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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结构调整方向  

 
丁四保 

 

本文所讨论的东北基地仅指东北三省，不是严格地理意义
上的东北区。“东北地区”的特征是它的工业，改革开放以来东
北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业问题，在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
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瓶颈因素。 

 
一、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结构的现状 

 
这里把我国 500 个工业行业按照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

集型行业、较高产出效益行业和市场优势行业进行划分，首先
看一下东北地区三省在全国的地位。 

1.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国分布及在东北地区的地位 
我们根据 500 个工业行业的“企业平均资产”和行业内“企

业总数”得到资产规模居前 20 位的行业（2001 年数据），作为
我国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产业。它们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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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轿车制造业、天然原油开采业、载重汽车制造业、炼钢
业、卷烟业、原油加工业、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业、海
洋运输船制造业、电真空器件制造业、交换设备制造业、电冰
箱制造业、客车制造业、微型汽车制造业、通讯终端设备制造
业、电视机制造业、货车（铁路）制造业、纯碱制造业、汽轮
机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和粘胶纤维制造业。 

把我国 31 个省市区各自拥有的上述 20 个行业的资产总额
按等级分类，通过计算机处理（制图），可以得到资本密集型工
业在我国的分布格局（见表 1）。（资料） 

表 1   我国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分布格局 

≥1000 亿元 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广东 

500-1000 亿

元 

北京、河北、吉林、河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 

100-500 亿元 内蒙古、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西、重庆、贵州、

陕西、甘肃、青海 

≤100 亿元 山西、海南、西藏、宁夏 
 

根据 2001 年的数据，辽宁省 20 个行业的资产总额为 2340
亿元，居全国第一位，黑龙江省为 1240 亿元，居第 7位，吉林
省 999.1 亿元，居第 9位。东北地区三个省合计 4580 亿元，占
全国 20.3%。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告诉我们：东北地区作为全
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依然存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在东北地区工
业结构的调整中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2.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国分布及在东北地区的地位 
之所以提出这类行业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

工业化、地区城市化（小城镇发展）和许多地区经济的迅速成
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这类工业在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的发展成为一种典范；就业岗位和机会的出现是解决东北
地区工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之一。 

我们在 500 个行业里，把行业就业人数居前 100 位，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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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均资产规模居后 100 位的两类行业相“重叠”（未计属于“基
础设施”的工业行业），得到 20 个“共轭”行业，作为劳动密
集型行业，它们依次是： 

煤炭开采业、服装制造业、棉纺织业、木材采运业、皮鞋
制造业、棉织业、玩具制造业、日用陶瓷制造业、砖瓦制造业、
铸件制造业、棉针织品制造业、棉制品制造业、其他工艺美术
品制造业、制鞋业、毛针织品制造业、日用玻璃制品制造业、
塑料丝绳及编制品制造业、缫丝业、屠宰业和皮包制造业。 

按照图 1的方法，上述 20 个工业行业在我国各个省市区的
分布格局见表 2（2001 年资料）。 

表 2    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分布格局 

≥100 万人 江苏、山东、广东 

50-100 万人 河北、山西、黑龙江、浙江、福建、河南 

10-50 万人 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甘肃、新疆 

≤10 万人 宁夏、青海、西藏、海南、云南 
 

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数居全国第
8 位，辽宁省居第 11 位，吉林省为第 14 位。总体来说，并不
是很落后。其中，与全国的情况一样，由于大量小煤窑的存在，
黑龙江省的煤炭开采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我国的木材采
运业始终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作为木材开采
的基地，显然会形成众多的行业就业人数。 

3.具有较高产出效益的行业分布及在东北地区的地位 
这里应用的统计指标是资产利润率（单位固定资产的工业

利润水平）。统计的是 500 个行业里“行业平均总利润”（行业
企业总数×行业企业平均利润）居前 20 位的工业行业。它们依
次是： 

天然原油开采业、其他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电子乐器制
造业、理发工具制造业、通讯终端设备制造业、小轿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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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通讯设备制造业、其他软饮料制造业、牙膏制造业、腌制
水产品制造业、人造原油生产、其他文体用品制造业、灯用电
器附件制造业、蛋白饲料制造业、复印机制造业、固体饮料制
造业、石棉制品制造业和交换设备制造业。 

在这 20 个行业里，大部分行业尽管有着很好的投入产出
比，但是由于绝对规模小而对地区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影响都不
大，所以它们的地区分布并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的工业经济效益。 

而值得注意的是天然原油开采业、小汽车制造业和通讯设
备制造业是要求规模经济的工业行业，它们对地区工业效益的
影响不容忽视。 

东北地区三个省在上述 20 个行业的地位比较显著，如黑龙
江省居全国第一位，辽宁省为第 7 位，吉林省第 8 位。其中，
这三个省都拥有天然原油开采业和吉林省的汽车工业是使它们
排位靠前的重要原因。 

