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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基地如何走新工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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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并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这件事让东北的父老乡亲感到欣喜，也让东

北各级政府官员感到释怀与兴奋，就像前些年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令西部各省(区、市)欢欣鼓舞一样。 

  中央政府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绝非简单地给钱、给政策。温总理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

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东三省部分地方领导人对此事的说法，言语间似乎过于自信和乐观，似乎有了中央的支持，振兴老工业基地,带动整个东北经济走出

困境当属轻而易举。 

  事情不会如此简单。这不是我凭空作出的判断，而是依据变化了的并正在继续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经济的大格局所作的判断。熟悉中国

当代工业发展史的人一定明白，东北工业基地的规模格局和曾经拥有的制造能力，虽说有历史"积淀"的因素，但更多是40年计划经济的产

物。一方面，基于东北先天性发展重工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业的资源优势，国家将大量的建设资金集中投向东三省，致使其在短时期内迅速

形成了以清一色国有企业唱主角的区域性制造业集群。另一方面，东北所生产的工业原料和工业装备则全部通过国家计划调拨或分配到各

地。一言以蔽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发展工业的原料、资金靠计划，产品的销路也靠计划，东北作为工业基地无非是国家整个工业

计划体系中的装备制?quot;车间"。 

  进一步看，依赖于僵硬的计划调控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整个投入与产出，是不计成本与收益核算的。这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一大"特

色"，也是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的逻辑必然。可一旦到了市场经济年代，整个游戏规则不断改变，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倾斜往往

在市场规律面前消失于无形。没有效益，甭管企业甚至整个"基地"过去如何辉煌，作出过多大的贡献，对不起，市场不认! 

  东北的现有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理应比西部地区的发展有更广阔的空间和现实基础，发展速度也该比西部快出许多。东北要重新振

兴，继续走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没有疑义。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的约束条件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东北的新工业化之路如

何走？ 

  假如东北依然企图凭借国家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恢复昔日制造业基地的龙头地位，是不现实的。因为，如今国内企业采购工业设备的视

野不再限于国内而是立足于世界，曾经左右企业采购决策的"爱国情结"被消弭；采购设备也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一般的"价廉物美"，而是着

重考虑设备的性价比。至于政府，不论哪一级政府，都不可能再对企业采购设备施加"行政影响"。仅从以上单一角度看问题，"新瓶装旧

酒"的发展之路根本走不通! 

  发展观念与发展取向的不同，导致发展经济的路径和速度不同，中国的制造业基地早已开始南移。与生于"计划"年代的东北制造业基

地不同，东部沿海城市群所形成的制造业集群，依赖的是市场经济的先进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制度文化，依靠的是经受了市场无情

选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产业协作链，以利益为导向、以区域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的明确的市场分工与配套协作。 

  历史永远不会简单地重复。以东北现有的市场生态、体制瓶颈及工业经济现状，即便发展资金不成问题，东北要想恢复老工业基地的

雄风，都不会那么简单。  

  与东南沿海城市群比，与华南沿海城市群比，东三省的落后最根本的还不是发展水平的现实差距，而是体制的落后，是市场经济观

念、形态、体制在东北的不发育和发育不良，是国企集群的巨大历史包袱和民营经济的盘子实在太小。振兴东北不是没有可能，但东北要

振兴，首先要改制。直截了当地说，东北能否振兴，取决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改制培育出发展民营经济的市场生态和体制环境

来。"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技改、重组

都应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温总理的讲话主旨明确，振兴东北必须体

制与机制创新在先。东北各级政府尤其是经济管理官员深刻理解消化，并切实在振兴东北的实践中从改制着手，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未来

东北能否振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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