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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着战略优势、资源丰富极其历史背景等因素，在中央大力扶持的基础上辽宁迅速

发展成为全中国的工业基地，沈阳市成为辽宁省工业的排头兵。但是由于集中发展重工业，导致高新技术企

业所占比例过低，民营企业发展滞后，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结构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日益突出。因此摆脱

计划经济时代落后的重国有轻民营的思想观念，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传统产业结构，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传统支柱产业的“再工业化”改造是沈阳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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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市场机制体制不合理、

产品竞争能力不足及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沈阳市面临着产业结构转

型的关键时期，适逢 2015年中央新一轮《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的政策支持，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必将成为我国深化市场改革的主战场。根治性解

决沈阳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产品创新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因此深度剖析沈阳市市场结构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至

关重要。 

1.沈阳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 

1.1私营经济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国家重点投入发展城市，沈阳市形成了政府统一分配资源、统一生

产、统一消费的模式，“铁饭碗”思维导致多数企业缺乏敏锐的市场判断与危机意识，企业创

新与改革热情不足，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同时，建国初期的政策倾斜导致老工业

基地获取了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大都运用到国有企业的建设中
[1]
。而这种倾斜性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造成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企不分。随着改革

开放进程加速，沈阳市对于产业布局进行了调整，私营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逐年上

升（如表 1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逐年下降，但是同比于我国发

达省会广州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仍然偏高（如表 2所示）。私营企

业难以突破资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壁垒，政府对于私营企业创新发展支持不足。而当国有企

业进行结构调整形成大量冗员时，整体经济缺乏吸纳就业与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能力，私营

企业活力不足而导致社会总体劳动率偏低会造成一种经济环境的恶行循环。  

                                                             
  ﹡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联 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5lslktglx-03）、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

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 L15AGL011）中期成果。 



表 1 2010—2014年沈阳市私营企业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 

 

 

 

 

 

表 2 2008—2014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国有企业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比较 

1.2体制机制落后 

    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沈阳市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反的是，依靠“国内投资

拉动”以及倾斜于重工业的趋势反而越加严重，甚至近年来辽宁省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

跌，这种“新东北现象”的症结在于新常态背景下，加之传统优势重工业衰退和新兴产业尚

未形成而导致东北地区经济、产业和国企等的结构性问题在快速变换的市场环境中愈加脆弱
[2][3]

。这说明辽宁省的经济体制以及制度机理依旧存在问题，而沈阳市作为东北的政治中心，

由政府主导安排的经济结构调整极其路径选择并不完全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求、“大政府、小

社会，强势政府、弱势市场”的问题尤为突出。如表 3 所示，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大

都来源于政府主导的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2012 年到 2014 年间，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沈阳市利用外资的比例逐渐低于广州市且差距拉大。根据凯夫斯的

市场结构传导效应理论，外资的进入会将资金拥有者国度的市场结构带入到东道国中，改善

东道国的市场结构，而这种传导机制同时又会引发“鲶鱼效应”，促进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

市场的竞争指数
[4]
。沈阳市过分依赖国内资金而缺乏良好的外资引进机制导致市场结构不合

理，市场指数同发达省会广州市相比偏低，且走势放缓（如图 1所示）
[5]
。 

图 1 2010—2014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市场化指数对比

 

 

                                                             
注：本文所有指标数据均根据《沈阳年鉴》（2009-2015）、《广州年鉴》（2009-2015）整理所得。 

项目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私营企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比例（%） 
沈阳 44.81 45.17 49.48 49.18 49.25 

项目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国有企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例

（%） 

沈阳 6.40 5.75 5.47 4.34 4.16 1.49 1.51 

广州 3.72 3.82 3.63 3.74 11.15 1.69 0.55 



表 3 2010—2014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比例 

年

份 

沈阳市 广州市 

国家 

预算 

内的 

资金 

国内 

贷款 

利

用 

外

资 

自筹 

资金 

其他 

资金 

国家 

预算 

内的 

资金 

国内 

贷款 

债

券 

利

用 

外

资 

自筹 

资金 

其他 

资金 

2010 2.30 12.85 2.91 71.13 10.81 0.24 22.13 0.17 2.30 52.16 23.00 

2011 2.84 13.37 2.72 66.10 14.97 0.18 15.58 0 2.47 54.62 27.15 

2012 4.66 14.10 1.34 68.28 11.62 3.72 18.51 0 1.37 51.66 24.74 

2013 5.23 10.25 2.48 69.32 12.72 3.77 16.47 0 4.24 49.16 26.36 

2014 3.94 10.07 0.70 76.96 8.33 4.25 14.99 1.77 1.78 51.99 25.22 

1.3新型产业比例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沈阳市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以及产品结构

