始，逐步向内地推进，因而，中国区域投资向东部(1)省份集中，东部人均投资拥有量不断上升，中西
部人均投资拥有量与东部的差距逐渐加大，区域投资差异扩大。  
表1为1981-1985年(“六五”期间)和1986-1990年(“七五”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固定资产
投资排序。从总的趋势上看，东部省份的人均投资排位都是上升的。除了河北省始终排在第17位没有变
化，其余省份的排位均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上升的幅度都比较大，分别由“六
五”期间的第X位、第20位和第18位，上升到“七五”间的第8位、第12位和第7位。西部9省人均投资的
排序排位均全面下降，而中部省份人均投资的排位，有生有降，总体上是下降的趋势。 
表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排序 
单位：元/人 
┌──┬──────┬──────┬───┬──────┬──────┐
│ │1981~1985年 │1986—1990年│ │1981-1985年 │1986—1990年│ 
├──┼──────┼──────┼───┼──────┼──────┤
│1 │ 上海(581) │上海(1664) │ 16 │ 湖北(88) │ 西藏(343) │ 
│2 │ 北京(500) │北 京(1461) │ 17 │ 河北(86) │ 河北(325) │ 
│ ’│ │ │ │ │ │ 
│ 3 │ 天津(461) │天津(979) │ 18 │ 江苏(83) │ 福建(298) │ 
│ 4 │ 青海(252) │辽宁(616) │ 19 │ 福建(80) │ 陕西(270) │ 
│ 5 │ 新疆(205) │广东(570) │ 20 │ 山东(78) │ 内蒙(267) │ 
│ 6 │黑龙江(197) │青海(504) │ 21 │ 云南(77) │ 湖北(255) │ 
│ 7 │ 辽宁(191) │江苏(500) │ X │ 浙江(70) │ 河南(226) │ 
│ 8 │ 西藏(165) │浙江(497) │ 23 │ 四川(63) │ 甘肃(223) │ 
│ 9 │ 宁夏(157) │新疆(481) │ 24 │ 河南(56) │ 安徽(219) │ 
│ 10│ 山西(150) │黑龙江(434) │ 25 │ 江西(56) │ 湖南(201) │ 
│ 11│ 广东(130) │ 宁夏(411) │ 26 │ 安徽(54) │ 四川(195) │ 



│ 12│ 内蒙(124) │ 山东(387) │ 27 │ 湖南(53) │ 云南(195) │ 
│ 13│ 吉林(116) │ 山西(386) │ 28 │ 贵州(52) │ 江西(185) │ 
│ 14│ 陕西(110) │ 海南(376) │ 29 │ 广西(51) │ 广西(164) │ 
│ 15│ 甘肃(92) │ 吉林(434) │ 30 │ │ 贵州(128) │ 
└──┴──────┴──────┴───┴──────┴──────┘
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全国务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 
汇编》；②1981-1985年不包括海南省；③投资按实际金额计算。 
8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投资差异也呈现扩大趋势。东部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上
升的较快(见表 
2)，东部人均投资与中西部的差距在加大，而中西部人均投资的 
差距略有缩小。从“六五”期间的52．1％，上升到“七五”期间的58．6％；而中部和西部投资占全国
投资的比重都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六五”期间比，“七五”期间，中部和西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4．4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分别是中部和西部投资的2．2倍和4．0倍。“六五”期间，东
部、中部、西部人均投资的比为2．19：1．15：1， “七五”期间上升到5．56：1．09：1。外资分布
差异更大，“七五”期间，东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89．6％，中部和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分别
只有5．7％和 
4．7％，东部是中部、西部的15．7倍和19倍。  
表2 区域投资构成和区域人均投资额 
┌──────────────┬─────────────┐
│ 区域投资构成(％) │ 区域人均投资额(元／人)│ 
├───────┬──────┼──────┬──────┤
│ 1981~1985 │ 1986-1990 │ 1981~1985 │ 1986~1990 │
├───────┼──────┼──────┼──────┤
│东部 52．1 │ 58．6 │ 151 │ 495 │ 
│中部 31．0 │ 26．6 │ 103 │ 260 │ 
│西部 16．9 │ 14．8 │ 88 │ 226 │ 
└───────┴──────┴──────┴──────┘
资料来源：同表1。各省人均投资见附表2。  
综上所述，8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投资差异逐渐扩大，区域外资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更高，投资梯度已经
形成。形成区域投资差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既包括区域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也包括人文优势。沿海地区由于拥有直接
的进出口通道，相对内地较少的进出口运费，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包括种族、语
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比如中国的广东、福建等省，由于与港澳台地区毗邻，文化、语言相通，
并且拥有大量侨眷，成为吸引港澳台华人投资极为有利的因素。 
(二)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政策。在计
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以政治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支持下，国家经济管理目
标能够自上而下顺利地贯彻执行。国家以均衡发展为目标，通过直接控制投资、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调节
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处于过渡型混合经济时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东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开放的前沿，国家给予东部优先发展所
需要的各种政策优惠，在金融、财政、税收、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及基础设施建等方面向东部倾斜，东
部投资总量增长速度较快。其中，福建、广东、海南吸引外资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享受十分优惠的
特区政策(鲁明泓，1997年)。  
(三)地方政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8226;央集权制逐渐向中央和地方分权制过渡。中央权
力逐渐下放，改“统收统支”为“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地方政府从过去的政策执行机构，演变
为集责、权、利于一身的综合行政管理机构，地方利益得到强化，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政绩直接相关。实行分权和地方利益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在市场体制不
