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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漫长的季节》一部连续剧，酣畅淋漓地展现了东北桦林小城的两代人、两

个时期的工作与生活场景。不变的是地点，变的是时代、生活方式和人的思

维，从厂城合一的过去，到“换了人间”的如今，从过去的青春与荣誉，到

当下的迷茫与豁达并存，背后则是数十年来经济社会演变的缩影和结果。 

这不仅仅是桦林，而要看到整个东北。这片黑色的土地，曾亲历革命战争、

工业援建、油田勘探、粮食基地建设等重大事件。但改革开放后，东北发展

形势却出现反转，经济放缓、居民南迁、生育不足、改革滞后、创新缺乏多

相叠加，转型之路几经坎坷。若将视角拉长至百年，东北正如经历了“闯关

东”之元春、“共和国长子”之盛夏，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萧秋与雪冬。立

足当下，区域经济放缓、新兴产业不足、生育低迷、债务瓶颈，已成为东北

亟待解决、攸关生存的问题。 

在这“漫长的季节”中，东北怎样能够全面振兴，何时才能让她重回春天？ 

 

风险提示：区域经济表现不及预期；人口超预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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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看待东北的掉队？ 

东北是冰雪之地、边远之地。古代的东北少有人居，虽有辽金两朝在东北设立陪都，

但到了明清，东北仍然是边疆流放之地。19 世纪末的闯关东大潮带来了大量的居民，奠

定了东北经济的基础。而到了近现代，东北经济出现了一次巨大飞跃。现今东北四大城

市中，哈尔滨和长春都是近代修建铁路的产物，大连则因港口而兴，均受益于中外之间

的交往。建国初期是东北的辉煌时期，东北成为了中国工业摇篮，承载国家的战略需要。

而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和人口重心南移，东北经济

的优势逐渐失去。以辽宁为例，辽宁 GDP 总量、人均规模从 90 年代初的全国第 4、第 5

位下降到 2022 年的第 17、第 18 位。应当认识到，东北的掉队，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远离对外贸易前沿 

东北一度处于对外经贸合作前沿，但已时过境迁。建国初期的东北，区位优势强，

革命基础好，更受益于强大的运输网络。东北临近苏联，且解放及社会主义改造较早，

是适宜落地苏联工业援建的区域。同时，相比许多“地无寸铁”的地区，东北铁路早已

成网，又能够与苏联直接开展贸易往来。“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业项目中，

东北地区一举囊括 54 个，比重超三分之一。但是，由于 60 年代中苏关系生变，东北从

“后方”瞬间变为防务前线。出于战略与经济安全考虑，东北无法作为产业布局的优选

区域。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几十万工人大军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向西北和西南地区迁移，

东北地区的巨大付出和历史性贡献应当得到肯定。 

全球化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拉开了与东北地区的差距。改革开放恰逢世界经济全

球化浪潮，东南沿海率先发展起来，这不仅仅是依靠政策力量与创业精神，还要看到东

南沿海拥有良港、侨乡，又与港澳台地理相近、语言文化相通，都是实实在在的优势。

东北除辽中南地区外缺乏良好的港口，与海外主要经济体路途较远，陆路交通优势也被

沿海地区大步追赶，再加上港澳台外商资本难以深入内陆腹地，自然导致东北的外向型

经济增长乏力。90 年代初，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达到山东的两倍、接近上海，2000 年前

后已被山东超越、不足上海的一半，如今则相当于山东的 40%、上海的三分之一。凭借

新产业、新技术、新劳动力和现代金融，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了新的竞争优势，拉大了

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差距。 

客观来说，东北并非不想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改革开放后，囿于东北与海外市场、

境外资本、全球产业链之间仍有较远的距离，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并不是那么简单。

正如《漫》剧的“港商”卢总，真实身份只是个江湖骗子。东北要寻找到靠谱的真“客

商”，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一定的幸运。 

（二）工业转型与市场化转型进展缓慢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或成往事，工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老工业基地”是东北

的代名词，在人们的印象中，东北是工业繁荣、重工业发达的“共和国长子”。然而令人

惊讶的是，2022 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为 31.5%，低于全国 1.7

个百分点，甚至在 2019、2020 年连续两年跌至三成以下。回顾 90 年代中期，东北工业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约 5 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可谓相距悬殊。东

