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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 

作为“资源立省”的典型代表，辽宁省在长期的矿产资源开发建设中形成了一批以资源开采为主，或以矿产

品为基本原料进行加工的城市及地区。得益于资源开采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资源开采企

业陆续破产倒闭，社保群体十分庞大，资源型城市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挑战，而经济转型成为辽宁资源

型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试点使困境中的阜新迎来了希望的曙光，全市人民从转型前的焦虑、彷徨、困惑、等靠要心

理阴霾中走出来，群情振奋，信心百倍，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实现了困境中的崛起。眼下，我省各资源

型城市转型也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转型：资源型城市的必由之路 

  我省现有 11座比较典型的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区），总人口 13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33%，

土地面积占全省的 37%。从保有资源储量和资源采掘造成的地质灾害看，11座城市（区）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阜新、北票和葫芦岛等资源枯竭型城市，此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巨大困难。 

  二是包括盘锦、抚顺、本溪等在内的资源衰竭、采矿地质灾害侵袭严重的城市。经过 30多年的开发，

盘锦油气产量呈递减趋势，现有资源储量仅可维持 10年左右时间。抚顺市的露天矿、舍场、沉陷、粉尘等

已限制了城市发展空间，要同时承受资源衰竭和城市改迁双重负担。在本溪，煤炭、铁矿、有色金属资源

已相继告罄，林水资源因“天保工程”变相枯竭。在弓长岭区，采矿造成了全区 1/6地表破坏，滑坡、泥石

流频发，使省内中部水源地和风景区遭受侵袭，行政辖属和行业归属分离造成的“飞地”现象，致使地质灾

害长期得不到治理。在大石桥市，大部分矿山已转入地下开采，采矿成本增高。其中滑石资源已经枯竭，

硼矿开采仅能维持 5 年。 

  三是资源储量较大，但矿产品位下降的城市。鞍山市目前铁矿保有储量 74.5亿吨，但大多属赤贫矿，

品位低、埋层深，开采成本高，环境破坏严重。位于调兵山市的铁法煤田目前精查储量 8.78亿吨，占全省

总储量的 1/3。 

  资源开采的同时，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全省因采矿破坏植被和山体近 600平方公里，

露天矿和井工矿舍场占地近 330平方公里。全省原有 7 处较大的采煤沉陷区，总面积 300余平方公里，涉



及住宅面积 630万平方米、居民 11万户。滑坡、泥石流、沉陷、矿震、粉尘、烟雾造成了资源型城市秃山

围城、废渣欺城、沉陷危城、烟尘罩城。抚顺市城在煤上、煤在城下，不得已采取限采保城、闭矿保城措

施；弓长岭区现有 5000余居民仍居住在有滑坡隐患的舍场，亟需整体移居搬迁。 

  资源型城市，尤其是中小型城市多数是日伪时期因采掘工人聚居、逐步拓展为城的，城区的道路、供

水、排水、供气、供暖设施先天不足，学校、医院、文体娱乐等社会服务设施陈旧落后，加之长期以来走

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路子，基础设施得不到改造和完善，超期服役，破损严重。拥有百万人口的本溪

市，全市没有独立的燃气气源，燃气和供暖基本上依赖本钢和工源水泥集团，集中供热率仅有 42%，正在

运行中的供热管网有 42%亟需改造。北票市矿区 108条道路完好率仅有 14.6%，由于没有排水设施，加之

年久失修，坑洼不平，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 

  资源开采企业破产倒闭，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压力巨大。截至 2007年底，11个资源型城市（区）

因企业倒闭而失业和下岗的城镇职工累计达 94.96万人，另有 10余万城市近郊农民因采矿地质灾害而失去

农田，涌入城市寻求生计。资源型城市中存在着庞大的赤贫群体，阜新、抚顺、本溪及北票、南票、杨家

杖子等地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收入分别低 1000元至 1660元不等。长期的收入低、就业难，影

响了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11个资源型城市累计实现生产总值 3477亿元，占全省的 31.3%。全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总

量仅相当于大连市一个市的经济总量，资源型城市（区）仍是全省经济发展滞后地区。 

  阜新经济转型的示范意义 

  资源枯竭留下的累累伤痕，让阜新人挥之不去。 

  从阜新市区向南不远，就是闻名遐迩的海州露天煤矿坑。东西狭长，深 300余米、方圆 7 平方公里的

坑体好似地球表面的一道伤痕。从露天矿向南远望，采煤形成的 23座矸石山占地 4 万多亩，使得这里“群

山”连绵。海州矿 50多年累计产煤 2.4亿吨，也产出了 8 亿吨的煤矸石。 

  回想那些年的困难窘况，阜新市委宣传部孙宇鹏主任至今难忘。“不到 80万人口的城市，月收入低于

156元最低社会保障线以下人口达到 19．8 万，下岗职工达 12．6 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 40％。”这座因

