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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报告 

东北地区是我国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技术力量较为雄厚的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

资源型城市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工业经济逐步走出体制转型

的困境，工业结构不断优化，特色优势产业成为推动东北地区“十一五”工业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关键力量。 

一、“十一五”时期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成就 

“十一五”时期，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之下，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体制机制改革不断

深入。 

1.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0 年，东北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16521.72 亿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6.53%。辽宁省完

成工业增加值 8684.7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前一年增长 1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

可比价计算比 2009 年增长 17.8%；①吉林省实现工业增加值 3833.52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增加值 3755.1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9.9%，其中轻工业增加值 1047.32

亿元，同比增长 21.2%；重工业增加值 2707.80 亿元，同比增长 19.4%；②黑龙江省完成工业

增加值 4003.5 亿元，同比增长 15.2%，其中，轻工业和重工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664.6 亿元、

3338.9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16.7%和 14.9%。③  

“十一五”期间，东北地区工业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2010 年，东北地区工业

销售产值达到 514.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 2005 年的 2.75 倍。④如图 35-1 所示，从分地

区看，“十一五”时期，辽宁工业销售产值增长 为显著，年平均增速超过 25%，2010 年销

售产值比 2005 年增长了 2 倍；吉林省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较快，年均增速 24.7%，是 2005 年

的 3 倍；黑龙江省工业销售产值年均增速较低（13%），期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严重，

2009 年出现负增长（-2.6%）。 

                                                        
① 数据来源：《2010 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省统计局发布）。 
② 数据来源：《2010 年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吉林省统计局发布）。 
③ 数据来源：《工业增加值》（黑龙江省统计局发布）。 
④ 数据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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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东北三省工业增长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0 年，东北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出现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亮点。

辽宁省装备制造、冶金、石化、农产品等四大优势特色行业的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 87.2%，比前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①吉林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出台了

《吉林省工业产业跃升计划》，重点支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效果。2010 年，汽车、

石油化工、食品、信息、医药、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等优势特色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1091.40

亿元、565.44 亿元、596.18 亿元、75.90 亿元、218.83 亿元、436.63 亿元和 320.69 亿元，较

2009 年分别增长 24.6%、7.8%、16.6%、27.9%、25.0%、17.7%和 26.6%。②黑龙江四大主导

产业也出现高速增长，装备制造、石化、能源、食品等四个行业全年创造产值分别为 1581.7

亿元、1778.9 亿元、3169.8 亿元和 1924.2 亿元，较上年增长 23.7%、37.4%、32.4%和 48.6%。

③

“十一五”时期，东北地区工业企业产品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据统计，2008-2010 年，

辽宁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保持在 7.5%-8.5%之间，其中， 具有产品创新

能力的前五位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36.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18.4%），

专用设备（17.7%），黑色金属冶炼（12.4%），电气机械（11.3%），而食品、纺织等行业新

产品产值比重低于平均水平 4-5 个百分点。2008-2010 年，吉林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

收入比重维持在 25%左右，列居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设备（59.7%），化学纤维

                                                        
① 数据来源：《2010 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省统计局发布）。 
② 数据来源：《2010 年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吉林省统计局发布）。 
③ 数据来源：《工业增加值》（黑龙江省统计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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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仪器仪表（30.5%），黑色金属冶炼（19.8%），造纸及纸制品（16.5%），由于工

业内部结构跟辽宁存在一定的差异，两省工业企业的产品创新存在差异。2008-2010 年，黑

龙江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销售产值比重在 5.5%左右，其中，位居行业前五名的是通用设

备（38.4%），交通运输设备（37.5%），电气机械（27.9%），专用设备（16.5%），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14.1%）。可见，特色优势产业继续引领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

发挥着产品创新优势。 

3.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十一五”时期，东北三省工业科技创新投入增长较快，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增加，科技

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据统计，东北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从

2005 年的 14.4%增长到 2009 年的 21.4%，年均增长 1.4 个百分点。从各地区情况看，吉林

省工业的新产品产值比上升明显，辽宁次之，黑龙江变化不大，见表 35-1。2005 年以来，

东北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数也出现明显增长。2009 年，东北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

发明专利数累计为 2044 件，是 2005 年的 2.3 倍。从地区分布看，2009 年，辽宁大中型企业

发明专利数为 1409 件，占 69%；吉林和黑龙江分别为 289 件、346 件，分别占 14%和 17%。

同时，东北地区科技经费投入保持强劲的增长的势头，技术改造仍是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2009 年，东北地区技术改造、购买国内技术、引进国外技术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经费支

