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18 . 1 . 5 议事厅

拜托，别加入唱衰东北的“合唱”了

近期，一段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
长毛振华“雪地陈情”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
传。毛振华对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有
关工作提出质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北经济怎么了，再次成
为社会焦点话题。人们比较容易指出的原因是：
改革不够深入；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地方官本
位意识较强；有了事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政
府；凡事讲究托人情；营商环境差；外向型经济

不发达；投资不出山海关等。

不容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客观存在。然而，
此前数年，这些弊端也客观存在，但当时东北经
济增速仍位于全国第一梯队。寻根究底，东北经
济结构的特点，才是今时今日东北经济困局的
症结所在。破解东北之困，也应当培育企业家精
神，对症下药，综合整治。

东北地区曾为新中国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板块。如今，东北经济

下行压力大，不能只顾着批评指责，自丧志
气，还是应该看到东北产业结构的优势所在，
看到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直面优化营商环境问
题时刮骨疗伤的勇气与实实在在的努力。

我们究竟该如何理性看待东北经济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 59 期议事厅，新华每
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和专家撰文，为东北
振兴共同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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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段黑龙江亚
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
毛振华“雪地陈情”的视
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毛振华对亚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有关工
作提出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和热议。

事件高热度背后，既
显示出人们对东北振兴的
无限期待，又体现出人们
对东北地区加快优化营商
环境的迫切愿望。虽然营
商环境问题不仅在东北存
在，在全国各地也一定程
度存在，但现阶段东北地
区与发达地区在这一方面
的确存在较大差距。从这
个意义上讲，实现东北振
兴，加速优化营商环境是
一个必须越过的槛。

当前，东北地区经济
依旧处于负重前行、爬坡
过坎的重要阶段，加快推
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东
北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加快东北振兴的一系
列意见措施，在加快解放
思想和改变经济结构单
一问题的同时，也通过简
政放权 、软环境建设 、组
建民营企业家商会等措
施在优化营商环境问题
上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地方民营企业比例和域
外投资数量得到了一定提升。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东北地区的营商环
境还存在诸多问题，“JQK”现象(招商引资时
先用“空头支票”把企业“勾住”“圈起来”再“揩
油”)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政府不作为
乱作为慢作为的问题还较为突出，民营企业
家的权益保障还有诸多短板，毛振华反映的
问题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如何正确看待这些
问题，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加快破解这些问
题，既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又是外界需要帮助东北的重要方面。

东北地区曾为新中国建设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板块，其振兴发展，
不仅是东北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事情，也是全
国人民都需要想办法出主意的事情。从黑龙江
及时介入调查毛振华提出的问题来看，东北欢
迎毛振华这样敢于直言的投资客商，东北也不
惧怕尖锐的意见建议，但只直击痛点还远远不
够，需要找出医治痛点的良方。

当前，关键问题是要把目的放在解决东
北地区营商环境等问题上，政府要进一步把
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和举措落实到真正服务
企业上，多为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感到在东
北投资兴业是幸福的，助力东北加快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高地。如果相关问题一件件得
到解决，推动地方体制机制完善，东北的营商
环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优化。从这个角度来
看，“雪地陈情”也好，仗义执言也罢，都是在
为东北振兴建言献策。

每当东北出现一些营商环境的问题，“投
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经常被提及。然而，不
能只是吐吐槽，说一句东北没有希望了就算
了。长远来看，要想实现东北振兴，更需要多
一些“创客”，少一些“看客”。

所谓“创客”，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创业者，

更指的是干事创业的各类人群。东北振兴作为
国家战略，需要大批区域外投资者前来投资兴
业，也需要大批区域外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干
部和人才来帮助东北实现从思想观念到体制
机制的革新，推动东北营商环境的改变，推动
东北经济结构转变，进而加速推动东北振兴。

一方面，东北振兴，需要更多区域外“创
客”前来投资兴业。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单一，
民营经济发展还有很多不足，无论是经济规
模还是发展质量都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这也
是发展潜力所在，这为区域外“创客”干事创
业提供了较大的事业施展空间。

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干部思想观念和东
北地区体制机制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更多
的区域外干部带来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一系
列制度革新，发挥好鲶鱼效应，加快改变东北
干部的“等靠要”思想，实现政府管理和服务
的脱胎换骨。中央已经明确让东北三省对接
先进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干部交流，这样的交
流可以步伐再大一些，视野可以再广一些，交
流的范围可以再大胆一些。

推动东北振兴千头万绪，不可能一蹴而
就，必须持续不懈、久久为功。发展民营经济
也好，调整经济结构也好，改善营商环境也
好，各方在看待东北振兴问题上，都需要多几
分建设性，少一些不负责任的指责，多些“创
客”少些“看客”。唯有如此，东北振兴才不是
梦，也才能加速实现。

多多
些些
﹃﹃
创创
客客
﹄﹄

少少
些些
﹃﹃
看看
客客
﹄﹄

优化东北营商环境关键在“人”