北工业占全国工业比重则从 90 年代中期 12%左右降至不到 5%。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重工业比重高，但经营效益不高。传统上，东北地区布局了较

多的能源、冶金等重工业企业。以工业占到东北接近一半的辽宁为例，三大产业（石油

化工、装备制造、冶金）占辽宁工业总产值超 75%。这些企业多属于国企、行业较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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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经济的下行周期中容易出现“政府救助，则负担过大、财力捉襟见肘”与“政府

不救，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的两难困境。此外，一旦面临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当地就

会缺乏足够的接续产业，很难缓过气来，美国“铁锈地带”出现整体衰落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为了实现稳经济、促民生，政府只能硬着头皮强行“输血”。这又影响到了市场条

件下落后产能的出清，催生了更多体制机制问题。 

过度的行政干预和价格扭曲，会导致经济整体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改

革所预期的供需及时匹配、产能灵活调整、要素高效配置等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以辽宁

为例，2021 年辽宁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 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的 7.1%，其

中辽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 3.5%，低于全国平均的 7%。对于经营效

益不好的企业，要么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竞争力，要么就不得不像《漫》剧中的桦钢一样

最终走向倒闭。否则的话，维持一个低效的企业会耗费大量资金、占用生产要素，还会

带来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无益于新兴产业的培育，这将进一步拖累区域竞争力。 

（三）农业现代化加快，但城镇化面临矛盾 

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中，铁路和公路穿行而过，这是《漫》剧多次出现的画面。坐拥

“黑土地”的东北，向来拥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也逐渐成为了东北的名片。自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北占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9%左右。其中，

黑龙江农林牧渔业占全省 GDP 比重为 23.3%，位列全国第一，吉林的占比也达到 13.3%。

据统计，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1/9、1/8、1/3，粮食总

产量连续 9 年位居全国首位，玉米、粳稻、大豆三大品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农业现代化提升了东北农村居民收入，而城镇居民收入偏低拖累全体居民收入。2021

年，辽吉黑三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92、1.76、1.79 万元，其中辽宁进

入全国前十，吉林、黑龙江大致处于全国中游。相比之下，吉林、黑龙江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连续三年位列全国最后两名，拖累了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城乡收入比看，

较低的城乡收入比是城乡共同富裕的体现，但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却会受到影响。对我国

而言，城镇化对农村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解放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村人均收入；城镇化进

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体也常常表现为三位一体的过程。东北

地区目前城镇化率水平处于全国中游，而较高的农村居民收入、极低的城镇居民收入并

存，有可能降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激励。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5 / 10 

 

图表1：吉林、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低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四）东北人口流失已成紧迫问题 

低出生率、人口南迁两大因素导致了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东北生育率低迷已是众所

周知，2021 年辽吉黑生育率分别为 4.71‰、4.70‰、3.59‰，在全国最末四名中占据其

三。低生育率的直接结果，就是东北老龄化率靠前、0～14 岁人口比重靠后。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率）为 17.4%、

15.6%、15.6%，其中辽宁的老龄化率达到全国第一；辽宁、吉林、黑龙江 0～14 岁人口

比重分别为 11.1%、11.7%、10.3%，在全国仅高于上海，不到河南、贵州等省份的一半。 

东北人口南迁大潮也较为严峻。《漫》剧虽未强调人口的外迁，但也提到王响陪同王

北去北京考艺术。不难想象，王北若从艺术专业顺利毕业，也很难在桦林周边找到合适

的工作，而更有可能成为北漂、沪漂。虽然“王北”们的离开对各个省份而言都十分普

遍，但东北的情况则更严峻。2021 年，吉林、黑龙江常住人口分别比 2000 年下降 11.4%、

17.9%，这一降幅远超第三名甘肃的 1%。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城市人口外流比农村人口变化更令人担忧。统计显示，2021 年

