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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崛起和振兴 
 

黄淑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100053） 

 

摘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央的又一重大战略调整。东北地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具有比较雄厚的

工业基础。但是改革相对滞后，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振兴东北，首先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调整作为切入点

和突破口。本文最后重点介绍了，在推进东北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资委要抓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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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建设沿海经济

特区、开发浦东新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部署之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全局着眼而做

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布局。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

极具发展潜力。东北地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带，紧邻俄、日、韩三国，区位优势十分突

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维护社

会稳定，对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的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曾为我国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

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整个老工业基地中，东北地区具有突出的重要

地位，“一五”期间 156 个国家重点项目有 58 个在东北三省。经过多年建设，东北地区形成了比较雄

厚的工业基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城市，不仅为全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装备，而且为各地培养和

输送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东北三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大胆探索，迎难而上，奋力打好国有企业改革脱困攻坚战，积极调整国有经

济布局和结构，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各项改革

不断深入，开放步伐不断加大，经济建设加速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调整相对滞后，长期积累的

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现，主要表现为： 

一是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偏高，结构不合理。到 2001 年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国有经

济比重分别为 78.2%、86.2%和 87.2%，远远高出全国 64.9%的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大多集

中在传统的采掘业和加工制造业，对资源型工业依存度高，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占重工业的 64.2%，

比全国高出 14.5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依靠大庆，经

济结构过于单一，产业调整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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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资产质量较差，经济效益偏低。据财政部对 2002 年企业财务决算资料统

计，东北三省地方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利润率、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等主要指

标均排在 31 个省（区、市）的末尾。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地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1.8%、

90.6%、92.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64.8%的水平，三省地方国有企业 2002 年盈亏相抵后均为净亏

损。 

三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包袱重，困难企业多。2002 年末，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共有 7183
个，年末职工人数 49.1 万人，企业补助额 153.8 亿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26%、28.4%和 33.7%。

其中，中央企业在东北三省办社会机构 3476 个，职工 30.7 万人，企业补助额 129.86 亿元。还有大

量国有企业兴办的大集体，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亏损企业，且与国有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人

员多，解决难度大。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已难以生存，东北三省 1507 户国有企业

中，规划关闭破产企业 428 户，涉及 95.4 万人，拟核销银行呆账 492 亿元。 

除上述问题外，东北地区不少国有企业还存在着观念陈旧、机制不活、技术落后、管理粗放、人

才流失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困难局面，延缓了东北地区国有

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前进步伐。 

二、振兴东北的整体思路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调整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切实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尽快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使国有企业重新焕发生

机和活力，这直接关系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成败。可以说，没有国有企业的振兴，就没有东北地

区的全面振兴；没有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难以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 

加快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用新观念、新

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一条符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有利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

国有经济调整的新路子。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消除体制性障碍，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竞争

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内部机制；要坚持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充分发

挥比较优势，加快整合现有资源，在改组、改造现有企业上下大功夫，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要着

力抓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作用，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走新型工

业化的道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吸引投资，不断开拓市场，拓宽发展空间；

要打破行政区域束缚，树立“大东北”和“一盘棋”意识，协调一致地推进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

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东北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三、国资委在振兴东北过程的工作重点 

国资委作为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一方面要履行好指导东北地方国有

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职责，另一方面要对东北地区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切实负起直接责任。东北地区

的中央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不少中央企业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截止 2002 年底，中央企业在东北地区三级以上企业共有 913 户，资产

合计 4900 亿元，职工人数 130 万人，2002 年实现销售收入 2712 亿元，企业户数、资产总额、销售

收入在东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分别占 18.6%、37.6%、40.8%。东北地区中央企业在石油、汽车、

造船、钢铁、发电设备以及军工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特别

是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进程和成效，直接影响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程和成效。搞好东北地区国

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既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所在，也是希望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国资

委的任务即是，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统一部署为指导，采取各种有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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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措施，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

的主导作用，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崛起和振兴。以下是国资委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 

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积极推

进东北地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指导东北地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尽快实现国有资产出资

人的行为主体到位、职责权限到位、责任主体到位，使东北地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经地方人民政府授

权，真正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围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

调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二是结合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

过重组上市、中外合资、部分转让国有产权等多种途径，吸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经济

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推进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东北地区中央企业之间、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联合重

组，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国有大型企业，培育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借鉴各地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对东北地区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制，放开搞活国有

中小企业。按照中央有关政策，加大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力度，充分利用企业辅业资产安置职

工，对改制的辅业企业，能不控股的不控股，能放开的彻底放开。加大对东北地区政策性破产的支持

力度，集中力量使一批劣势企业尽快退出市场。同时，加快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切实转换企业经

营机制。 

三是加大东北地区中央企业的改造建设力度，培育和提升优势产业。根据东北地区中央企业在国

民经济和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配合国家国债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改造建设

的力度，分三个层次培育优势产业基地。第一，集中力量建设钢铁、汽车生产和采油基地，打造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强做大，使鞍钢、一汽、大庆石油等企业成为国际先进企业，发挥其在国民经济、

区域经济和行业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第二，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微型汽车、汽车发动机、

船舶等改造建设步伐，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突出做强主业，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确立

哈电、一重、环渤海造船、哈飞、东安发动机等企业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第三，其他国有企业主要

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技术改造的重点方向，通过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使一大批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再现

生机和活力，初步确立在市场竞争中的应有地位。 

四是支持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和分流富余人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明年，国资委将把东北地区

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作为重点来抓。按照先重点后一般、先易后难、量力而行的

原则，重点分离企业自办中小学校、公检法机构、卫生防疫机构、社区管理机构等社会公共事务单位

和行政事业型单位，分步分离企业自办医院、公交、环卫等社会公益单位、社会公用事业单位及社会

福利单位。结合东北地区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支持企业利用当前改革机遇和各种经营条件，加大分

离富余人员的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伟大工程，顺利完成这项工程的关键在于：认准方向，通

力合作，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用实际行动把中央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切实落到

实处。这其中，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调整是重中之重，其它措施的配合也不可缺少。而作为国务院

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国资委的工作将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Old 

Northeast Industrial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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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other great strategical readjust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juvenate the Old Northeast 

Industrial Base . Northeast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and laid its 

relatively stro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However, as of its long term accumulated contradictions, Northeast reform 

lagged behind other areas. To promote the Northeast, we should regard SOE reform and state-run economic 

readjustment as a key factor first. In the last part, this essay introduces several jobs which the Committer of 

State-run Assets need to do during the process of pushing forward the reform of Northeast state-owned enterprise. 

 

Key words: rejuvenation of the Northeast; contradictions; state-run assets 

 

 

收稿日期:：2003-12-18; 

作者简介：黄淑和(1954-)，男，广东紫金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