出分别为 347.37 亿元、21.22 亿元、38.44 亿元、8.53 亿元。进一步看，“十一五”期间，东

北地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导入先进国外技术成为东

北地区“十一五”时期工业技术创新的支撑条件。从地区看，2005-2009 年期间，辽宁省大

中型工业企业在购买国内外技术和技术改造的经费支出都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见图 35-2。 

表 35-1   2005-2009 年东北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比重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东北地区 0.144 0.147 0.147 0.146 0.214 

辽宁 0.120 0.128 0.125 0.128 0.162 

吉林 0.285 0.299 0.268 0.270 0.448 

黑龙江 0.084 0.067 0.084 0.074 0.088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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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  2005-2009 年东北三省科技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2010） 

 

4.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006 年以来，东北地区工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量和排放

量都出现明显下降。如图 35-3 所示，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密度（即每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的

产值）从 2005 年末的 21.28 亿元/平方公里上升到 2009 年末的 37.07 亿元/平方公里，年均

增长速度为 15%，这说明地区工业空间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原因可能是工业经济进一步向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长吉图开放先导区、哈大齐工

业走廊等重点地区集中。同时，东北地区单位产值“三废”排放量显著下降，能源利用效率

则有所提高。其中，2009 年工业每亿元产值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和

粉尘排放量同比 2005 年分别下降了 63.5%、54.2%、63.5%和 73.8%。2009 年，地区能源强

度为 1.36 万吨标准煤/亿元，比 2005 年下降 13.2%。①取得成效的原因是，东北三省在“十

一五”期间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和加大淘汰落后产能。②

从各地区情况看，“十一五”期间辽宁省工业减排效果 为显著，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

靠后。2009 年，辽宁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分别

较 2005 年底下降了 69.4%、59.1%、66.9%、78.6%；吉林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

放量、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同比下降 61.4%、58.8%、64.2%、79.6%；相比之下，黑龙

江省 “十一五” 工业减排各项指标完成不理想，2009 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

                                                        
①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 
② 注：由于找不到工业能源消耗量，故用地区能源消耗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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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分别较 2005 年底下降了 44.4%、28.7%、48.4%、40.2%。

从资源利用效率看，2009 年辽宁省单位面积工业用地创造的产值 高，49.7 亿元/平方公里，

吉林次之，36 亿元/平方公里，黑龙江 后，18 亿元/平方公里。同时，东北三省能源利用

效率都有不同程度提高。2009 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单位增加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分别为

1.42 万吨标准煤/亿元、1.20 万吨标准煤/亿元、1.4 万吨标准煤/亿元，同比 2005 年分别下降

16.2%、18.3%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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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2005-2009 年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密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2010） 

5.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深化 

2006 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支持重点区域发展的规划或指导意见，有效提高地区政府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增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见表 35-2。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

济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吸引大量的国内外资本，加大工业结构调整，逐渐形成以先进

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沈阳经济区抓住建设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

遇，加快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和运用 新科学技术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

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协调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推进

统筹城乡改革。此外，东北地区在税收体制改革中先行先试，使改革更多地惠及到工业企业

的转型升级。 

表 35-2              国家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政策 

时间 出台单位 文件名称 

 2007 年 12 月 国务院 《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若干意见》 

2009 年 7 月 国务院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2009 年 8 月 国务院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 
2009 年 9 月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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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0 年 4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批准设立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www.gov.cn） 

 

二、“十一五”时期东北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过去五年，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总体水平较“十五”有明显提高，装备制造业发挥强大的

基础优势，食品工业在全国地位凸现出来，汽车工业优势尤存。但应该看到，东北地区工业

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包括： 

1.工业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弱 

装备制造业占东北地区工业比重较高，消费品工业比重相对较低。当国际金融危机波及

到我国时，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辽宁和黑龙江两省很快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工业增速急

剧下滑，企业处境艰难；相反，吉林省消费品工业比重较高，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

据统计，从 2008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北地区工业增速明显

下降。2009 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工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较前一年分别下降 23、17 和 40

个百分点。①事实上，东北地区工业结构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工业制成品以内销为主，出口

