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在辽宁省代表、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代
表、委员们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
仅是对黑龙江，也是对辽宁如何振兴提出
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新一轮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作为
东北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宁
省如何提高经济增速，实现经济的全面振
兴，发展支柱性产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思考——

认识增速挤水分
2015 年，是新世纪以来辽宁省经济

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有人说辽宁
省的经济是‘断崖式’下滑，我们坚决不同
意这种说法！对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状况
要客观地看。”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委书
记李希表示，当前辽宁省发展面临的困难
主要有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
问题，也有辽宁省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
构的问题。

代表、委员们表示，其实从经济增速
上看，辽宁省在 2012 年就已经率先进入
新常态。然而，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却没有
同期地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化，发展动力
也未能从传统的增长要素向创新驱动转
换，致使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直至 2015 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3%，创了辽宁 23 年
以来最低和 2015年全国垫底的纪录。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佟志武则提出东北振兴的标准。“什
么样的发展才叫振兴？以前追求规模，追
求速度，速度追赶的情结支撑着辽宁省的
第一轮振兴。”在佟志武代表看来，辽宁省
的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不少，但创新环境
差，是以规模和速度为出发点的振兴导致
的。“这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原理，以前的

‘辽老大’财大气粗，‘萝卜快了不洗泥’，
根本不重视民营企业，导致经济结构不协
调。如果不是市场环境变化导致产能过
剩，库存积压，以前那种不加选择地上项
目等现象还将继续”。

对于如何转型升级振兴经济，挤掉制
约经济发展的水分，佟志武代表表示，一
是挤掉从有到无的水分，比如土地质量的
造假虚报等；二是挤掉从无到有的水分，
改变投入多产出少的现状，“如果真正将
这两方面的水分都挤完，才能最终解决辽
宁省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优势——

发展装备破垄断
“我们辽宁不差事，‘断崖式’下滑说

得太不带劲了。”全国人大代表、北方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洪臣说。耿洪臣
代表的信心来自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
强大实力。“目前，像我们北方重工的盾构

机和掘进机都是世界一流产品，可以说我
们辽宁省的装备制造业具备一定的比较
优势。”耿洪臣代表说。仅耿洪臣代表所
在的北方重工就已经形成世界一流的系
统集成、设备成套和工程总包能力。

一流的人才和科研机构也是辽宁省
振兴发展的优势之一。目前，辽宁省有两
院院士 57 人、国家重点实验室 15 个、国家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 个。金属材料、
航空发动机、工业自动化等 25 个学科和
专业的研究在全国乃至世界举足轻重。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
限公司高级工人技师王亮便是辽宁人才
队伍中的一员。王亮代表认为，辽宁省的
产业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是辽宁省装备
制造业极具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技
工是支撑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企
业研发、设计和引进成果，在将其转化成
实实在在的优质产品的过程中，一线产业
工人特别是技工非常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表
示，中科院在辽宁省有 4 家研究所，研究
领域涉及先进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和化
工等，都与辽宁工业发展非常契合。“十二
五”期间，辽宁省市各级政府支付中科院
驻辽 4 个研究所发展的建设科研经费达
4.4 亿元，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创新平台建
设的顺利进行。

活力——

发挥实力图集聚
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过

程中，辽宁省还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呈现新局面，
为辽宁省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
力。例如，鞍山激光产业园注册企业达
240多家，已经投产 160多家。

有“煤铁之城”之称的辽宁省本溪市，
近几年随着生物医药产业的迅速崛起，经
济发展已经开始告别对传统的钢铁、煤炭
等资源的依赖。全国人大代表、本溪市委
书记高宏彬说：“生物医药产业在本溪市
近几年发展迅猛，已经有 96 户企业落户
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基地，43个海内外高层
次科研机构投入运营，6 个生物医药大学
相关实验室进驻。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我
们的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将在三五年内实
现进一步的产能释放，实现集聚发展。”

2015 年前 11 个月，本溪新建续建的
300 个亿元以上项目中，其中 60 个医药类
项目，投资额达 328 亿元。目前以大健康
产业为主导的本溪市高新区产业规模实
现 150 亿元以上，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
12.5%。

