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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

冯 彦 明

摘 要：东北振兴提出已近20年，但“振兴”的效果不理想，造成不平衡发展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东北振兴要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中国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

为根本目标，在制度方面，通过设立大东北特区实现体制机制突破和创新，为东北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产业选择方面，要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全民素质的前提下，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占领价值链顶端，通过产业

的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和数字、生态、文化的产业化，实现农业、重工业、文化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主导产业的更新

升级和融合发展，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全面发展，形成相对独立、完整且又与国内其他地区、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市场

有机联系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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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

势头，但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问题越来越

突出，特别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虽然早

在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

区发展接续产业，以及 2003年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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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划等，但迄

今为止不仅“振”而未兴，反而经济增速下滑，人口

外流严重。如 2000年、2010年、2019年东北三省

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9.25%、7.19%、5.09%，人

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8.42%、8.07%、7.08%，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4.1%降

至 2019年的 2.6%，同期税收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从

3.4%降至 2.3%。此外，产业结构老化甚至退化，新

兴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不仅原有的优势未被发挥，

新的机遇也未能很好地抓住和利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

标。东北地区虽地处祖国边陲，但地缘政治地位非

常重要，交通便利，既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又

有良好的工业和教育基础，不仅是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也具有成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试验田”和示范区的条件。因

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下，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推动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我国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一、东北振兴的经济学选择

东北振兴是一个历史问题，承载了太多的历史

包袱，也承载着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的重任，需要从人类文明演进中寻找智慧，从世界各

国、各地区盛衰兴亡的历史记录中吸取教训，借鉴经

验；东北振兴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是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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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缩影；东北振兴更是一个

综合性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个方面，需要多管齐下，系统谋划，战略统筹。

1.只从经济角度发力难以实现东北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要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

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并且

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

题；战略上判断的准确，战略上谋划的科学，战略上

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实际上，东

北振兴之所以成为历史问题和“老大难”问题，就是

因为过去没有学会科学思维，尤其是缺乏战略思

维，缺乏系统观念和系统设计，把东北振兴仅仅看

作是经济振兴，而经济振兴又主要看作是区域生产

总值的增长。东北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只

从经济角度发力难以实现东北振兴。因此，要振兴

经济，就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意识和完善的经济

学理论。理论不完善，意识（认识）错误，不仅会事

倍功半，还会南辕北辙。只有扎根中国文化，放眼

世界文明，深析历史与实践，着眼高质量发展，才能

创新理论，完善制度，指正方向，才能解决东北地区

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和两极甚至多极分化问题，实现

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

2.试图依靠西方经济学理论解决不平衡发展问

题是幻想

当今流行的、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西方经

济学。实际上，西方的“经济”和“经济学”分别是“家

庭（财富）管理”和“富国策”之义，完全不同于中文的

“经世济民”。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由唯利是图

所决定的以物（利）为本和经利济资，虽然从表面上

看倡导自由、平等，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在历史上的起

点并不相同，又经历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造成贫

者愈贫而只剩下出卖其劳动力的“自由”；由于其信

奉经济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零

和博弈，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仅不是平衡发展和共

同富裕，反而是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发展。以西方区

域发展理论为例，不管是区域内发展理论，还是区域

间发展理论，也不管是点极轴优先发展理论，还是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其出发点都不外乎追求利

润和收入，其结果也都不外乎产业结构畸形和强者

更强弱者更弱的恶性循环。试图依靠西方经济学解

决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人群之间不平衡发展问

题只能是幻想。

3.中国经济学是实现东北振兴的有效选择

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基础和灵魂，

继承了中国文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传

统。其以人为本、经世济民的基本要义反映了治国

平天下的志向和情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精髓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和执政的

宗旨；既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要求，又为解决包括不平衡发展和两极

分化等在内的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具体对

策。因此，要彻底解决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

学问题，只有依靠以中国文化（准确地说是中华文

明）为基础和基本依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经济社会运行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形成的中国

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远高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所揭示的经济、管理规律的经济管理科学。

二、东北振兴的制度设计

东北振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谋划

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

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的要

求，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首要位置，通过体制机制

改革和创新，更新观念，激发自我活力。

1.从改善营商环境和树立东北亚样板入手设立

大东北特区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

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

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为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

见》。从东北地区的情况看，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

问题表现为法治建设不够完善，一些政策制度落实

难；服务企业能力不强，甚至有的故意制造困难；人

才队伍建设不足，不重视研发和培训投入；信用体

系不够健全，甚至存在“新官不理旧账”、推诿扯皮、

不按时兑现承诺等现象。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

认识问题，是思想观念问题，从管理上讲是制度问

题，是体制机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

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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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和角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根本上创新体制机制，既为个