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市场机制更大、更明显，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扮演主角。各
级政府为了增加地方投资，吸引其他地区的投资和外资，纷纷向国家要优惠政策，并在自己的事权范围
内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这种现象曾一度使金融秩序相当混乱。 
二、区域投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有关学者的研究说明：建国初期(1952-1965年)，在人口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同时，大量人口沿着历史上
传统的迁移路线从东中部迁往东北和西北。根据杨云彦和陈金永(1993年)对1964-1982年中国人口迁移
方向的研究结果推算，1966-1978年间人口迁移的方向是由东部向西部迁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
迁移方向发生了逆转，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向东部迁移的趋势
更明显，集中迁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山东等最发达地区。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格局的
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投资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固定资产投资与省际迁移的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决定于城市与农村预期收入的差异，差异越大，
流人城市的人口越多。在托达罗的迁移模型中收入和失业率都被作为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并纳入到迁
移模型之中，而其他影响迁移的因素被忽略了。失业率与投资具有直接的联系，某一地区投资的增加或
减少决定了该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减，就业机会的变化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影响到人口迁移，特别
是劳动力迁移。但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在应用于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一些学者应用(王桂新，1997年)托达罗的模型研究我国省际迁移，所得到的结论与模型本身自相矛
盾，从数学意义上否定了该模型。 
产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口迁移具有特殊性。首先，我国属于控制迁移的国家，自由迁移的
前提假设在我国并不适用。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性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可能超过经济因
素的影响程度；其次，我国失业统计不够真实’和非正式就业的大量存在。我国普遍存在劳动力人口过
剩，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更加严重，而我国失业率统计偏差较大另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
条件下，存在大量在非正式部门 
的就业，这部分就业统计更加困难。因此，在研究区域投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时，、我们直接考察人均
投资与迁移率的关系，分析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省际间迁出率、迁入率和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关系
(见表3)o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迁入率为高度线性相关，在假设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各省
人均投资能够解释迁入率的84．4％，单侧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其线性相关系数为0．921，说
明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多少对人口迁入有显著的影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对迁入的拉力



越大，迁入的人口越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性比前者还高，在同等条件下，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能够解释净迁移率的85．6％，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25，说明各省人均拥有的固定资
产投资额对净迁移率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迁出率与人均投资额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只有
0．365，说明人均投资额对各省人口迁出的影响不大。 
表3 1985~1990年各省人均固定投资与省际迁移率的相关分析 
│ │ 线性相关系数 │判别系数 │自由度 │ F │ 单侧检验 │ 
│ │ (Pearso） │ R │ df │ │显著性水平 │ 
├────┼─────┼─────┼──┼────┼───────┤
│迁出率 │ 0．365│ 0．133│ 28│0．舶6 │ 0．425 │ 
│迁入率 │ 0．兕1│ 0．848│ 28│151．16 │ 0．001 │ 
│净迁移率│ 0．g25│ 0．856│ 28│160．26 │ 0．加1 │ 
└────┴─────┴─────┴──┴────┴───────┘
资料来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1986-1990年的平均值。 
(二)外资对迁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急剧增加，从改革之初1984年的12．58
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37．55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417．26亿美元。外资的直接投入对中国区域投资
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各地区开放时间、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和区位优势的不同，使外资在中国的分布极其不平衡。
1986—1990年外国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比重占89．6％；中部和西部吸收外资的比重分51j为
5．7％和4．7％。外资分布的不平衡是形成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外资投入量的
逐渐加大，外资对区域发展和区域迁移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表4为1985-1990年各省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省际迁移率的相关分析。与表3同样，各省人均实际利用外
资与迁出率没有线性相关关系，与迁入率和净迁移率具有强相关关系，而且，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净迁