全国的分布格局见表 3（2001 年资料）。 

表 3   产出效益较高的工业行业的分布格局 

≥100 亿元 天津、黑龙江、山东、广东 

50-100 亿元 辽宁、吉林、上海、新疆 

10-50 亿元 北京、河北、江苏、浙江、河南、陕西 

1-10 亿元 福建、安徽、江西、湖北、广西、重庆、青海、四川 

≤1亿元 宁夏、甘肃、西藏、云南、贵州、海南、湖南、内蒙古、

山西 

 

4.东北地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行业 
我们过去用“区位商”来确定地区的“优势产业”，反映的

是该产业在本区域占有相对多的资源。由于这种意义上的“优
势产业”并不反映资源在竞争市场上的优化配置，所以人们转
而以“市场竞争力”来判断区域的优势产业。 

我们这里的“市场竞争力”依据的是销售收入进入全国前
3 位的企业所在的行业和有两家企业的销售收入进入全国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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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行业。数据来源为对全国 31 个省市区（所辖各个城市）500
个工业行业企业的销售份额的统计。 

按上述定义的东北地区三个省的“优势行业”见表 4。 
表 4 东北地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行业（2001 年） 

 采掘业 冶金工业 化工及石油化工 装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辽宁省 天然原油开

采、硼矿采

选、滑石采

选 

电工用碳素

制品、钢压

延加工、炼

钢业、铁合

金冶炼 

纯碱制造、氮肥制造、

合成纤维制造、其他

塑料制品业、其他有

机化学产品、人造原

油、烧碱、石油制品、

粘胶纤维制造 

船舶机械设备、电

动机、电容器、电

真空器件、风动工

具、风机、光学仪

器、海洋运输船舶、

化学工业专用设

备、金属切削机床、

客车制造、矿山设

备、冷冻设备、密

封件、其他电子设

备、其他类未包括

的金属制品、其他

铁路运输设备、铁

路信号设备、微电

机、铁路专用器材、

冶金工业专用设

备、诊断用品、轴

承制造 

防水密封建筑材

料、工业用陶瓷、

金属门窗、锯材

加工业、毛皮服

装业、面米制品

业、木制家具制

造业、其他罐头

食品、其他耐火

材料制品业、其

他砖瓦石灰轻质

建筑材料制造、

其他饲料制造、

生产用木制品、

塑料板管棒材、

橡胶板管带制造

业、腌制水产品

加工 

吉林省 木材采运、

天然原油开

采 

冶金用碳素

制品 

化学浆粕、有机化工

原料、粘胶纤维、 

光学仪器制造、其

他铁路运输设备、

其他金属加工设

备、小轿车、载重

汽车、铁路客车、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淀粉及淀粉制品

业、酒精制造业、

刨花板制造、屠

宰业、中药材及

中成药加工 

黑龙江省 天然原油开

采，木材采

运 

---- 化学药品原药制造、

热固性树脂及塑料制

造 

锻件制造、发电机、

锅炉制造、货车制

造、量具刃具、汽

轮机制造、微型汽

车、冶金用专用设

备 

建筑用石加工、

木制家具制造、

碾米业、其他麻

纺业、其他文化

用品制造、亚麻

纺织业、亚麻纤

维初步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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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1.对结构特征的看法 
可以认为，上述资料所反映的东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还是比

较乐观的。根据是重工业— 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地位仍然显著，
拥有一些投入— 产出效益较高的行业，在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
里的发展也并非十分落后。 

值得指出的是，从“竞争力行业”列表中我们看到，近些
年人们经常提到“东北地区作为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基地”的说
法并不准确。表中列举了三个省各自的竞争力行业，数据表明，
辽宁省在我国统计的 166 个“装备制造业”（不计武器弹药制造
业）行业里，列入表格的只有 23 个，吉林省只有 7个，黑龙江
省 8个。在对行业所属的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统计中，“装备制
造业”166 个行业（2001 年）市场销售额居前 10 位的 1660 个
企业中，辽宁省有73家，占全国的4.4%，吉林省13家，占0.79%，
黑龙江省 21 家，占 1.26%。三个省合计 107 家，占全国 6.44%，
从这样一个市场份额上讲是构不成“基地”的。 

2.结构的刚性与脆性 
资本密集和重化工业，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东北地区

工业结构具有刚性的结构性因素和体制因素。前者的存在使任
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转型的高昂成本，后者在苏联东欧国家的
体制转型中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们并没有理由要求东北地区改变它的重型结构，因为国
家的工业化必然要求有重工业基地的支撑，我国的重工业基地
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 