盘和林

这几年，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严峻挑
战很多，围绕东北振兴的话题，国内专家学者的分
析汗牛充栋，开出的药方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包
括东北地区的官方在内，大家基本有一个共识，就
是东北地区整体营商环境欠佳。正因如此，毛振华
的“雪地陈情”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却迅速
引起社会共鸣。优化营商环境的老话题，也再次成
为振兴东北的新热点。

应该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已经是全国
上下的共识，优化营商环境的道理都懂，包括黑龙
江省在内的东北地区各级政府也都在下大力气推
动辖区内的营商环境改善。但为何还有类似“亚布
力事件”发生呢？笔者认为，营商环境在很多时候
只是一个软指标，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优化
“人”，尤其是要以负面清单等强有力的措施把软
指标细化成责任到“人”的硬约束。

优化营商环境是我国各级政府的共识。去年，
曾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李克强总理接连三次提到一
个词组：“优化营商环境”。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召
开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总理
加重语气对与会人员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为什么总理一再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呢？这是因为我国营商环境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我
国营商环境排名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营商环境已成为当前
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总理将营商
环境直接联系起来，用心良苦。

研究发现，好的营商环境实实在在能提升
生产力。世界银行 2012 年发布的“在更透明的
世界里营商”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治理环境使
开办企业需要的时间减少 10 天，就会使投资率
增长 0 . 3 个百分点，GD P 的增长率增加
0 . 36%。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经济发达的省
份，往往都是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如浙江、广东
等。相反，差的营商环境必然影响到社会生产
力。这也是“雪地陈情”引发广泛舆论关注的一
个重要背景。

其实，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这
一问题上并非认识不足，而是基本做到了直面问
题，出台了不少政策，并不乏刮骨疗伤的勇气与
实实在在的举措。翻开 2017 年东北三省政府工
作报告，优化“发展环境”成为高频词汇。2017 年
以来，东北三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是下了一番苦
功夫的。

检索媒体相关报道，黑龙江省成立了全国
首家省政府企业投诉办理机构，已处理解决了
一大批涉及政府部门违约失信、不当干预、“三
指定”等违规违法问题；2016 年底辽宁省通过

《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将 2017 年定为
营商环境建设年；为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办事难”等问题，吉林省 2017 年出台《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措施》，制订 25 条
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但类似亚布力事件并非完全孤立的个案，
也不单单是存在于东北地区，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营商环境属于投

资软环境范畴，是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更多时候
只是一个软性指标，说起来都是至关重要、高度
重视，但一到实际工作时却很容易被化为无形，
具体到政府官员来说，营商环境不如实实在在
的 GDP 等政绩那样看得见、摸得着，更容易被
忽略被轻视。

同时，营商环境牵涉到的环节、部门和人员
又很多、很复杂，甚至连投资地的民风民俗、普
通农民都是营商环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
话来说，破坏营商环境的“风险点”很多，而约束
力却不强。而一旦某一个环节、某一个人出了问
题，都是企业家实实在在的“痛点”，一个个小
“痛点”就会聚集成“雪地陈情”。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就
是要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倡导的“营商环境就是生
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落地，以恪守契约精神、法
治精神为核心出发点，制定出围绕企业投资、营
运过程中的产权、经营权等全过程的具体的、细
化可操作的保护举措，尤其是要列出负面清单、
出台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制度。紧紧抓住问题
背后的“人”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少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软指标变成一系列的
硬约束并非一日之功，工作量很大、很细，“亚布
力事件”的舆情很快就会过去，但改善营商环境
却需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黑龙江省第一时间
派出调查组到亚布力展开调查，希望调查结果
能还原事件真相；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以此为契
机，构建一套有效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
(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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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东北脱困要少挖苦多帮忙

张国宝

从统计数据看，2003 年至 2012 年是东北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经济得到快速
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在
全国四大板块中的比重保持在一个重要位置，个
别年份东北经济的增速曾一度位于四大板块之
首。

东北经济下行拐点始于 2011 年，最为困难的
是 2016年，辽宁负增长，吉林、黑龙江两省增速分别
居全国第 25 位和 29 位。所以外界出现了“东北
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呼声，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东北经济到底怎么了？人们很容易指出的原
因是：改革不够深入；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地方
的观念，官本位意识较强；有了事不是去找市场，
而是去找政府；凡事都需托人情；营商环境差；外
向型经济不发达；投资不出山海关等。这些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记得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的初期，中组部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联合在哈
尔滨召开过一次厅局长以上干部会，宣讲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我在会上讲到，振兴东北
要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从移风易俗开
始，能不能今天中午吃饭不要转桌子敬酒？结果
中饭开始，大家都很不自在，一个女同志首先
“打破僵局”，说我是女的可以例外，给张主任敬
杯酒，结果一会儿会场大乱，又开始了转桌子敬
酒，可见移风易俗之难。

外国人吃饭 AA 制，东北人吃饭抢着付钱，结
果老板只好随便抓一个付钱，还是个没带钱的。东
北人豪爽，讲义气，地大物博，不在意这仨瓜两枣
的。这点交朋友不错，但用在经商上就不够精明
了。这样的例子很多，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以上
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
改革，转变思想观念来改变。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在 2004 年至
2012 年也是存在的，为什么那时的经济增速会比
现在高？就事论事讲，东北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还是
东北经济结构的新特点造成的。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和自然禀赋，东北经济
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大。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 8 年中，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正逢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
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东北经济结构是利好。

