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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2023 年暑期东北调查 ：发

现新关注点

2023 年暑期 7、8、9 三个月，

我对东北三省分别作了重点调查。

首先考察辽宁，重点瞄准

“沈抚新区”。 在此考察后萌生

了一个想法，东北三省加上内

蒙古的东五盟市（呼伦贝尔市、

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锡林

郭勒盟），这么大的面积，振兴

能不能在“小块区”或称“小区

块”上率先取得突破？调查后觉

得，点上突破是有可能的。

 其次到吉林，重点考察长

春下面的双阳，这个地方以前在

全国很有影响，现在由“县”改

成“区”。重点调研的问题是，

东北振兴以什么作为支撑来补上

“三化”，即——市场化、产业

化、国际化。

最后从吉林去了黑龙江。

重点考察黑龙江交易集团。主要

是想研究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动

问题 ：一则为国内的产权市场

寻求拓展思路，二则也为下一步

“向北开放”背景下国际间要素

流动做些探讨和铺垫。

调研后的总体判断 ：东北

振兴工作有进展，当然也有矛

盾，目前正处于“艰难爬坡”阶

段。同时也发现一些价值被低估

的地方，有很大开发潜力。对于

东北改革开放最新考察与八项建议

东北这些“价值被低估”的地

方，需要“价值重估”，以便挖

掘其潜在价值。这应是发挥东

北潜能的组成部分，望引起重

视。

改革重在“基因再造” ：

推进东北所需的市场化进程

东北的改革重在“基因再

造”，旨在推进东北所需要的市

场化进程。

传统理论的思想是商品经

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认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

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传统理论

骨子里是“反市场”的，所以

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基因”造成今天的

很多问题。在中国整个大陆的

诸多省市自治区当中，东北地

区“计划经济”有三最 ：引进

最早（40 年代末期就从苏联引

进）；退出最晚 ；影响最深。这

“三个最”，就是我为什么强调

东北要“基因再造”的原因。

当然，不只东北，别的地方基

因也不太好，但是“东北尤甚”。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这是党的重大理论

创新。可惜，现在的理论价值

与现实运行存在落差。因此，

在东北需要补市场化的“短板”。

第一，要增强东北的市场

经济度。我在 2020 年底出版的

《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书中，披

露了到 2019 年的有关数据。近

来，王小鲁教授团队的数据更新

到 2021 年。数据显示，无论是

政府与市场调节资源的比重，还

是产品市场化指数、金融市场化

指数等指标，在全国 31 个省市

里面，东北三省基本都排在后

面，市场经济度数据很低，因此

要补“短板”。

第二，要把发展壮大民营

经济作为补市场化短板的关键一

招。根据我的调研，东北的民营

经济存在“一弱一强”：“一弱”

是体量弱（占比低），“一强”是

对政府的“依附性强”。 基于

此，我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

提出十六字 ：“国有企业，增强

活力 ；民营经济 ，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是解决“弱”的问题，

同时要解决对政府的“依附性”

问题。

第三，下一步要重在发展

“要素市场”。如何推进要素市

场化改革？要重点把握六大市

场 ：一是劳动力市场（户籍制

度、技能技术评价）；二是土地

市场（建设用地、农地、宅基

地）三是资本市场（股票、债

券及“非标资本市场——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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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四是技术市场（“职务

发明成果”的产权界定）；五是

数据市场（“国安”和“隐私”

以外的“双轨运行”）；六是管

理要素市场（企业家市场不可

或缺，必须建立）①。具体不再

展开。

开放 ：重在实施向北开放

2018 年 12 月，在中国东北

振兴研究院组举办的《东北振兴

论坛》上，我曾尝试提出“向

北开放”。2019 年 1 月 9 日，新

华网报道《抓住有利时机，推

动向北开放》。现在应该重在落

实。除前面几条建议外，再补

开放几条建议 ：

第四，在新的形势下，建

议东北定位为“中国向北开放

的 新 高 地 ”。 其 中， 东 北 这 四

个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

阳、大连可定位为“中国向北

开放新高地的先行区”。

第五，完善东北“三横三纵”

的骨架通道。在此建议完善畅

通“三横三纵”骨架通道，务

求畅通。“三横”：一横是 ：内

蒙古的满洲里——哈尔滨——

绥芬河 ；二横是内蒙古兴安盟

的阿尔山——长春——珲春 ；

三 横 是 朝 阳 —— 沈 阳 —— 丹

东。“三纵”： 一纵是黑河——哈

尔滨——长春——沈阳——大

连 ； 二纵是大庆—内蒙古的通

辽——锦州 ；三纵是沈阳——

长白山——延吉。

经多年努力，大多已经畅

通，但据我调查，目前有的路

段尚未完工，有的虽然开通但

标准较低，应抓紧建设完善，

使之畅通快捷。与“三横三纵”

衔接，还应重点拓展沿边口岸

（具体名单略）。

第六，研究建设绥芬河直

达 海 参 崴 的“ 同 轨 铁 路 ”。 经

中俄双方商定，中国海关总署

已经宣布，海参崴可作为我国

内贸货物转运口岸。这是一项

重大的举措。如何利用好海参

崴口岸就成为现实的问题。我

到绥芬河和海参崴做过实际考

察，深感两地之间“铁路不同

轨”带来诸多麻烦，两者距离

只有 200 余公里。建议中俄双方

会商，新建绥芬河直达海参崴

“同轨铁路”，以便更好地发挥

海参崴的基地作用。

第七，建议吉林向国家申

请并国际磋商，打通图们江“出

海 口 ”。 根 据 历 史 上 的 中 俄 条

约，中国是有“图们江口出海

权”的。1989 年在我与朋友合

写的《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

济 特 区 ”》 一 文（ 载 香 港《 经

济导报》）②，曾经提出这个问

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图们

江“出海口”问题没有解决。

建议吉林的同志首先关注，尽

早“发球”。

第八，欲打造东北向北开

放新高地，必须同时打造东北

“要素流动新洼地”。这两者是

一体的。要成为向北开放新高

地吗？请首先在国内，进而在

国际间，形成资本、土地（包

括 地 上 下 资 源 ）、 劳 动 力、 技

术、管理、数据等各种要素向

东 北 流 动 的“ 新 洼 地 ”， 或 者

说，成为要素流动的“枢纽地”。

第一步，可以先建成国内

的“枢纽地”。我的《“全要素 

多资源”：产权交易新构想》③，

可做参考。

第二步，在国内要素流动

“ 枢 纽 地 ” 的 基 础 上， 建 议 向

上建言 ：中俄共建远东国际要

素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集中一

地，具体地点在哈尔滨（或海

参崴）。也可“一场两地，网上

交易”，地点设在黑河（对面布

拉戈维申斯克）或抚远（对面

哈巴罗夫斯克），均可。此事争

取列入中俄经济商谈内容。总

之，要把实施向北开放落到实

处。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 89 次中

国改革国际论坛“东北振兴分论坛”

发言补充整理而成）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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