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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快马加鞭
本报记者 顾 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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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几艘货轮

在大连港大连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港口内

装卸集装箱（2020 年

9 月 24 日摄，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右图 一汽解放

汽车有限公司职工在

长春生产基地总装车

间 内 进 行 装 配 作 业

（2020年4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东北地区在维护国家国防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

产业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推进东北全面振兴意义重大。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省份健全机制、纵横

联动，推动东北振兴工作取得重要

进展。

“十四五”时期，推动东北振兴

取得新突破，重点将从以下5个方面

发力。一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以

更大力度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构建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二是提

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

护，促进农业全产业链价值链升级，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好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三是加

大生态资源保护力度。深入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落实深化

生态文明建设举措，使东北地区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四是推动新

旧动能加速转换。把实体振兴放在

重要位置，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序有

效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五是进

一步扩大开放。发挥东北地区沿海

沿边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中心枢纽。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全面振兴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东北地区比较优势，从 5

个方面推动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切实营造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依法公平保护民营企业权益，不断提升利企惠企程度。二

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

力。三是加快培育区域动力源。建设以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为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发

展效率整体提升。四是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改造升级装备制造、石化、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做

强做大石墨新材料、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培育冰雪经济等新业态。五是

全面提升开放能力。以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为引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高边境

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崭新

起点，东北振兴工作要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推动“十四五”

东北全面振兴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
研究所区域战略研究三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暮春时节，东北黑土地上万物萌新、

生机盎然。

过去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大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0.6%、2.4%、1%。

这来之不易的正增长，得益于东北地区培

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中不断增强的抗风险能

力，得益于十多年来东北振兴战略下东北

地区加快发展所打下的扎实基础。

自 2003 年东北振兴战略启动以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前，东北振

兴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

阶段，要按照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东北振

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要求，

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不断推动东北振兴

取得更大成绩。”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瞄准方向 接力推进

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的若干意见》，由此拉开了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序幕。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取得明显成效和阶段性成果。据统

计，2003 年东北三省 GDP 总计为 12722 亿

元，到 2012 年增长至 50477 亿元，是东北

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达12.5%。

“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重大决

策是正确的。”曾参与东北振兴战略编制

工作的国家发展改革委退休干部武士国回

忆道。

从 2011 年起，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开始

呈逐年下滑态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

弱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到最困难的 2016

年，东北经济体量最大的辽宁省经济增

长 为 -2.5%，全国垫底，而吉林、黑龙江

两省增速分别居全国第 25位和第 29位，东

北经济下滑一度引发社会各方广泛关注。

也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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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擘画了未来 15 年东北振兴

的蓝图，也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

略大幕的正式开启。

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战略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东北地区考察调研，

2018 年 9 月 28 日还主持召开了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振兴的一系列决策

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锐意

进取，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

破解矛盾，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以新气

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

深化改革 探索新路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

地，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我

国经济整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的大背景

下，有关部门针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

力、部分企业和行业出现经营困难等现

状，精准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

深化改革，紧紧抓住“放管服”改革的

“牛鼻子”，以制度创新不断增强东北地区

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制约东北振兴的最突出问题是

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市场

活力不够足、政府改革不到位等方面。”国

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

任夏成表示，东北地区主要依靠要素投入

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

转，要解决上述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全

面深化改革。

东北振兴是我国区域发展“四大板

块”之一。我国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

口合作为依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

作，使南北互动起来。

近5年来，东北地区着力从完善体制机

制、推进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保障

改善民生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

力，努力探索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伴随着全面振兴东北地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的推进实施，东北地区经济呈现

稳中向好态势，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地区生产总值重返增长轨道。

目前，针对东北振兴及相关政策已有

1000 余项，其中国家层面政策举措逾 200

项，形成了支持东北全面振兴的多元化政策

体系。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各省份也因地制

宜地出台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从不同

角度助力东北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破解障碍 激发活力

“要从‘五大安全’战略高度，从形成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大

局出发，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在 4 月 2

日召开的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

机制第一次会议上，工作机制召集人、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说。

这次会议审议了 《东北全面振兴“十

四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期间

推动东北振兴的工作要点，其中排在首位

的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强调要“营造

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

境、利企惠企的市场环境”。

针对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偏高、国

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领域占比过大、民营

经济活力不够等问题，要全面深化国企改

革、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一直是东北振兴

的主攻方向。要改造升级装备制造、汽

车、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同时要积极培

育健康养老、冰雪经济、文化旅游等新

业态。

此外，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加强黑土地保护，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打造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同时，发挥好东北地区沿海沿边优

势，依托重点功能平台，打造重点面向东

北亚的对外开放新前沿。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发展要点，概括

来说就是向优化营商环境要活力、向改革

创新要动力、向对外开放要潜力。”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党中央

对东北振兴寄予了厚望，只要各方久久为

功、协力前行，就一定能在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中再创辉煌。

2003 年 10 月 中 共 中 央 、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
老 工 业 基 地 振 兴 战 略 的 若 干 意
见》，拉开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的序幕。

2016 年 4 月 中 共 中 央 、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标
志着东北全面振兴进入了实施的新
阶段。

2021 年 2 月 《东北振兴省
部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制度》印
发，标志着东北振兴省部联席落实
推进工作机制正式建立。

2021年 4月 东北振兴省部
联席落实推进工作机制第一次会
议召开，审议了 《东北全面振兴

“十四五”实施方案》《东北全面
振兴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
工作要点》。

在辽宁沈阳珠江桥附近，一辆从沈阳北站开往北京朝阳站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京哈高铁线上（1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