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在过去的 50多年里，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 5 亿多吨，发电 1600多亿千瓦时。然而，

进入市场经济后，她却不得不为单一的煤电经济结构付出高昂的代价。 



  无情的现实逼迫阜新人背水一战，也引发人们对阜新转型的深思。2001年 12 月，国务院确定阜新市

为全国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国家支持阜新市经济转型项目 23个。阜新在转型之初，确定走以

现代农业接续主导产业和 “稳煤强电”两步棋，就是在充分考虑国情，认真盘点当地的经济资源，从最现实、

最实际的问题入手启动转型。  

  稳煤强电，就是利用煤电行业看好的契机，稳定就业和财政收入，并为替代、接续产业的发展赢得时

间。通过开发和技术改造，阜矿集团维持了 1000万吨的产量。同时利用自身的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走

出去”开发毗邻的内蒙古白音华煤矿；另一方面，大力支持阜新的电力工业，利用阜新丰富的煤矸石、风力

等资源，做大电力行业新优势，逐渐形成新的接续产业集群。 

  转型使阜新这座陷入困境的城市焕发了新的生机。国民经济结束了“九五”时期低速徘徊局面，地区生

产总值由 2001年的 70.5亿元上升到 2007年的 195.5亿元，年均增长 16.3%，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6 个百

分点和 4 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由 3663元增加到 10100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 2001年的 4.5亿

元增加到现行体制的 11亿元，按可比口径年均增长 19.5%。 

  通过稳煤强电、建设辽宁装备制造业的重要配套基地和发展玻璃、电子、橡胶、氟化工四大工业园区，

培养一批支柱产业。目前，这些支柱产业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50％以上。如今，阜新市一些循环

经济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单一的煤电经济结构被彻底打破，以煤电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得到调整，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业、新型能源产业及精细化工、装备制造业配套等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多元化工业经济结构初

步形成。农产品加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 2001年的 12.7%上升到 2007年的 27.3%，总量由第三位

上升到继煤炭采掘业之后的第二位；煤炭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 2001年的 33.4%下降到 2007年的 1

9.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2001年的 29.2亿元突破 100亿元，6 年累计完成 432.2亿元，年均增长 24.7%；

实施投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近 500个，一大批事关阜新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取得显著进展，经济发展后劲

明显增强。 6年累计完成各类国有企业转制 304户。全市正常生产经营的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实现转制，

商贸流通、粮食及公用事业改革取得突破。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的比重由 2001年的 27%上升到 2007年的

60%。6 年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8亿元，相当于 “九五”的 8.6倍，城乡面貌发生重大改观。 

  转型成果惠及到了广大群众，城乡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 18.2万城市困难人口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1.6万户沉陷区居民和 8300户棚户区居民迁入新居。 19.5万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城镇人口登记失业

率由全省首位基本降到全省平均水平。 



  共同破解面临的转型难题 

  除了阜新之外，我省各资源型城市也在积极探寻经济转型途径。 

  同为资源型城市的盘锦市，也面临着与阜新市相似的困惑。自 1996年以后，辽河油田的油气生产进入

递减阶段。到 2007年，原油及天然气产量已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份下降 23%和 53%，年均递减 32万吨和 0.

67亿立方米。受此影响，盘锦资源型城市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盘锦市必须

选择经济转型。而转型的结果就是，2007年，盘锦市非油气采掘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

63.7%。 

  虽然是座煤城，可经过调兵山人的不懈努力，昔日的“煤黑子”如今成功晋升为目前东北县级城市中唯

一的“国家园林城市”，调兵山建成了辽北第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园区。在崭新工业平台的吸引下，短短

几年，调兵山便吸引住中国大唐、江苏雨润、中国水利投资和辽宁能源等 7 家集团的目光，完成了“攀龙引

凤”。到目前，园区已引进千万元以上项目 205个、总投资达 254.2亿元。 

  抚顺市以石化工业为主导，积极组织实施煤炭工业的战略转型和加快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在发展接续

替代产业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全市已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及其深加工相互衔接，冶金、机械、

电力工业规模与实力不断提升，煤炭工业由采煤向采气、炼油、煤炭副产品深加工方向转移的工业体系。

煤炭工业增加值仅占全市增加值的 6.6%，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单一发展格局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本溪市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确立了建设全国重要的钢铁和精品板材生产基地、中心城市重点产业的

配套加工基地、省内中部城市休闲娱乐度假的“后花园”，做大做优做强冶金支柱产业，把旅游、现代中药、

钢铁深加工制品三大接续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的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通过实施“项目推进年”，使经济转

型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鞍山市以建设全国重点精品钢材基地为重点，确立了“一个基地、三大产业”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发

挥钢铁产业优势，构筑了以东有高新技术、西有钢铁加工园区、南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区、北有装备制造

业园区，建设北方旅游名市的全新产业发展格局。</P<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