辽吉黑城镇人口规模分别较 2005 年增长了 24.3%、5.5%、1.2%，位列全国最末三名，与

其他省份动辄 50%以上的涨幅相距甚远。这一数据看似是增长，但若考虑十余年来城市

建成区的自然扩张，一些郊区人口被划为城镇人口（俗称“村改居”、原地进城），许多

中心城区的人口已呈下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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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东北三省人均 GDP 排名明显下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东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国内怎样的位置？ 

热播的《漫》剧的确折射出了东北发展的一些困境。在全国来看，东北所处的位置

和发展的阶段仍较为特殊。接下来，我们围绕经济、产业、财政等层面，对东北的发展

现状和现存瓶颈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第一，东北三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相对靠后。2022 年，辽宁、吉林、黑龙

江 GDP 分别为 2.9、1.31、1.59 万亿元，占全国（不含港澳台）的 2.41%、1.09%、1.32%，

占东北地区的 50%、22.56%、27.44%，在 31 省份中依次位列第 17、26、25 位。东北三

省合计 GDP 为 5.79 万亿元，规模不及河南。人均方面，2022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人

均 GDP 分别为 6.88、5.53、5.11 万元，在 31 省份中位列第 18、27、30 位。东北三省也

是人均 GDP 排名下滑较快的省份，其中黑龙江在 2007—2017 年间下降了 14 位、吉林在

2014—2022 年间下降了 10 位，相当于平均每年都下降超过 1 位。从企业营业收入看，

2022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排在全国第 15、24、25 名，

较 2012 年的第 6、16、23 名（注：因统计内容变化，此处采用主营业务收入排名）下降。 

第二，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分化、产业体系不平衡的现象未能得到改变。区域方面，

东北四大城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 GDP 分别达到 7695.8、8430.9、6744.6、5490.1

亿元，合计占东北地区的 48.9%，其中长春占到吉林省的一半以上，而部分城市如鹤岗、

伊春、七台河 GDP 则不足 500 亿元，在全国 300 多个地级行政区划中排名靠后。产业方

面，东北地区重工业比重高，而新兴产业发展缓慢。辽宁的石化、冶金、汽车营业收入

占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的 55%，吉林产业结构高度集中，仅汽车制造业的占比就达到

48%，黑龙江的产业虽然相对辽吉两省较为分散，但油气开采、石化、冶金营业收入占规

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也达到了 31.8%。相比之下，东北三省的成长性产业已成短板，电气、

电子等行业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从业人员比重都较低，整体来看缺乏高增长的引擎。 

第三，东北三省财政形势分化，吉林、黑龙江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补助，辽宁的贡献

与补助基本抵消。2022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2524.3、851、

1290.6 亿元，排在全国第 18、27、25 名，与 GDP 排名基本相当。在此基础上，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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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高、国企历史负担重等因素又导致了东北财政支出责任较重、刚性支出较多，三个

省的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50%。由于收支存在缺口，中央补助为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发挥了

重要作用。2020 年，辽吉黑三省收到的中央补助金额分别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124%、229%、339%。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各省份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中央级税收和

上解）与中央补助相对比，则辽宁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与收到的中央补助基本抵消，其中

2019 年产生了 67 亿元的净贡献；黑龙江则是净补助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 2020 年净补

助金额达到 3015 亿元，位列全国第一。 

第四，东北三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靠后，但负债率处于全国前列。2022 年末，辽宁、

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10980、7168、7291 亿元，排在全国第 14、

24、25 位。但由于东北三省 GDP 规模相对有限，负债率（债务余额与 GDP 的比值）达到

37.9%、54.8%、45.9%，排在全国第 12、第 3、第 7 位。考虑到较高的负债率、捉襟见肘

的财力以及鹤岗“财政重整”的前车之鉴，我们认为，东北地区未来新增地方债务的空

间也较为有限。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发展承担着较大的压力。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 GDP，还是

财政收入，均处于全国相对靠后水平。除现代农业以外，缺乏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地理区

位条件，成长型产业的现状也不够理想。愈演愈烈的老龄化，意味着市场增长潜力有限，

进一步降低了对新兴产业落地的吸引力。除此以外，地方债务压力还对地方政府推动产

业投资的能力形成了制约。 

三、着眼未来，如何实现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漫》剧的末尾，桦林已今是昨非，在桦林的人们心存迷惘，而老年的王响则喊出

