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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若干意见》，振兴东北战略正式实施。

2007年

8月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布

《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指出，我国将经

过10至15年的努力，实现东北地区

的全面振兴。

2009年

9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促进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促进全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2012年

1月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东

北振兴“十二五”规划》。

2015年

7月 习主席在吉林长春召开部

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强调，

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

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

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

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

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

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

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2016年

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

意见》对外发布，拉开新一轮东北振兴

战略的大幕。

5月 习主席在黑龙江考察调研

时强调，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老工业基地

要抢抓机遇、奋发有为，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激

发创新活力，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

长补短，闯出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

地振兴发展新路。

1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东

北振兴“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

东北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

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提高，与全国

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2018年

9月 习主席在辽宁沈阳主持召

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新时

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

把握，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撸起袖

子加油干，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

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东北振兴大事记

午饭时间已至，东北制药 207分厂钳工孟宪伟
没有像往常一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食堂吃饭，而
是先赶着去更换一台设备的滤网。“‘混改’以后，
大家都主动加班加点，想着为企业多出一分力！”
孟宪伟说。

始建于 1946年的东北制药，是我国骨干医药
企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援建全国 19 省市 52
家医药企业，被誉为我国民族制药工业的摇篮。
然而近年来，受制于体制机制、历史包袱等一系
列原因，这家老国企一度陷入经营不善、职工下
岗的困境。

为此，2018 年，东北制药被沈阳市确定为全
市唯一一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引进
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控股经营，全面植入民
营企业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及激励约束机制。
一年多来，这家企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巨变。数
据显示，仅 2018 年，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64.04%、纳税同比增长 49.06%，员工人均月收入

比混改前增长 61.81%。
据了解，此次混改，新控股方不但没派一名管

理人员，没有裁减一名员工，而且以前因经营困难
而下岗的2000多名职工，又被召回企业重新上岗。

提到东北制药的成功经验，李凯说：“国企和
民企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俩孩子，两者之间并不存
在对立关系，而应该共同发展进步。”他分析道，当
前东北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3个方面表现，一
是产业结构老化，二是市场主体不够活跃，三是开
放程度不高。这 3个方面如同一个头尾相连的闭
环，互相交织在一起。市场主体不变，产业结构就

很难改变，各种各样的经济形态就改变不了。因
此，必须兼顾解决，找到突破口，在开放的同时培
养市场主体，改变产业结构。

李凯说：“当前寻求这一突破的要点，不在于
调整民企和国企的关系，而是通过国企改革、为
民企创造环境，推动两者共同发展，在同一市场
经济条件下，让他们共同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
体。”他总结道，壮大市场主体，不是单纯从体量
上扩大，而是让国有企业改革到位、民营企业活
力强劲，培养在市场环境下能够具有强大竞争力
的主体。

“一家俩孩子” 共同提升市场竞争力

提起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很多
人都会觉得耳熟能详。的确，自 2003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以来，振兴东北已走过
17年的历程。

对此，李凯介绍道，这 17年间主要分为两个
阶段。以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
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对外发
布为标志，东北地区主要经历了两轮振兴过
程。而这两个阶段，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
史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东北地区此前创
造了十分辉煌的历史。然而在 21 世纪之初，当
地国企普遍处于经营不善、大批职工下岗的状
态。“这么多工人能否再就业，东北经济能否恢
复发展，在国家飞速发展的大潮中能否跟得上、
站得住？这是第一轮东北振兴主要解决的问
题。”李凯说。

数据显示，2015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
的GDP分别达到2003年的 4.79、5.36、3.72倍，居民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棚
户区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资源型城市转型取
得显著成果……在 2003年开始的第一轮振兴过程
中，东北完成了解决发展的基本任务。
“我们在看到第一轮振兴取得成绩的同时，也

应看到，有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只是在
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被掩盖了。”李凯说，东北
地区的发展问题，更多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是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的问题。能不能依靠市场发展起来，
是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例如，第一轮振兴的工作重点依旧放在重工
业上，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容易造
成发展后劲不足。正因如此，新一轮东北振兴，

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应探索出一条高质量
发展新路。

对于新一轮东北振兴的目标，李凯认为分为
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恢复此前跌幅较大
的经济增速，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等措施，推动东北
经济恢复常态水平。”李凯说，长期目标则是解决
东北振兴中体制机制和结构转型两个根本问题。