例如第一重机厂那段时间，钢铁设备、核电设
备订单充裕，如鱼得水。大庆油田也是一样，那时
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一百多美元，大庆日子好过，对
黑龙江税收贡献也大。东北的钢铁厂、煤矿也是同
理。

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
从过去的 9% ～ 10% 下降到 6% ～ 7%，东北的重
化工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而经济结构的转换
又非一朝一夕之功。

加上煤炭价格下跌得厉害，电力市场疲软，
在黑龙江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能源板块高速下
滑，即便其他产业的产值增加了 2000 多亿元，
也就刚刚能弥补能源下滑的部分，经济增速当
然就没有了。

农业对黑龙江经济也举足轻重。水稻产量
520 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
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 520 亿元。

还有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核电发展
明显减速，承担核电设备制造的一重、哈电，
原来是优势，现在成了受影响最大的企业
之一了。

还有 2010 年从保护东北黑土地生态环境
出发，我们制定了大小兴安岭停止砍伐、经济转
型的决定，“木头财政”没了，靠吃政府财政转移
支付。仅伊春一市，财政收入降到 14 亿元，而财
政支出要 127 亿元。对全国、对东北、对黑龙江
全局，长远看，战略上是好事，但对于经济增速
肯定是个负面数据。

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对黑龙江经济增速产
生重大影响。别的地方影响有没有？也有，但
对黑龙江经济结构而言，影响更大。伊春的经
济转型，大庆的经济转型，黑龙江乃至东北的
经济转型，要给东北、给黑龙江时间，多帮助
他们转型。只说些批评的话，丧气讽刺的话，

甚至是风凉话，只会自丧志气，也不完全符合
实际。我历来不主张以 GDP 增速排座次、论
英雄。

但是这样我们就能说东北经济对中国经济
发展没有贡献了吗？显然不能。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基
础、自然禀赋不同，如果都以 GDP 增速排座
次，互相攀比，那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就难以贯
彻。以对外开放程度而言，广东毗邻港澳，上海
面向太平洋，联结长江经济带，东北毗邻朝鲜，
但东北的对外开放就一定要和东南沿海相比
吗？我看没有可比性。东北更多承担着保卫国家
安全的责任。

所以，对东北 GDP 增速下滑，也要做主客
观的实事求是分析，不要丧失信心。我看黑龙江
对国家的贡献其实很大，一、二、三产业结构也
有比其他省市优越的地方。

例如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 17 . 5%，是
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省之一。但农产品
价格不高，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路过富锦
市参观了一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公司，公司仓
储了 422 万吨粮食，主要是大米、玉米，号称可
供全国 13 亿人口吃 10 天。像这样的粮食公司
黑龙江还有七八个，这就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
贡献。

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
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厂是苏联援建的
156 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

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
都垮了，为什么？

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
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
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
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
吗？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
氛围，靠自然禀赋来选择的，平心而论，这方面
东北和南方比的确有差距。

东北的粮食加工业产业也值得我们反
省。台湾的一个旺旺食品，一点点粮食膨化后
能卖那么多钱，可见我们脑筋动得还不够；东
北有那么多葵花籽，可是却鲜有瓜子的品牌，
连傻子瓜子都不是东北的；在吉林，我们曾经
扶持过皓月牛肉、大成玉米深加工，但普遍经
营得不好。

所以东北不是没有轻纺工业，是如何让轻
纺工业能在东北黑土地上成长。我们要营造好
的营商环境，否则都是空谈。我的确看到有外
资、港资来东北办粮食深加工企业，结果的确有
流着泪走的。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东北也有许多高科技的优势产业，起步时
全国领先，但总做不强，做不大。例如沈阳的新
松机器人，许多年前就是依托中科院应用数学
研究所发展起来的，在全国绝对领先，但这么多
年了，发展总有些不如人意。

金融业的问题也不小。在第一轮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时，东北金融是失血型的。因为银
行是嫌贫爱富的，东北的坏账多，信用不好，所
以银行存款在东北是净流出的。越需要钱的地
方越没钱，导致越富的越容易搞到钱，穷的越
来越没钱。

前段时间的 40 人金融论坛期间，人民银
行副行长殷勇做了个短短的调研，就发现黑龙
江省贷款余额是 1 . 9 万亿元，40% 多是涉农
贷款，说明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但对比贷款
利率呢？黑龙江贷款平均利率是 6 . 2%，比全
国的平均利率高 0 . 49 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利
率 7 . 36%，比全国涉农贷款平均利率 2 . 75%
高出很多。我听后大吃一惊。我们的金融如何
来降低融资成本，帮黑龙江，帮东北来降低经
营成本。东北经济有问题，金融业也有很大责
任。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在东北经济的改革中，
央企应承担重要责任。东北经济振兴更要期待
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组织上的分分合合，人
员上的调来调去。（本文为 2017 年 9 月张国宝
在“2017 东北科技金融与产业振兴高峰论坛”

上的演讲）

张国宝，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
局局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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