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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 

 

振兴经济需营造企业发展环境 

张屹山 赵明昊 吉林大学 

东北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些年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率均处

于全国倒数几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老大难”。为破解东北经济发展难题，中央发

布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振兴东北经济的根本在企业。因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是就业岗位的提供者，

振兴经济实质上就是振兴企业。如何振兴东北地区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这就需要东北

三省的地方政府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因为，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的规模、速度，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区域环境。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东北三省的企业也需要政府为其提供有益于长期发展的政策环境。 

众所周知，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属企业在东北经济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何搞活搞强国有

企业是政府振兴企业、搞活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企业为了盈利，一定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

市场的条件来组织生产，什么产品能赚钱它就生产什么，哪里便于其赚钱就去哪里，也就是

说市场环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企业决定留下还是离去的主要因素，而提供优良的

市场环境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市场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经过多年基建

投资，东北地区的“硬环境”与全国相比已无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提升“软环境”。那么东

北三省的经济“软环境”到底怎样呢？就实际调研来看，情况并不乐观，“筑巢引凤，凤来

拔毛”的现象并不少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东北经济落后既

不是资源问题、资金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根本还是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长期挥之不去，

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让官员弱化了服务意识。“官本位”也促使官员求稳怕乱，少

有改革创新的动力。更为严重的，“官本位”也带来了寻租的便利，进一步造成经济软环境

不断恶化，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东北地区要想摆脱经济困境，首先政府应着手大力简政放权，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作用，政府应主要肩负监督、保障责任。通过简政放权，可以让政府抽出更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去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社会。在实践中，以下几项内容可以作为改革优先考虑的

方向：一是组建科技服务中心。东北三省的产学研结合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依托学界在相关

领域的深厚积累，政府可以牵头组织并引导鼓励大专院校的师生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到生

产第一线去，为农、林、牧、副、渔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进行科技服务。二是组建代办服务中

心。由工商、地税、公安、科技、商务等单位组建专业的服务机构，协助或代理企事业单位

办理诸如报关、纳税、审批、户籍、执照等劳神费时的事情。这不仅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而

且更有利于促进招商引资，在组织层面改善“软环境”，减少企业成本。三是鼓励咨询服务

业的发展，为其他企事业单位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保障。在这方面，经济信息中心、统计

局、商业厅、科技厅、农业厅和有关高校可率先组建信息咨询服务机构，为企业和农户提供

市场行情、科技咨询、政策解读、技术推广、项目推介、管理诊断、案例分析等信息咨询服

务。四是成立公用实验中心。省政府每年都有计划拨出上千万元资金支持各类高科技企业，

但分到某个具体企业就只有一二百万元。对于实力较强的企业，这些资金只能起到鼓励作用，

而对于实力较差的企业只是杯水车薪，更难以避免的还有通过炒作概念套钱的事情发生。因

此，可以向南方发达省市学习，利用这些专项资金购买仪器设备，建立一些普适性较强的公

用实验中心或实验室，搭建创业平台，更广泛地为企业和“创客”服务。 



企业的成本主要有三大块，即用工成本、用资成本和用政成本。工资成本绝对不能减少，

而且还要不断有所增加，因为这既是按贡献分配的体现，同时也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

而资金成本高则是缘于金融系统的问题，个别省市无力单独解决。地方政府最该解决也是完

全能够解决的就是政务成本过高的问题。深圳市经济发展迅速，其政务成本几乎为零甚至是

负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东北三省的政府也应该下大力气降低政务成本，让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更为便利。东北的

民营企业既少又弱，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软环境”不够合理。只要把

“软环境”搞好，释放市场经济活力，大家想做事，资源劣势是可以变成资源优势的。相反，

“软环境”太差会导致无法干事，再多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再好的政策支持也难以发挥作用。

总之，要使东北经济冲破当前困局，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拿出决心和勇气，做简

政放权的先行者、彻底改变“软环境”的实践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