未能相应做出适应性调整。第二产业比例仍然过高，第一产业尤其是依托于现代新型科技与

信息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优势产品大多集中于机床、装备器械等传统装备制造业，这

些产品具有严重的能源依赖性，过分集中生产导致产能过剩以及资源枯竭。受到重工业产业

结构惯性发展的影响，以服务导向新兴产业比如 IT业、咨询业、物流业等发展缓慢。沈阳市

尚未形成完善的新兴产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高技术企业发展滞后而

导致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可以从高新技术产品情况窥见（如表 4所示）。表中所示各

项中沈阳市均远低于广州市，而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这一项沈阳市仅为广州市的 1/2，可

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创新能力不强，依靠高新技术产品获取收益偏低。当

原支柱性产业不适应宏观经济发展需求时，依靠创新驱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源动力不足。 

表 4 2010—2014年沈阳市与广州市高新技术产品情况(单位：万元) 

年

份 

沈阳市 广州市 

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 

收入 

实现 

利税 
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 

收入 

实现 

利税 

2010 38900448 10302857 38285948 3302662 54742677 15943693 55139234 8872172 

2011 46176888 12194576 45300211 3849059 64622379 18312952 60343843 8365602 

2012 50265926 13898340 48731691 4368818 64580281 18064973 62966070 8634183 

2013 56246665 16154075 53476188 4643602 75937364 19858179 73204852 10299181 

2014 57574153 17170618 55240811 5167484 79948409 23071519 76196837 9196367 

 



2.沈阳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1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新常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实现政企、政事、

政资、政社有效分离是经济新常态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着力完善审批制度改革

有利于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封锁“寻租”空间，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坚持问题导

向，对那些确实束缚了经济发展但附加价值高的权利进行下发，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打破行政垄断，打破 “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推动垄断行业向社会

资本开放，投资结构与方向的转移要依靠价格的传导机制以及市场的竞争机制完成，建立有

效的、公平的竞争机制，激发市场内部活力。列举“负面清单”，行政机关不能法外授权，要

注重公平正义，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市场的门槛，充分激活民企活力，发挥民营企业船小好调

头的优势，融入老工业基地整体格局，为沈阳市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 

2.2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坚定不移地落实自主创新精神，建立一套符合沈阳市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机制

体制，完善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与激励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

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在优化传统重工业产品结构

的基础上，依托于国家建立技术创新产业基地的政策优势，发挥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过互

联网信息等高技术形成新兴创新形式，改造传统产业；第二，大力发展低能耗、高清洁度、

高技术含量的电子、IT、轻工等产业。促进服务性产业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联动发

展，赋予服务新内涵，实现两者融合，将产业链上下游向高附加值、高盈利行业拓展，增加

产业链价值，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6]
。从供给侧着力，淘汰落后产能，

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

合理有序、适时适地的引导企业化解落后产能、淘汰过剩产能。第三，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第三方中介机构按照既定

体制下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展开工作，落实责任、规范行为，改善传统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

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明确沈阳市民营企业发展重点方向，充分发挥区域与资源比较优势，

形成高效运行、协同创新的民营企业产业网络。建立一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共生关系，

扩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加速民营企业的发

展动力。 

2.3 企业应注重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细胞，经济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依靠技术创新。第一，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尊重人才，尊重知

识，培养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注重人才引进与培训，建立人才梯队，奠定夯实的技术创新

基础；任人唯贤，合理使用，给予充分的技术创新空间；重视骨干人才，建立完善的绩效考

核制度，可以采用依托于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进行项目承包，使用高薪聘用结合股权期

权等激励机制，重视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分配，使创新人才的收入与对企业的贡献真

正挂钩。第二，注重绿色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同时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以及把技

术创新自觉融入到企业价值链中，使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这种理念追求与自然环境协同发

展，注重社会效益与资源效率，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企业生产模式。第三，



转变经营理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企业应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文化，并把这种文化当成是基

础性工程，把可规范的显在价值观渗透到员工的信念、思想和价值观中去。员工要以积极心

态参与到依托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中，建立一种生态化组织

结构，内部协同发展，促进企业内部实现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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