“辽宁省在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坚决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同时，正在形成同市场
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加
上其正在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不断改变传
统产品占大头的单一产品结构等发展格
局，新的发展优势正不断显现。”全国政协

委员、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说。

发力——

紧抓机遇谋振兴
如何抓住新一轮东北地区老工业基

地、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
战略的机遇，不断发挥自身优势，凝聚振
兴合力，成了摆在辽宁代表、委员们面前
的重要课题。

耿洪臣代表认为，装备制造企业要积
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调整企业的产品、市
场、人力资源等结构。“北方重工首先要实
现传统产品的升级，实现传统制造业向新
型的高端现代装备制造业的转变发展。
通过供给侧改革，我们要打造新型领军企
业。”耿洪臣代表说。

王亮代表认为，辽宁省的老字号装备
制造企业多，要应用好这一优势，不断培
养更多优秀工人技师。他认为，国家应该
进一步加大力度，培养高级技工，特别是

应该出台有利于技工、产业工人成长的措
施，提高技工待遇，留住人才，推动辽宁省
乃至全国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2015 年，辽宁省攻克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性技术 50 项，开发智能机器人、10
万等级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等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的重大产品 30 个。“要促进科研
成果及时有效的就地转化，获得最佳收
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转化渠道、信
息渠道是否通畅。”为了更好地推动科技
成果在辽宁转化，包信和代表建议，由政
府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功能完备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同时加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现科技
转移、创业孵化等专业科技服务一体化。

全国人大代表、抚顺市委书记王桂芬
提出设立装备制造业发展基金。“辽宁省
要担当中国制造业的重器，但是目前行业
面临市场困难。应该设立装备制造业发
展基金，助力老企业转型升级，重新焕发
生机，再造辉煌。”王桂芬代表说。

“原来光伏跟钢铁、水泥都是产能过
剩行业。光伏产业近些年的曲折发展，
为解决产能过剩提供了借鉴。”全国人大
代表、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谭
文华说。

在谭文华代表看来，振兴东北就是
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这样才能使政
策更好地落实，“东北传统制造业就是需
要做减法。但是，为了跟上国家发展步
伐，也要做加法，保持增量”。

“2005 年以后，光伏产业火了起来，
阳光能源也进入快速发展期。”谭文华代
表说，后来光伏产业经历了一个曲折过
程。尤其是欧美“双反”之后，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扶持光伏发展的政策，力争扭

转局面。
“当时国内企业都在收缩，想法子过

冬。”谭文华代表说，坚持下来的企业，一
方面做强自己，在技术研发、降低成本上
做足文章；另一方面争取在其他市场抓
住机遇。“前几年，阳光能源转向日本开
拓市场。现在，我们开始瞄准东南亚市
场。”谭文华代表说。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在降低企
业成本方面提出要打行动攻坚战，国家
可能会出台减税降费等措施以降低成
本 ，这 些 都 会 给 光 伏 企 业 发 展 带 来 利
好。”谭文华代表说，希望好的规划尽快
落地，规划变成计划，计划变成行动，行
动要体现到企业发展的效果上。

找准下一步改革发展方向

苏大鹏

谭文华代表——

光伏产业拓展新兴市场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作为钢铁企业，我们现在可以说排
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是洁净水，而且和世
界顶尖钢企相比都是比较干净的。”全国
人大代表、凌源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张
振勇谈起化解过剩产能时说。

近几年，凌钢集团把发展优质产能，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作为摆脱困境的首要
任务。张振勇代表认为，钢企必须大力
发展优质产能，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跟上
新一轮振兴步伐。凌钢集团与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就金属涂层技术签订技术
引进协议，启动重腐蚀防护技术为核心，
组建混合所有制高科技新材料公司，拉
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发展。该项目使用的
重腐蚀防护技术在提高重大工程腐蚀耐

久性寿命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打造绿色钢企换来优质产能，坚定

了我们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信心，
不断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行二次
创业。”张振勇代表说，公司将不断加快
科研技术成果转化，打造国家重点支持
的具有较强持续创新能力和市场影响力
的新材料企业。

