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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路径探析(李向平文集)(精)》是作者李向平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特别是东北及
辽宁老工业基地问题研究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汇编。
通读这部文集，可以感觉到，作者始终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路线，力图运用经济学原理观察中围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之中寻找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在实际调
查和经验比较中探索符合发展规律的途径和政策。

全书共分为三篇。
第一篇以国有企业改革与培育区域生产资料市场为主要内容，指出改革中的“双轨制”是造成老工业
基地骨干企业加速衰退的突出原因，提出了以培育市场化、多元化的大企业集团为大型同企改革方向
的建议。
第二篇题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一些有关区域经济和老工业基地问题的颇具新
意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第三篇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实现振兴应主要依靠重化工业存置创
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构建国有中直企业与地方企业的资源统合、互相参股的双赢机制，培育沈大都
市经济圈、发展临港产业，实现经济体制、经济布局、人口分布、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空间均衡理念
等振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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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向平，1950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197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
从1980年至今一直在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区域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重点研究中国老工业基
地振兴问题。
曾先后担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成员、研究员。
两次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评为省青年科技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先后兼任全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国家发改委
“十一五”东北规划编写专家组成员，辽宁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编委会副主任。
30余年来在国家和省级刊物公开发表和被省级以上决策部门采用研究成果200余篇（部），主持完成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规划研究课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十一五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阶段目标和主要政策”等八项，与国外学者共同主持完成国际合作课题“东北
亚经济合作与展望”等四项，主持辽宁省委、省政府和省科委课题“组建辽宁支柱产业七大集团综合
方案研究”、“辽宁省‘十一五’规划战略总体思路研究”等50余项。
其中，《辽宁省“十一五”规划战略总体思路研究》等2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1～2等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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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上述发展条件中的前两项已经是客观现实，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后两项条件是潜在的，却
是老工业基地独享的，而辽宁可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潜在优惠。
中央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和允许老工业基地深化改革政策能否转化为辽宁获得后发优势的现实条件，
主要取决于能否深入推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
这种对于改革潜能的期待，符合H.钱纳里等人在发展经济学中揭示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由生产率较低部
门向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可以对全面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观点，并且为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推
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实际所证明。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进展顺利与否，将成为能否实
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
 迄今为止，辽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80％已经由国有制向非国有制为主的产权制度转换，制约老工业
基地发展的所谓体制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有独资大型企业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占
有并支配企业产权市场，使企业对于市场的约束和激励难以做出经济理性的反应；企业分担社会调节
职能，组织结构臃肿，市场竞争力低下；企业内部管理运行机制非市场化，历史遗留的债务、冗员负
担沉重危及企业生存；等等。
由于竞争性产业中传统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导致东北及辽宁省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中发展相
对滞后，成为老工业基地问题形成和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辽宁省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看，经营水平和资产营运效率仍然较低，2005年全省134户股份公司中
，每百元资产的利润总额，非国有控股的公司为4.09元，国有相对控股的公司为3.82元，而国有绝对控
股的公司只有3.O8元。
全部地方国有企业中盈利户占40.8％，亏损户占59.2％。
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7.6亿元。
全部地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占全省工业企业的51.1％，但利润仅占9.6％。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与其资产份额极不相称，与非国有及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总资产贡献率低1.6个百
分点，资产利税率低1.1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低5个百分点，全省地方国企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7.1％
，地方国有工业企业约有10％已经连续两年以上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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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路径探析:李向平文集》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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