人全面发展和积极上进创造机会，为单位、公司创

新发展创造条件，又对墨守成规、得过且过进行训

诫，对违规违纪、不作为、乱作为进行惩罚。为此，

我们建议设立大东北特区。

“大东北”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北地区，

包括的范围除东北三省外，还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

五盟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

郭勒盟）。设立特区的目的是借鉴国内其他地区、

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通过创新体制机

制，建立适宜的营商环境，在刺激当地人的生产、创

新积极性的同时，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

氛围，激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热情，为落实“一

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提供“东北亚样板”，为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区域示范。

2.设立大东北特区主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创新上

要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通过制度和体制改

革，充分发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全生产要

素的作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

对外开放，建立既有发展动力又有发展能力、既有竞

争力又有凝聚力、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实现

政治民主、生态文明和文化繁荣的营商环境。

设立大东北特区要与人事制度，特别是就业（退

休）制度、休假制度、社保制度、继承制度等的改革结

合起来。一是除国家公务人员及特殊情况如疾病、

残疾等外，取消固定退休制度，在满足最低工作年限

如40年和最低退休年龄如65岁要求的前提下，可以

根据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确定退休或

不退休，以及什么时间退休；二是取消目前的全国法

定假日制度，实行“三三一工作制”，即原则上实行每

周三天工作制，剩余的四天实行夫妻三天倒休，一天

公休。在保证年度工作不少于 156天的前提下，也

可以由夫妻双方与所在单位协商，定期或临时确定

休息时间。这样可以充分体现科技进步、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效果，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使人逐步成为

真正的人。此外，既可以减少请假，又可以避免法定

假日交通、旅游等的拥堵，既可以方便照顾好父母和

孩子，还可抽出时间充实学习，加强自我和家庭教

育，不仅有利于提升全民素质，更体现了美好、和谐

生活的需要。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与废除继

承权配合，原则上实行自我负责的制度，即除非出现

重大疾病及残疾等情况，其他人一律自己缴纳社保、

自己储蓄，在退休后完全根据自己缴纳的社保和储

蓄由自己安排享用退休金。

3.设立大东北特区要与发展教育相结合

教育是促进和实现人的新陈代谢的基本途径，

因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

任。东北地区要全面、全力发展教育事业，一是要

把教育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抓住提高“认识”这

个“牛鼻子”，全面发展教育事业。国家不仅要为每

一个人创造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机会，如实行“三三

一工作制”，实行个人、家庭、单位、学校、社会、国家

六位一体的全方位教育，还要实行严格的检查考核

制度，如实行严格的结业和毕业考核制度；不仅要

加强各级各类单位及各层次人员的形象建设，充分

体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成就，还要严把

宣传关，特别是要加强对网络宣传教育的管理。二

是降低入学年龄，缩短学制，实行通识教育而非现

在的专业教育。三是改变应试教育模式，真正落实

素质教育。教育不是强制输入和接受知识，更不是

考试和高分，而是使现实的、不完善的人逐步成长

为理想的、完善的人，是从幼儿养性开始，到童蒙养

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的过程。四是改革教育的

方法，从“诚意正心”的“知止”开始，所谓“知止而后

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

后能得”，此与《道德经》所讲的“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以及“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不谋

而合，也与我们日常所教育的全神贯注、聚精会神

异曲同工。

三、东北振兴的产业选择

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是全方位振兴，但从经

济角度讲，主要的问题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

的关键又是主导产业的选择，东北振兴的产业选择

要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前提，以融入新发展格

局为基础，以建立大东北特区为突破，在大力发展

教育事业、提升全民素质的前提下，实行创新驱动

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占领价值链顶端，通过产业的

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和数字、生态、文化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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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现农业、重工业、文化旅游业和金融业等主导

产业的更新升级和融合发展，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全

面发展，形成相对独立、完整且又与内地、周边国家

乃至国际市场有机联系的产业链。

1.产业发展的原则是实行产业的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

支撑，把企业、产业及其产品、组织、管理等的产生、

运行与发展全过程，特别是技术和供应链的数字

化、信息化进而智能化。产业生态化是按照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和标准推动企业和产业绿色发

