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之陈奇超

    一、江宁老工业基地落后的根本

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批

新的工业基地迅速崛起，辽宁老工业

基地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辽宁老工业基地落后的原因归根到底

是不合适的激励约束体制和机制。什

么样的激励约束体制和机制就会导致

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

    我们假设现实中的企业家都是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当面临很多种选择

的时候，每个企业家都会选择成本最

小，利益最大的那一种。辽宁老工业

基地最先迈人却最后走出计划经济时

代，在长期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体制

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生产经营者面

前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发展工业，要么

不发展工业。

    1、如果发展工业，企业家收益小，

成本大

    辽宁老工业基地长期受计划经济

影响，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社

会资源的配置，都还带有较强的计划

经济色彩。近些年，不论是投资，还是

年度工业产值，政府指令干预国有企

业经营活动的现象在辽宁老工业地区

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辽

宁老工业基地要按照中央的指令将加

工后的原材料和装备产品以低价卖给

东部沿海地区支持其发展，自己承担

生产成本，为了保证利润，生产经营者

只能尽可能地减少投人，因此自身不

能形成积累。

    辽宁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数量

多，国有经济比重高且涉及领域过广。

2001年底，辽宁国有经济比重为

78.2%,2002年初步统计，辽宁老工业

基地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62.7%，远高

于全国52.8%的平均水平。由于国有

企业比重大，国家对辽宁老工业基地

的国有资产和股权的控制严格，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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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优良资产，因此引进的这条路也

被堵死了。

    结果是工业企业的设备老化，技

术陈旧，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改造。

如“六五”以来，沈阳全市只有 1/10

的大中型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

目前全市主要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属国

际先进水平的仅13.4%，属国内先进

水平的仅19.2%，两者之和不足1/30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70%还

在运转。很难想象，用如此落后的技

术装备能生产出现代市场需要的产

品。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级产品多，

深加工产品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的产品比重偏低，质量难以保证;“大

而全”、“小而全”普遍存在，企业规模

达不到合理的经济批量，企业之间的

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上下游一体化程

度差。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冗员过多、

机制不活、效益低下‘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缓慢，特别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民营企业过少，外资企业不多，致使辽

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无力。

    更重要的是长期在计划经济和国

有经济体制下，人们形成了根深蒂固

的计划经济意识，市场经济观念淡薄，

没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没有了进取

心也就没有了追求效益(或效率)的原
动力，效益自然会下降。

    2、如果不发展工业，企业家成本

小，但收益不一定小
    不发展工业，在辽宁老工业基地

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面前还有一条生

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是在

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发展，而辽宁

老工业基地却还是按着计划经济的游

戏规则经营。国家给了东部沿海地区

很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背后的实质

就是利益的支持和利益的转移，国家

通过牺牲辽宁老工业基地一些利益，

给沿海地区一些支持。比如平价物资，

平价外汇，都需要老工业基地的支持，

调一吨钢材700元钱，一吨石油50元

钱，连木材都是这些老工业基地支持

的。辽宁老工业基地生产者和经营者

可以将部分产品按中央指令以低价提

供给沿海地区，部分产品以低价的形

式提供给所谓的沿海地区的国企，而

通过他们再以高价转卖给民企或三资

企业，中间的差价由生产者和经营者

私分。这样，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各种生

产经营活动的成本费用由国家负担，

而利益由各方面的经营者分享。成本

费用由国家负担，本质上就是由普通

职工负担，结果自然是个人可支配收

人下降，甚至下岗。

    总之，发展的收益小，成本大，不

发展的成本肯定小，但是收益不一定

小。于是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生产经营

者当然会选择不发展工业。

    实际上，现实社会多元化的，并不

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也有一些具有优务品质的企业家
坚持天下为公的信念，并没有钻体制

的空子，而是多付出少索取。但在现代

社会，这种现象并不是主流，它不具有

代表性，现塞社会中的主流是企业家
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上述逻辑分析

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也是主要的社会问题。

    二、江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根本
性树约条件

    2004年4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

全面启动了振兴战略，并且在项目投

资，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

障试点，沉陷区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是，国

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的限制性条件。

    1、国家并没有弱化干预机制

    国家的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国有

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方面，因而将有
可能进丫步强化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国