余下的问题就是东北地区重型工业结构的脆性。表现在重
型工业对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依赖，如铁矿石、煤炭、石油、木
材等等。东北地区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就是不断开发其矿
物资源的历史，历经 80 余年，没有哪个地区可以长盛不衰。如
果说，森林资源在一定的利用方式下属于可循环利用资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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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矿物资源都有衰竭倾向。在东北，煤炭、铁矿石和石油
天然气的资源衰减已经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的重型工业结构
就是十分脆弱的。 

人们往往忽视的另外一个脆弱性，那就是以自然资源开发
为基础的重工业对东北地区生态— 环境的危害。回顾历史，东
北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萎缩和人工生态系统的恶化与它的重工
业化同步发生发展。在资源枯竭的条件下，放弃一个重工业区
和在当地恢复生态— 环境肯定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这个高昂
的预期成本也会使人们体会到地区重型工业结构的脆弱性。 

与资源的必然枯竭倾向相关，如果重工业因此有一部分退
出市场，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将会加重地区就业压力；重型工业
的技术改造同样排斥就业，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东北地区的失
业增长率本来就在全国居高不下，与资源状况相关和与技术改
造相关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地区重型工业结构脆性的又一个严重
后果。 

 
三、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面临的行业选择 

 
在认识问题的层次上，我们看到了东北地区工业结构中的

有利因素和诸多矛盾。实际上，在各个省之间它们是有区别的。
在解决问题的层次上，我们不可能再笼统地按“东北地区”来
思考对策了。 

1. 辽宁：继续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方向 
辽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代表，它的工业实力、基础

和在全国的作用是其他两个省所不能比拟的。辽宁的基础工业
——冶金、化工（包括石油化工）、能源等必须继续发展，理由
是：它们关系国计民生；它们的企业是国家实施宏观控制的基
本力量；它们的大多数企业已经适应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完成了
技术改造；它们的发展是辽宁作为全国性工业基地的基础。 

解决问题的出路其实已经很清楚，一是从国内其他地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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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煤炭；二是向“邻海型”发展，即依靠进口的铁矿石和
原油，获得的方式可以是发展交通运输和电力工业，也可以规
划企业向沿海地区迁移。 

辽宁省的装备制造业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们在前面提到
的我国统计口径中的“装备制造业”包含了诸如家用电器、电
子（元器件）、灯具、复印机、照相器材等加工贸易型行业。这
些行业作为工业化技术装备几乎没什么意义，并且它们在我国
只处在“生产阶段”上，“技术开发”和“营销”阶段，乃至品
牌大多数在境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辽宁省的装备制造业
尽管在统计上的市场销售份额不大，但却始终是技术装备意义
上的工业部门，而且行业数量不少（参见表 4）。如果考虑到辽
宁省在我国航空制造业和航空电子设备制造业上的基础，考虑
到辽宁省的科技力量和研发能力，继续发展其装备制造业必定
有国内外市场的广泛需求。 

鉴于我国与俄罗斯长期经贸关系的必然发展，鉴于日本、
韩国已经出现重化工业向外部转移（或者是“外包”方式）的
趋势，辽宁省继续发展装备制造业所需要的部分资金和技术可
以从对外经贸关系中获得。 

2．吉林：汽车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方向 
汽车工业历经 100 多年的发展目前仍然势头强劲，仍然是

拉动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省的工业经济和长春市的
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它的汽车工业。 

继续发展汽车工业将为地区经济带来的好处有：（1）行业
产值的持续增长将带动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2）作为技术创
新部门，行业的规模增长将带动地区工业结构的优化；（3）作
为国际化部门，行业的对外扩张将伴随着企业的网络化发展和
与跨国公司的融合带动地区经济走向国内外市场；（4）作为“增
长极”部门，行业的经济技术关联的机制将带动部件、零配件、
精密铸造（模具）、精密加工等制造业领域里的“后向行业”的
发展，带动技术开发、销售、资本运营等服务业领域里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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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产业”的发展，即带动一个庞大的经济部门体系；（5）同样
作为“增长极”部门，具有技术经济关联的上述部门要求空间
上的集聚，所以它的发展会带动起一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发
展。 

汽车工业园区是一种好的发展方式。目前在长春市已经形
成了园区的雏形。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园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包括继续增加园区企业数量、引进从事零部件生产和销售
的跨国公司、继续开发建立在标准化模块基础上的灵活生产和
开发长春市作为研发中心和商务中心的功能。 

需要人们注意的是，虽然绝大部分的工业资源是可以通过
贸易来实现空间移动的，但是生态环境资源如同地理环境一样，
是不可能进行贸易的。拥有这样资源的地区就可以利用资源的
垄断优势开发为市场所需要的产业。 