数据显示，占据东北经济半壁江山的辽宁省，
经济增速从 2016 年负增长，到 2017 年由负转正，
再到 2019 年上半年的 5.8%。李凯认为，总体上，
新一轮东北振兴已出现了很多积极因素，东北经
济恢复性态势已经形成，但东北振兴仍然面临长
期而艰巨的挑战。

继往以开来 探寻高质量发展新路

2019 年 10 月 1日，新中国 70 华诞，习主席
乘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依次检阅
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这辆检阅车，有
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来自东北的中国一
汽。60年前的同一天，1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亮相
天安门广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第一款自主制造
的高级轿车。

作为东北最为著名的汽车品牌，红旗牌汽车
与东北经济“同甘共苦”，走过经济发展的低
谷，走过转型发展的阵痛。数据显示，红旗牌汽
车在 2019年 1-11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 211%，而
这也成为东北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侧影。

李凯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主要有两大
背景，一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建立和完善过程，二是处于老工业基地自身衰退
和调整过程。与东南沿海等发达省份相比，东北
地区市场经济体系发育不完善，社会发动不彻
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不准确，这些共同构

成了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那么，东北振兴的前景究竟如何？李凯分

析道，结合德国鲁尔区、美国匹兹堡等老工业
基地的转型经验，对东北振兴主要形成 3个方面
认识：一是老工业基地的衰退、产业中心在区
域间转移是客观规律，必须在承认这个规律的
基础上寻求振兴对策；二是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任何振兴工作思路，都应
基于长期的预期；三是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以人
为核心的振兴，不是仅以重振区域经济为目标
的振兴。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其振兴过程可能
与某些特征的衰落同时存在。东北振兴不仅仅
意味着经济规模排名的恢复，不仅仅意味着经
济中心地位的恢复，也不仅仅意味着人口规模
的恢复。甚至在振兴过程中，会出现人口数量
继续相对减少、经济规模继续相对下降的趋
势。”李凯说，在这些过去“辉煌”特征消失的
同时，振兴的目标是人均意义上经济质量的提
高，是人口数量、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实现的
新均衡，是社会、生态、文化教育等全方位均
衡的发展。

以人为核心 实现全方位均衡发展

第一轮振兴VS全面振兴

曾经辉煌VS振兴前景

国有企业VS民营企业

东北全面振兴：转变观念 大胆去闯
—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

■本报记者 佟欣雨

第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第一辆汽车、第一台内燃机车、第
一艘万吨轮船……我国“一五”计划时期的 156项重点工程中，
东北地区就有54项，这里的白山黑水创造了太多辉煌。

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篇
重要文章中，习主席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

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
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下一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要有新
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

当前东北经济形势怎么样？新一轮东北振兴前景如何？针
对这些问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接受了记者采访。

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厂

区，起重机吊起出口的自卸式煤炭漏

斗车。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一汽职工在总装车间内对生产的

红旗轿车进行静检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东北制药集团，

员工在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发

在刚刚闭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摆放着一排
“的确良”衬衣的展柜，吸引不少参观者
驻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化纤为原
料的“的确良”的出现，解决了棉花与粮
争地的问题，极大改善了群众穿衣状况，
成为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

如今，“的确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而当年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块“的确良”的
企业，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带着这些疑
问，记者来到坐落于衍水河畔、藏宝山下
的中国石油辽阳石化有限公司。走进工
厂，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职
工刘晶元高兴地说：“我们的产品在全球
都数得上，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大家
收入高了，福利好了，干劲也更足了！”

曾任辽阳石化纤维厂厂长的蒋新坤
还记得，上世纪 80年代，全国各大纺织
厂的货车，在工厂门前排起长队。然而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包括“的确良”在
内的多种化纤产品渐渐被更高级舒适的

面料替代，辽阳石化也陷入连续 12年大
幅亏损的困境。

从 2016 年被国资委列为挂牌督办
的特困企业，到 2017 年 实现扭亏为
盈。这样一家老牌国企，如何重新焕发
生机？记者跟随辽阳石化研究院院长
王健，来到新产品展示厅，在这里找到
答案。

王健指着展台上的产品，一一介绍
道：“这个是最新研制的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材料，其强度可以织制防弹背心；这个
是 2018年开发的 PETG共聚酯，是生产
婴儿奶瓶、化妆品包装瓶等的制造材料，
全球只有3家企业可以生产……”
“企业瞄准技术前沿，做出的东西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白雪峰说，老工业
基地由“拼资源”转向“拼科研”，企业以
科技创新“闯”出一批“明星产品”，在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对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诠释。

小产品蕴藏大事业
——辽阳石化探索发展新路侧记

■王志强 谭长俊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资料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