比重低。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进一

步影响到东北地区，于是工业增速不同程度急剧下滑。 

2.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条件，如果不协调，会削弱工业持续发展

动力。这些年来，东北三省都在抢占机遇，吸引一批大型工业项目落地，同时却忽略农业和

服务业的发展，使三次产业业发展不协调问题变得更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由于农业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恶化，出现黑土地面积锐减，河流遭受工业污染等问

题，产业链下游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处境艰难，农民收入改善相对缓慢。另一方面，虽然东

北地区工业历史基础较好，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但是跟工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却没有

发展起来，比重偏低，就业潜力小，发展水平不高。正是由于产业关系长期没有理顺，东北

地区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就缺少了一个良好的配套条件。 

3.工业创新环境没有根本转变 

                                                        
① 数据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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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工业创新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区域创新体系继续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的状态，传统创新路径已经限制工业技术创新的步伐。主要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区

域创新体系不完善。东北地区各省区域创新体系主要由国家、省部级科研院所，国有大型企

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其它中介组织组成，现有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却没有真

正建立，创新要素因隶属关系不同无法实现正常流动，创新主体之间联系松散甚至没有往来，

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绝大部分的科技创新成果依靠各科研单位独立攻关，所以

东北地区工业技术创新步伐整体较慢。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是东北三省工业发展存

在的问题。上一轮工业的快速增长是我国重化工业化推动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产

能扩张，企业也缺乏创新的意识，致使科技创新投入不高。 

4.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 

“十一五”期间，东北地区工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流到区外，吸引人才的环境没有

明显完善。据统计，2010 年辽宁省人口净流入 21.2 万人，吉林省人口净流出 52.7 万人，黑

龙江省人口净流出 44.3 万人，整个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达到 75.8 万人，①有相当比重

的流动人口是国有企业下岗或离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待遇不如东南沿海地区企业高是东北人

才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从深层次看，激励缺失、经营效益不佳、管理行政化等国有企业自

身管理体制问题是导致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流失的根源。 

5.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过去五年，东北地区工业发展迎来了大开发、大开放的好势头，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但应该清醒认识到，东北地区工业发展仍停留在依靠占用大量土地、消耗大量资源和排放大

量污染物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过长期的高强度工业开发，东北三

省城市化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上限，今后继续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开发将受到

限制。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国家重大工业项目对区域环境影响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

视，存在较高的生态环境隐患，如化工项目选址在居民聚居区、江河上游和城市中心区；随

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环境风险加大，时刻威胁周边居民的生命安全。 

6.体制机制改革有待于继续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是困扰东北地区工业健康发展的老问题，也是促进东北地区工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环节。“十一五”时期，东北地区工业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需求拉动，而体制机制改

革发挥作用相对有限。也就是说，东北地区工业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却忽略体制机制改革

                                                        
① 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和计生委“2010 年全员流动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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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而恰恰相反，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对东北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来，政府主导型的工业投资项目随处可见，低水平产能扩张现象普遍

存在；然而，民营经济发展仍然缓慢，获得政府实质性支持较少，企业发展环境没有明显改

善。 

三、“十二五”时期促进东北地区工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思路 

1.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应该说，东北地区工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基础，在“十二五”期间，应充分利用自身条

件和资源优势，抢抓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先机，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地区工业转型升级。 

（1）技术改造推动的工业转型升级。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东北地区一批工业企业的

技术装备不同程度出现老化甚至变为落后产能，企业经营效益受到很大影响，走出这个困境

的关键在于加大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改造力度。通过多渠道筹集技术改造经费，加大资金和

人才投入，实现现有传统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技术升级，使企业重新焕发新的生机，甩掉沉

重的历史包袱。 

（2）多元化市场推动的工业转型升级。国际金融危机对东北地区工业冲击的教训表明

产品市场过于单一的状况会从需求层面阻碍工业转型升级。下一步应该探索是走多元化的市

场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协调带动，通过需求结构的差异化、多元化和高度化，引导本

地区工业企业坚持需求导向促产品升级、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升级和管理模式升级。 

（3）集群创新体系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十一五”时期，东北三省都把产业集群作为

一项重要的工作开展，由于集群成长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难以壮大。今后

五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应由过去强调建设园区发展集群逐步转变为构建集群创新体系，加大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企业、高校、行业协会、科研院所、投资机构等组织的作用，

构建地理临近、产业关联、信息共享的网络状集群创新体系，降低创新知识和创新要素的流

动成本。 

（4）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推动的工业转型升级。目前，东北地区三次产业不协调已经成