吉林省的生态环境资源主要是指在北温带相对湿润条件
下，相对轻度的人类活动干扰下留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具有
较高自然生产力的林地生态系统和可以比较迅速恢复的草地生
态系统。面积广大和水热土条件配合适宜的农业土地资源同样
是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资源。 

在上述资源条件下，吉林省形成了专门化的粮食种植业，
产生了可以作为工业原料的大量的玉米；形成了依靠饲料和草
场的畜牧业；形成了众多的依靠林下栽培和采集进行工业加工
的工业行业，如食品、医药等；还有木材的采伐与加工。这样，
食品制造、食品加工、中医药等在吉林省的开发与发展有可能
使地区形成一系列生态产品方向的行业。对照吉林省已有的竞
争力行业（见表 4），显示出其继续发展的态势。 

此外，木材作为所有人工技术所不可替代的材料，其加工
制品行业的发展有在原料产地集中的趋势。 

3. 黑龙江：资源接续产业和新兴产业方向 
黑龙江省在依据地区生态环境资源开发新兴工业行业方面

与吉林省有共同的产业选择，如木材加工业、食品制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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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业和医药（西药、中成药、生物药）制造业。 
在装备制造业方面，黑龙江省作为全国电站设备和冶金工

业设备的制造基地的地位仍然是稳定的。飞机、汽车发动机、
微型汽车、金属切削机床和输变电设备等制造业也具有强劲的
市场竞争力。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技术创新机构，黑龙江省在机器人、
其他工业自动化设备和新材料开发等生产领域具有相当好的发
展前景。问题的关键是它采掘业地区的接续产业，涉及的地区
涵盖黑龙江省的大部，包括大兴安岭地区、伊春；大庆；佳木
斯、鹤岗、双鸭山、鸡西和七台河。 

我们可以认为，国家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后，大、
小兴安岭地区从幼中龄林到成熟林的成林过程大致为 30 年左
右。这意味着接续资源可以在 30 年后形成能力。虽然此间地区
经济比较困难，但是未来依然可以依靠森林工业（森林采伐、
加工和深加工）支持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大庆油田资源枯竭的速度很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
于：在中俄合作的框架下引进接续资源，在接续资源的基础上
转向石油化工；如果中俄输油管道的路线不经由大庆，石油化
工的规模做不大，必须考虑开发其他产业。 

黑龙江东部煤炭采掘业地区存在着与大庆地区相类似的情
况，即要考虑在其他行业里的发展。 

东部地区当前要做的是关闭小煤窑、淘汰资源枯竭和严重
亏损煤炭企业以及建设高产高效矿井。然而，大量小煤窑的存
在固然有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挤压大型企业市场等痼
疾，但是彻底整顿它们必然导致大量失业，于是要求开发其他
产业替代煤炭开采业，走出“两难”困境。 

4.普遍要求开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000 年，东北地区三个省的城镇失业登记人数占全国近

20%，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都会不断地诱发更多的失业
人口。所以开发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是三个省共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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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开发什么样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 
我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发育良好的电子、电器、服装、

纺织和其他轻工业行业在东北地区并不存在普遍发展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业的微观分布模式是中小企业集群，即
“集聚”所引起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技术外溢，特别是安
全和信任的地区环境使它们有成长为群体的倾向。在这里，这
些行业企业对宏观区位的最初选择是“集聚路径”形成的关键
条件。而在宏观分布上，这些行业分为两类，一种是“前店后
厂”——接近商务中心地和技术中心地（香港、台湾或上海）；
另一种是接近国内市场中心地（上海、北京等地）。尽管这些行
业会因为追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发生企业区位的移动，即向
国内其他地区移动，但是其他商务成本项目（资金运转、技术
开发、营销、运输、中介服务等）因距离增加而出现的相应上
升将使这类行业的迁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不会越过山海关
而到达东北地区，因为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不会有
哪个城市具备上述几个城市（地区）的功能和地位。 

其实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技术能力和资源原材料条件使
它没必要依靠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符合东北地区条件的
和可以产生相对较多的就业岗位的行业有：木材采运业、汽车
零部件制造业、中药材及中成药加工业、肉类副食品加工和肉
制品加工业、摩托车整车和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食用植物油
加工业、磨粉业、胶合板制造业、其他食品加工业、乳制品制
造业、煤炭洗选业、亚麻纺织业、豆制品制造业、天然矿泉水
制造业等等。这些行业的就业规模在 500 个工业行业中大部分
居前 100 位，少数也在 250 位以内。 

除此以外，在开发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的同时还必须考虑
在农村经济中开发劳动密集型农牧业和在城市经济里开发劳动
密集型服务业。因为，就业决不是可以在一个经济部门里得到
完全解决的。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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