移的线性相关性更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净迁移率的79』％可以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来解
释，迁入率的解释率为69．1％，既迁人率和净迁移率的邱．1％和79．1％是受人均利用外资影响所产
生的。 
表4 1958-1990年省际迁移率与各省人均投资的线性相关分析 

资料来源：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为1986—1990年的平均值，来源于1986 
—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 
┌────┬──────┬─────┬───┬─────┬─────┐
│ │ 相关系数 │判别系数 │自由度│F检验 │显著性水平│ 
│ │ (Pearson) │ R 2 │ df │ │ │
├────┼──────┼─────┼───┼─────┼─────┤
│迁出率 │ 0．143 │ 0．02 │ 韶│ 0．560 │ 0．461│ 
│迁入率 │ 0．836 │ 0．691│ 28│ 62．721 │ 0．001│ 
│净迁移率│ 0．894 │ 0．791│ 28│ 107．264│ 0．001│ 
└────┴──────┴─────┴───┴─────┴─────┘
表3与表4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迁入率、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程度不同。人均利
用外资与迁入率、迁移率的相关程度低，是由于外资分布比固定资产投资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更大，从而
降低了线性相关性。 
投资不仅直接影响迁移，还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变量对人口分布产生影响。投资差异使东部经济发
展速度加快，收入水平提高，区域收入差异扩大，特别是城市经济差异扩大，使东部省份的产业结构、
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方式与内地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
部环境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一过程中，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对人口迁入的拉力增强，中部、西部经济落后
地区对人口迁出的推力也在加强。 
三、讨论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投资分布的差异越来越大。投资差异使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收入水
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8226;劳动力需求等与内地相比有了较大提高，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劳动力
迁移形成了巨大的迁出拉力。 
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口迁移能够发挥平衡区域差异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人口迁移受到限
制。自1958年，中，国国民被划分为两种“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二元社会结构是用户籍制度
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也使城市间的迁移受到抑制。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的转换，维持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有所松动。1984年国家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
粮到集镇落户；在一些大城市 给一部分迁人人口办理“蓝印户口”，保证在城市就业、工作的移民享
受城市人口同样的福利；农转非的比重加大；粮食和副食供应制度取消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为人口迁移
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 
投资劳动人口迁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力区域分布，特别是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1978年以
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农村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
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地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中西部
农业省份，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1984年我国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485万，1994年超过2亿。而东部
投资增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外资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地区之
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交流，人口跨地区、长距离迁移不断增加，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得以缓
解。区域投资差异拉动人．口迁移，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人力资源的分布。一方面，在人口迁移
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文化素质越高的人，流动性越大，实现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各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迁入，并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低素质劳动力迁入，减轻
本地区就业压力，对迁移人口进行选择。上述原因导致人力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使人口素质高的
地区更高，低的地区更低。 
有关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85—1990年间，我国省际移民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原来文化水平越
高的省份，迁人人口文化程度越高；反之，文化水平越低的省份，迁入人口的文化程度越低(张善余
等，1995年)。另一项研究表明：1985”1990年 
间，我国省际迁移是由中西部向东部迁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具有更明显的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并
且集中在东部最发达的几个地区(范力达，1992年)。 
注释： 
①东部为沿海12个省、区、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西部九省包括：四川、 
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西藏、陕西。中部九省包括： 
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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