为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应该转变“十一五”时期过分强调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

正确看待现代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以北大荒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是工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加快从绿色农产品加工业转向构建现

代健康产业体系，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金融、物流、物联网、

信息外包等行业应优先支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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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1）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装备制造业是东北地区 为重要的工业部门，也是

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的主体。加大对传统装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并不是撒胡椒

面，而是要围绕两个重点进行突破，包括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一方面，要选择经济较为落

后的地区作为“十二五”时期技术改造的重点地区，国家应该给予专项技术改造经费支持，

解困这些地区老的、但仍有前景的国有企业。通过对落后地区少数具有潜力的企业进行技术

改造支持，能够为地区经济建立内生的增长机制。在支持策略选择方面，既可以选择直接输

血式，如下拨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也可以采用间接方式，比如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但不宜直

接考虑用兼并重组的方法来化解技术改造难题，以避免重蹈“通钢”的覆辙。当然，对于发

达地区的企业技术改造问题，应由本地区自筹资金解决。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些重点行业给

予支持，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包括机床、重型机械、精工机械、航天航空、新材料

等。总之，国家应设立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基金，采取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相结合的

办法，配套实施促进技术改造升级的财税政策、科技人才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降低

企业技术改造负担，激发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2）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将大力

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事实上，东北地区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质能、新能源设备、生物农业、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具有雄厚的发展基础；换句话说，这些行业都能够在东北地区找到相关的生

产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但是由于战略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市场

风险大、成果产业化门槛高等特点，因而，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资金、科技、人才、税收

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配套支持，才能将现实基础转化为经济优势。未来五年，发挥中央直属

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的优势，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生物质能、生物农业、新能源汽车等战略

新兴产业；以长春一汽、中国一重、沈阳机床等一批大型企业为龙头，重点支持专业特色的

产业集群发展，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利用当地创新优势资源，提高集群整体创新能力。

重点规划建设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四个区域性战略新兴产业研发和产业化基地，重点

建设高端装备、新能源设备、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节能环保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产

业基地，利用 5-10 年建成专业特色明显的产业集聚园区，并引领东北地区工业结构优化升

级。 

（3）采取分类管理办法支持重点区域发展。目前，国家先后批准了辽宁沿海经济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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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但是还没有

针对黑龙江省出台区域规划或指导意见。黑龙江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为严重的省份，

经济复苏相对缓慢，亟需中央特殊政策支持。“十二五”期间，国家可根据黑龙江省生产力

布局特点，出台区域规划支持“哈大齐工业走廊”率先发展，重点支持石化、新能源设备、

汽车、航空、新材料、现代农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继续支持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挥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支持边境地区设立特殊海关监

管区域，建设出口加工园区，加快发展出口加工业。 

（4）优化区域科技创新环境。发挥企业自主创新主体作用，引导同行业企业组建技术

创新联盟，克服单个企业自身实力不足问题。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建设一批企业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科技综合服务平台、标准化服务平台、计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质量

检测服务平台、软件技术公共服务平台、节能降耗服务平台等。争取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立

项和指导，建设一批依托企业发展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和国家重点工程实

验室，形成以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为中心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搭建产学研协作平台，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展开多层次全面合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开展同业企业之间

技术交流合作。采取项目导向的资助办法，科技经费向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资助这类企业

进行新产品研发和试验。鼓励各省设立重大装备首台套奖励办法，重奖企业自主研发首台套

设备。支持国内外知名重点大学在东北地区设立大学科技园，给予土地、税收、资金等配套

政策支持。 

（5）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农产品主产区，建立县级农业产业化集中

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食品工业向东北地区转移，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化基地，培育发展以农

产品和林产品为特色的健康产业。支持一批成长型农业科技企业加快发展，培育自主品牌，

加大市场渠道建设，形成企业和基地相结合的产业化道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支持

与工业联系紧密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信息服务、金融、物流等行业发展，提高其对工

业服务的配套能力。 

（6）继续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东北地区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

逐渐从过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转向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

增值税改革，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工艺和设备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工业用地改革，根据

各地区主体发展功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工业用地指标实现地区流转，保障重点地区

工业用地需求。建立重点工业项目区域环境监测机制，严格控制工业污染物排放。完善市场

机制，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 

 10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网研究报告（2011-1） 

 

（执笔人：叶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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