有经济比重。很明显，如果这些项目不

能像国家希望的那样使国有企业迅速

走出困境，三年后有可能需要再来一

次调整改造，国家将需要重新注入大

量的资金。

    由于辽宁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涉

及的领域过于广泛，，而国有企业往往

采取内部化的方式，把产业链各个环

节甚至相关活动都集中在一个企业内

部完成，由此扼杀了民间资本的投资

机会，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

效应。并且国家提供各种资助，发展方

向还是由国家操办，这样老工业基地

领导者不能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定发

展方向。

    2、国家并没有强化监督机制

    并非所有城市都是老工业基地，

也并非所有地区都属于需要国家援助

的“问题地区”，因此，目前国家采取的

带“普惠制”性质的援助政策，有些过

于宽泛，难以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不

同的老工业具有不同的类型，这些工

业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然而，国家

现有的援助政策还没有较好地考虑到

这种地域差异性。

    三、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效

方式

    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路径

和手段有很多，但是所有的路径和手

段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

发展的愿望;有了发展的愿望，生产经

营者才会去遵循那些科学的路径和使

用那些科学手段，否则那些科学路径

和手段没有任何意义。

    根据对辽宁老工业基地落后根本

原因的分析，要使辽宁老工业基地生

产经营者有振兴的愿望和动力，最根

本的办法就是改变原有的激励约束体

制和机制，建立适应辽宁老工业发展

的激励约束体制和机制。但是从国家

的扶持政策来看，短期内这一要求还

实现不了。那么哪种方式最能激发辽

宁老工业基地生产经营者发展的愿望

和动力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伯特逊曾

经提出了“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一说。五十年代纳克斯等人对这一学

说加以发挥，并做出了系统的阐述，产

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

对外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

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对外贸易可以

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

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

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

规模性，因此，对外贸易可以称为“经

济增长的动力”。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

的发动机这一命题已经为各国的实践

所验证，这一学说的观点来源于对外

贸易能够带动或激发经济的增长，对

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

    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再一次验

证了发展对外贸易会从根本上激发

国民对经济发展的愿望。我国商务部

部长薄熙来曾对人世五年进行了精

辟的总结:"WTO给中国带来了什

么?概括起来实际上我认为是有这么

四个层次的概念:表层的所有人都看

到，中国的贸易是突飞猛进，再深一

层次贸易拉动了产业的进步。再更深

一层次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发展是基

于我们有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

大的变革。而所有这些带来了中国国

民素质的提升。”-

    辽宁对外贸易同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据海关统计，

2005年辽宁省全年进出口总额
410.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2%,

比同期地方生产总值增长率12.3%高

6.'9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上升到

41.3%。但是，全省人均GDP、工业

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竞争力水

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进出口贸易、利用

外资等主要经济外向型指标占全国的

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对外贸易作为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未得到充分

显现。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现状用通俗

的语言讲是“小的吃不饱，大的吃不

了”，意思是说现有的生产水平的生

产能力过剩，但是市场所需的更高的

生产水平又生产不了。有效的办法就

是辽宁老工业基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做它们现在能做到的事，以对外贸易

为契机和带动力，积极地、大范围地

投人到对外贸易中来，即将过剩的生

产能力出口，然后进口市场所需的高

水平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只有加

大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才能给自己准确地定位，找到自己的

价值，这样也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其

结果会促进生产技术改造和产业结

构升级，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根据市场需求

形成的规模生产具有内部的稳定性，

比国家规划形成的规模生产更具有

持久的竟争力。

    对外贸宴有效性的逻辑在于它为
老工业基地的生产经营者提供了一条

获得更大利益的路径，企业家大都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们没有理由不

选择这条道路，而他们在为自己争取

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产业升级，

技术进步，规模生产，市场繁荣，就业

增加，即实现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

标。对外贸易是现有条件下最有效的

激励机制，因为它能激发老工业基地

生产经营者的进取心。

    国家和辽宁省政府要加大对外开

放的力度，鼓励对外贸易，要允许生产

经营者分享对外贸易获得的利益，不

能过分地剥夺微观单位通过对外贸易

获得的利益，因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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