聊起淘汰落后产能，张振勇代表对
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去产能的做法十分赞
同。“这样能淘汰一批无法满足环保、技
术、行业标准要求的落后产能。在国家
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还能为我们这样
的环保钢铁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发展高
端产品带来更多机遇。”张振勇代表说。

张振勇代表——

绿色钢企带来优质产能
本报记者 苏大鹏

3 月 8 日，人大辽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全国

人大代表曲宝学（右二）在发言中提出企业应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7 日，人大辽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全国

人大代表赵长义（中）在发言中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进入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

关键阶段。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辽宁：久久为功图振兴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苏大鹏

2015 年, 辽 宁 经 济 增

速全国垫底。辽宁到底怎

么了？来自辽宁的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发

表 意 见 和 看 法 。 他 们 认

为，应该理性地看待辽宁

经济的增速问题。

要看到，尽管速度放

缓，但辽宁经济总量 2.87

万亿元，人均 GDP 超 1 万

美元，超过许多经济总量

比辽宁还高的地区；尽管

速度放缓，但辽宁经济运

行的质量和效益在提高。

分析辽宁经济现状，

亮点并不少——去年就业

新增 42 万人；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 增 长 分 别 为 5.6% 和

5.3% ，远 高 于 经 济 总 量

增速。

速度降下来了，但科

技创新力度在加大。一批

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制造

自主化取得突破。同时，

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迅猛，

已成为推动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的重要力量。

尽管速度放缓，但经

济发展的优势没有变。装

备制造、重化工、冶金等传

统优势产业在国内依然拿

得出手。

在看到亮点的同时，还应找准不足，才能有的

放矢，找准改革发展的方向。

辽宁经济增速下降虽然受“三期叠加”等因素

影响，但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主要原因。

体制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政府、小市场，这也

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之一。计划经济给这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深深烙印。因此，应把完善体制

机制放在首位。

具体而言，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向，进一步简政放权。体制机制的改革涉及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多个

方面，其目的在于激发市场活力，从放活市场中找

办法、找台阶、找出路。

当前东北地区存在传统产业比重过高、新兴产

业成长缓慢的问题。传统产业占比过高，也意味着

国企数量巨大。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使得辽宁经济

运行内生动力不足、结构调整艰难。在这种情况

下，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在竞争中

增强实力。

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创新。不创新就要

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辽宁要通过创新实现优

化升级、脱胎换骨，进行深入改革创新，实现适应经

济新常态的战略性调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应成

为辽宁最合适的发展思路。

按照创新发展的要求，辽宁应加快构建有利于

鼓励和激励创新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发调动全社

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最终形成以创新为主要

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不足，正是辽宁未来经济改

革发展的潜力所在。辽宁要善于抓重点、攻难点，

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辽宁要瞄准方向、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急躁不行，

浮躁更不行。

转型以前，除了煤和电，我们几乎没有拿

得出手的产业。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是阜新

市转型发展的最大难题。“十三五”时期，阜新

市将把全面创新作为重要支撑，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培育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以存量

稳增长、以增量调结构。

全国人大代表、阜新市市长杨忠林：

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政策扶持

跟不上、科技人才匮乏等诸多因素制约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在新一轮全面振兴东

北战略实施中，要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机

制、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增强金融市

场服务创业创新的功能。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葫芦岛市委主委刘凤之：

朝阳市一定要抓住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历史契机，重新审视区位优势，必须

加大开放力度主动融入“京津冀经济圈”，这是

我们实现振兴发展的新机遇，朝阳市已经下定

决心紧抓这个机遇扩大开放，引进项目推动朝

阳市快速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朝阳市委书记蹇彪：

发挥装备制造业优势助力振兴改革，做大

做强沈阳航空产业势在必行，应紧抓振兴新机

遇，加快建设飞机整机合作装配线、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重要航空零部件、通用航空制

造等 4 个研发制造基地，将沈阳打造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基地。

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孙红：

（本报记者 苏大鹏 李万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