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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省委、

省政府制定出台了《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紧紧抓住优化营商

环境这个关键，坚持对外开放合作方针，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全国人

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3年第1期发表文章，并在“凤凰网财经对话”栏目中就东北地区经

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营商环境、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期《辽宁大学智库简报》择要整理刊发。相信文章将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助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

重要的科学决策依据。

东北如何扭转“投资不过山海关”之羁绊？

余淼杰

一、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自从2003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启动以来，东北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例如，2022年辽宁的GDP达到2.89万亿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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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从总量上来讲

是很可观的。

但是，如果跟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东北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比较

慢。例如，2022年辽宁的GDP在全国的比重大概是2.5%左右，排在第17

位到18位，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形成这样的状况，问题究竟出在什

么地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来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

北振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辽宁经济乃至整个东北

经济，都存在着“四大短板”的问题。第一是体制机制的短板；第二是思

想观念的短板；第三是经济结构的短板；第四是开放合作的短板。在这

“四大短板”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体制机制短板和思想观念的短板。从

体制机制角度来讲，东北是最早进入计划经济的地区，也是退出计划经

济最晚的地区。在思想观念方面，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方

面没有与时俱进，或者说与时俱进的速度还不够快。东北需要努力克

服体制机制短板和思想观念短板，充分发挥出东北经济应有的潜力。

二、东北应该做好第二产业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东北地区在未来应该主要抓住哪方面的优势？哪些产业有比较好

的机遇？例如，在辽宁的三大产业中，农业的比重是9%，第二产业的比

重是39%到40%左右，第三产业是51%。这与全国的三大产业的比重是

比较匹配的。东北应该做好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三篇大文章”，即加

快改进“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创新壮大“新字号”。

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扶持发展“老字号”。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老字

号”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可能！一是要做好5G、AI，特别是5G的基

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5G和AI，对产业进行科技赋能；三是从科技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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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产业赋能。

要深度开发“原字号”。目前东北大量的原材料产业链过短，产品

的附加值过低，没有经过深度的挖掘和加工。而我国南方很多省份经

济发展得很好，并不是由于本地的资源丰富，而是从外面采购进这些原

材料，并进行深度的加工，使得附加值增高，所以这些省份创造的GDP

就高。因此，东北需要拉长产业链条，深挖增值空间。

要培育壮大“新字号”。东北可从新能源汽车等着手大力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比如吉林的一汽，它就有非常好的基础。

三、“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对东北的伤害不可估量

营商环境一直以来是制约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东北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对东北的伤害不

可估量。如果营商环境没有改善的话，就真的会出现所谓的“投资不过

山海关”的这种现象。因此，必须通过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化”

来推进东北营商环境的改善。尤其是要从法治化的根源上入手，建立

亲清的政商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要从普通老百姓入手。人人都是营

商环境，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当我们老百姓碰到

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去找政府，一件一件按照规矩

来做，而不是看看这里有什么关系，我找一个熟人去做，我们要改变这

种“办事得求人”的观念，该办的事情，就光明正大去办。

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做到“讲诚信、守纪律、懂规矩”，并且要有负面

清单思维，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东北地区

的人工成本比东部沿海很多省份都便宜，这里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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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场地近，应该是成本更低，但为什么成本反而高呢？原因在于存

在着过高的交易市场成本，人们可能觉得办事效率过低，因此想走弯

路。所以从老百姓角度上，如果有什么事情，应该直接到政府去办；从

政府的角度而言，没有说不能办的，政府就应该给办，要有效地降低交

易成本。

四、中日韩自贸协定对于东北发展至关重要

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国家合作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东北在全面对

外开放中机遇难得。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有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

条路，我们应该优先推进构建东北海陆大通道来促进“一带一路”的深

度发展。

先看陆上丝绸之路，通常的想法是通过原来的中欧班列向西发展。

但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由于阿富汗、乌克兰地缘政治复杂，再加上

最近的俄乌冲突状况，鼓励中国企业到这些地方投资并不可取。因此

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重点，应该不是向西而是向东，如果再结合俄罗斯

近期的情况，那么鼓励我国的企业到西伯利亚去投资开发是更加明确

的方向。

再看海上丝绸之路，从目前国内建设情况看，在RCEP基础上，粤港

澳大湾区抓住发展契机，“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桥

头堡。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CPTPP，我们现在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但

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跟日本之间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经贸协定。如果我们能够弯道超车，不拘泥于

CPTPP，而是通过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可能会推动对外开放取得更好的

成果。中日韩自贸协定将是比RCEP更高端、更开放的合作协议。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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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将成为开放的桥头堡，并带动相应的改革，通过这种深入的国际

化沟通融合，辽宁的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改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就

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辽宁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方向，应该不是

向南而是向北。

因此，东北海陆大通道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

点，建设好这个大通道，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未来的开放中，如果

能够打通并发展东北海陆大通道，中国的开放将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

而实现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

五、沈阳可以成为“东北的深圳”

如果能够做好对外开放的话，那么沈阳就可以成为“辽宁的深圳”，

成为“东北的深圳”。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沈阳拥有全国最稠密的铁

路网，从自然资源禀赋角度看的话，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煤，还有磷等

等，战略资源极其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东北的时候讲到五大安

全，因为我们在边疆，延边有沿海，所以有国防安全；因为这个地方是个

宝藏，所以有能源安全；我们的“北大仓”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的基础，所以有粮食安全；东北是全国唯一的41个大门类都具备的地

区，所以有产业的安全；东北各种自然生态也非常丰富，所以有生态的

安全。只有在东北提到五大安全，换言之，这里的自然资源禀赋是非常

丰富的。

从人才方面看，这里的干部素质很高。例如，辽宁省有100多个高

等院校。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呢？就回到那

四大短板，即体制机制、思想观念，以及经济结构和对外开放，如果这四

个短板能够打通的话，东北的再度辉煌一定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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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辽宁正处在历史发展最好的机遇期

辽宁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年）》，提出打响新时代的“辽沈战役”。辽宁省《政府工作报

告》也明确指出，2023年辽宁GDP增速要达到5%以上，在今后三年内赶

上全国的发展水平。当前，辽宁可以说正处在历史发展最好的一个机

遇期。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顺势而为，推进辽宁乃至东北全面振兴

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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