了“向前看，别回头”。短短六字，道出了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决心，诉说了不要沉湎于

过往的坚毅。 

回顾历史，曾处于全国工业体系塔尖的“共和国长子”已经远去，而铁人精神、鞍

钢精神、雷锋精神等进步的价值观则保留了下来。2003 年，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东北萌

现出许多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主导产

业衰退等现实问题，东北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二十年来，斗转星移，东北本身在转变，

而国际国内环境也在改变。在新的形势下，东北全面振兴还需要应对经济全球化逆流、

地缘冲突多发，以及国内的双循环建设、房地产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等新的挑战。根据具

体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东北振兴的政策思路，无疑是有必要的。 

未来东北振兴的道路如何走，社会各界一直在探寻。在 2017 年前后，国内曾有过一

场大讨论，其发轫于林毅夫团队的《吉林报告》。《吉林报告》认为，吉林发展的症结在

于比较优势没有在产业结构中得到充分体现，出现了给效率低下企业强行输血的恶性循

环，报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吉林要重视轻工纺织业等轻工业的布局，一来可破解吉

林就业环境不佳和人才外流问题，二来轻工纺织符合吉林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

三来可以扭转重工业比重过高问题，补齐轻工业短板。对此，一些批评者认为吉林不具

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建议把握好重工业基地优势，并发展旅游、食品、

生物和现代服务业，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产业布局要由市场决定，而非政府主导，吉

林缺乏的是体制机制改革，要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基础上让市场在产业布局中真正发挥作

用，还有的批评者则担忧报告中的产业规划可能加剧人才外流问题。这场讨论虽然聚焦

吉林，但对整个东北也有参考意义。此后，其他一些专家也加入了东北振兴的讨论。任

泽平较为关注东北“经济不振、财政紧张、营商环境差”的负向循环。陆铭则认为，人

口流出未必是坏事，东北本身资源丰饶，人口适度减少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观点正在被实践所检验。可以看到，东北制造基础有所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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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以汽车为例，长春的汽车产量徘徊不前，已较广州、上海两个新能源汽车重镇落后

一个身位。可以看到，东北旅游纵然火爆，但扣掉漫长的冬季封山后，短暂的旺季要支

撑起当地经济也确实不易。可以看到，东北人口流向海南的有之，流向云南的有之，没

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赴他乡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可以看到，东北还需着力应对“人口

流失、产业凋敝、体制机制改革缓慢”的严峻问题。 

我们认为，东北全面振兴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产业优先。首先，现代化的本质是

人的现代化，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创造宜业宜居环境、推动社会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也是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目标。东北的发展不在于 GDP 总量，要体现人文关怀，要

在就业、收入、教育等领域体现“民有所盼、政有所为”。其次，“栽下梧桐树，引得凤

凰来”，要将产业布局和营商环境作为吸引人才的保障和依靠。实践证明，思想解放、政

策创新与人口的流动（主要指流入）是相辅相成的，铁人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神等

出自东北，但王进喜、雷锋等英模却是因大庆油田、鞍钢的兴建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深圳作为全国最大移民城市之一，成为进步思维所汇聚的城市，营商环境长期处于全国

前列。进一步来说，产业布局和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硬件和软件，同样遵循“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要通过有效的产业布局，推动人才双向流动，同时

又使东北能够真正品尝到改善营商环境的“果实”，继而形成一套正向循环。从东北现状

出发，我们主要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要正确认知东北经济份额下滑、国企比重较高的现

实，积极推动国企改革，利用市场化力量实现低效产能出清。二是破除思维定势，坚持

实事求是，根据劳动力成本、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等现有优势推进产业开发，同时注重

利用社会资本，控制财政投入。三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功

能，发挥好能源保供等作用。四是要将新的产业增长点作为人才双向流动和营商环境改

善的有益铺垫，逐步解决长期困扰东北发展的问题。五是大力支持生育，扭转东北生育

率全国“吊车尾”的现状。 

“向前看，别回头”，这是时代的呐喊。东北未来的发展在于以人为本、产业先行。

东北要优化产业布局、畅通人才流动，努力重拾区域竞争力和提升营商环境，以东北全

面振兴来实现东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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