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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东北振兴研究》分三个专题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东北振兴问题进行
探讨。
其中第一专题为中国东北振兴；第二专题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第三专题为国际关系与社会经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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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专题 中国东北振兴吉林省振兴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一个结构主义视角经
济增长的低就业效应——吉林省高增长低就业现象对策分析企业边界：静态决定模型及其动态演变企
业所有权分享主体研究国企改制中的交易费用问题研究——以吉林省国企改制为例国有资产流失成因
及治理对策研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自主创新战略基于共享性资源的东北区域创业企业集群竞
争优势研究振兴东北与技术环境效应评价东北地区产业技术及其体制问题东北地区物流产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与对策以产业集群模式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研究论东北各
级政府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应考虑的几点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东北
地区农业产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东北地区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盘活重工业，开发新资源，
链接环渤海与环日本海经济圈——东北经济振兴途径之探讨德英法资源城市改造经验对我国东北振兴
的启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对国外智力需求的预测分析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资源与城镇就业状况分析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就业结构性问题研究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就业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力资源现状
的制度分析及其对策提高产业竞争力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吉林省发展对俄边贸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吉林省未来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选择思考吉林省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第二专题 东北亚区域经
济合作第三专题 国际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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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
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支撑，是地方经济腾飞的基础和保证；作为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
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层次，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政权组织得以稳固的可靠保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互程。
　　（三）发展县城经济与东北振兴的关系　　发展县域经济能营造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资本基础
，使增量带动与存量调整更好地结合。
资金问题是困扰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难题。
靠一定的增量资金，仅能使困难企业暂时摆脱危机，当“再投入”效应发挥完毕后，企业又可能重陷
困境。
所以，单纯依赖外部“输血”不是东北振兴的出路，必须解决自身“造血”功能不佳的问题。
“造血”功能欠佳，在于县域经济不发达，在于占很大比重的县域人口贫困。
县域贫困则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就难以推进，经济聚集效应难以形成，城市工业单兵推进就成为无
源之水。
　　县域经济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概念。
从产业分类角度看，县域经济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从所有制度角度看，不仅包含个体、私营经
济形式，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形式。
我国CDP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县域经济活动创造的，县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县域经济发达不无关系。
东北地区之所以逐渐落后，与县域经济不发达关系密切。
如果县域经济活起来，资源流动起来，机制灵活起来，就业机会自然就多起来，“人往何处去”的问
题将容易解决。
县域经济发展了，才能富民强省，进一步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增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东北振兴，必须尽快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发型构”机制，在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制度环境
。
鉴于我国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一定程度的“理性规制”与介入还是必要的。
这种介入应是有限度的，以不损害经济主体自由为限。
不能是强化行政控制与国有企业二者的咬合，不能是行政垄断的自我复制与膨胀；政府的介人体现在
为经济主体的创业和交易提供便利和协助上，这种协助是政府获得百姓支持的基础。
政府行政能力最终要靠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来体现，政府规划与介入经济的效果也要用这种“官民互动
”来检视。
过去，东北地区的经济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是单一的经济组织，而是社会组织，是功能
齐备的社会生活单位。
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行为方式、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等因素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中，成为经济发展
的影响因素。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就一定会关系到职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
国企改革的实质是从国家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要求立足于集体行动为核心的社会行动基础之上，而市场经济则立足于以个体行
动为核心的社会基础之上。
国有企业改革要求以集体行动为核心向以个体行动为核心的社会基础的转变，然而，可替代集体主义
信念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及时形成，从而制约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因为县域经济是民生经济，所以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依靠财政拨款或商业银行的信贷资
金；“等、靠、要”没有用，“分蛋糕”是分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充分挖掘潜力，利用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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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蛋糕”，去创业。
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个人奋斗、个体竞争的培育过程，是市场精神的形成过程，是市场经济所
需的社会基础的营造过程。
从县域经济人手是重振东北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基本路径。
县域殷实，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减轻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更有助于推进改革与发展。
振兴东北是作为国家战略而提出来的，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行动，如何将国家战略与千千万万
的个体联结，转化为每个人的具体行动，就看我们能不能重建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了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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