展，生态发展，避免破坏生态，损害自然环境。产业

文化化是从认识并总结企业、产业产生、运行与发

展的规律入手，认识并总结出反映创业者、所有者、

管理者与经营者等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类以及企业

制度设计、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组织运行、产业互动

依存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并使

之成为企业和产业的标准及约束力，外化于行，内化

于心。显然，不论是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还是文

化化，所产生的效果都将不仅仅是“三化”本身，而是

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即在对传统企业和

产业理念变革、模式改进、质量提升的同时，形成的

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新

模式、新标准。与产业的数字化、生态化、文化化相

对应和协调，目前，数字产业化方兴未艾，数字经济

已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产业化也开始发

挥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碳交易将刺

激生态产业迅速崛起，带动健康产业全面、快速发

展；文化产业化也将随着文化自信的深入人心、文化

与日常生活、生产的紧密融合，特别是在文旅融合、

研学升级和规范管理的推动下，成为传承文化、助推

经济、沟通人心、和谐社会、实现民富国强的支柱产

业，体现出软实力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再一次展现出

中华文明无可比拟的魅力。

2.抓“基础”发展现代农业，建立生态食品基地

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生态基础好，山水林

地相间，不仅被称为我国的“粮食市场稳压器”，也

是重要的林木渔业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2019
年，仅东北三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就达2347.176万公

顷，占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 20.2%；粮食产量达到

13811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20.8%。2020年仅

黑龙江的绿色食品种植面积（含有机食品）就达

8513.7万亩，比上年增长4.8%。绿色食品认证个数

2936个，增长 4.7%。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产品产量

1699 万吨，增长 1.7%；实现产值 1598 亿元，增长

0.8%；实现利税 90.2亿元，增长 0.4%。绿色食品产

业牵动农户92.3万户。从周边国家情况看，日本人

多地少，农业产值和粮食自给率都很低，大量食品

需要进口，是世界上主要食品进口国之一；俄罗斯

土地资源虽十分丰富，但人力资源不足，气候条件

较差；韩国的稻米自给率较高，但其他食品的自给

率较低，也需要大量进口。从国内发展条件看，

2018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

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

要健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东

北地区作为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可通过建设加工园

区，建立优质商品粮基地和建立产销区储备合作机

制以及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服务式开展产销协作，

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因此，东北地区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绿色

生态文明建设，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

安全需求；发挥现代科技优势，把农业科技创新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农业现代化、智能化和数

字化；发挥政校研企“协同创新”的优势，抓住产业

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机会，推进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创意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产业

小镇。

3抓“硬核”升级重工业，抢占产业链核心地位

东北地区有发展各类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丰

富矿产资源和强大工业基础，只是没有利用和发挥

新技术革命的条件和机会及时升级更新；东北地区

有着优越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国际合作的条件，但还

没有充分发挥产业引领、供应链连通的作用，提高

国内区域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领域，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切不

可“自废武功”，迷信西方理论和宣传，盲目放弃工

业特别是重工业，片面追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

产业的发展，而必须根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

求，走以区域自循环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

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的开放发展之路；必须根据工

业化与信息化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要求，走以强

化研发和创新驱动为基础、以工业支撑和信息引领

为主导、以拉长产业链、升级价值链、深化区域及国

际分工合作为补充的共享发展之路；必须根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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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和文化化的要求，走以生态工业园区为基

础、以文化工业园区为主导、以工业研学与旅游为

补充的绿色发展之路。

4.抓“软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展现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生产中形成

的、具有一定区域、人群特点的对自然界、社会以及

人本身的认识和看法，反映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与生

产过程之中，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

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地区传统和民族文化，还有着

令人惊叹的红色文化和跨境的国际文化，更有着一

直被忽视的现代产业文化，由于处于东北亚经济圈

的核心地带，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不过，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不可重旅游

而轻文化，不可重身体“日行千里”而轻头脑新陈代

谢，需要在构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旅游一

体化发展时重视该地区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使文化产业化、产业文

化化，既带动各相关产业发展，又实现文化传承与

创新；既可增强区域凝聚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合力，

又可提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促进“民心

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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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Choice of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conomics

Feng Yanming
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20 years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was proposed，but the effect of "revitaliz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resolv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ak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conomic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the fundamental goal is to real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and take the road of leapfrog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the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from two main aspects:
general system design and specific industry selection: in terms of system，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i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at Northeast Special Zone，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In terms of industry selection，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occupy the top of the value chain under the premise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through the digitalization，ecologicalization，culturaliza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igital，
ecology and culture，realize the renewal，upgrad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illar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heavy
industry， cultural tourism， and finance， thereby dri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form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complete and organically linked industrial chain with other regions in China，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ics；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Choice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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