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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
——赴辽宁、吉林两省开展经济形势调研的报告

要点

 东北经济的失速有其外部动因，也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从

内部看，东北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较早，“两化”所能带来

的增长红利不断衰减。由于东北产业结构决定了其顺周期的

特征，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在 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中

国经济强势反弹，带动东北经济逆市上扬，暂时掩盖了其增

长红利衰减的现实。随着全国经济在 2012 年逐渐步入新常

态，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东北经济的外部需求

骤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补上增长缺口，从而产生了全

社会普遍关注的东北经济“坍塌”现象。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地将是一批全国性的

一线城市和区域性的特大城市。全国性的增长高地主要指为

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可以凭借历史形成的

优势，长期享受外来优质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地方性

的增长高地则指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周边省

份农村劳动力充裕，且已具有相对成熟的区域性大城市，如

重庆、成都等西部重镇，能够享受本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

沿海务工人员的回流双重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地方性的增长

高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洼地将是和东北一样，产业结构单一偏

重，易受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且自身工业化、城镇化

潜力不大。近年来，随着东北资源不断减少，能源经济带的

开始西移，西部的能源地位逐渐抬升，煤炭、石油等资源同

样丰富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始崛起，它们已

经或将面临东北现在的考验。

 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可以肯定的是，今

后一定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区域分化仍将继续。一

部分地区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比

较顺利，将进入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

镇化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充沛，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人口红利短缺，

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将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登高俯视，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理版图上，将观察到不同于过去十年的

起伏变化。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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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
——赴辽宁、吉林两省开展经济形势调研的报告

2014年开始，东北经济告急，辽宁、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8%、

5.6%、6.5%，分别位居全国倒数第三、第二和第四。2015年三地经济增长目标

均设定在6%左右，为全国最低的地区。但从今年1季度的数字看，实现上述目标

难度仍然很大。2015年1季度,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8%和5.8%，辽

宁的GDP增长率仅为1.9%。2015年4月,李克强赴东北督战经济。曾任辽宁省委书

记的总理自称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他说:“你们的数据的

确让我感到‘揪心’”。2009-2012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东北经济

逆势上扬,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为什么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形势飞转

直下。东北到底怎么了?本报告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力图探明东北经济下滑的

主要原因,以及“东北现象”对中国经济地理版图变迁带来的启示。

一、经济增长的内外部驱动因素

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由内部

和外部两方面因素所驱动。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需求出现大幅增长,而该地区由

于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突出进而形成产业优势，从而成为外部需求主要的供给

者。外部需求增长得越快,该地区经济增长得也越快。内部因素主要指的是经济

内部结构出现快速变动,比如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

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大规模腾挪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以结构转换效应推

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以上视角观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因为

要素价格的低廉形成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承接了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向

亚洲的转移。尤其是2000年以后将近10年全球经济的景气周期带动外部需求激

增，加入WTO则使得中国制造可以对接增长的外部需求,从而成为中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引擎。从内部因素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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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快于

农业和服务业,所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带动

经济增速的提高。而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分工细化、效率提高、收入增

长继而继续吸引人口集聚的良性循环更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类发展历史已经

一再证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互伴随，互相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

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

二、东北经济增长外部环境的变化

东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化工业，

支柱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行业。

在产业链上的位置靠前，“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产业类别偏重，人

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包括：大庆油田、龙煤矿业、鞍山钢铁、本溪钢铁、华

晨宝马、一汽集团、大连石化、吉林石化、沈阳机床等。这样的产业结构高度

配合了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需要大量设备；房地

产市场的大发展增加了对钢材的需求；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能源供不应求。东

北经济由于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内需求影响非常突出，于是东北

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

台，延续了原有的投资方向,一些本该淘汰、限制和转型的落后产能的投资规模

不降反升，东三省则继续上马造船、钢铁、石化、汽车、水泥、装备等传统产

业。2008年-2012年,东北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

点（见表1）。

表 1 2009 年以来东北三省 GDP 增长率

GDP 增速（%）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2009-03 6.00 9.10 9.60

2009-06 8.90 11.70 11.50

2009-09 9.80 12.10 12.70

2009-12 11.40 13.60 13.10

2010-03 12.80 18.90 15.30

http://q.stock.sohu.com/cn/000410/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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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 12.90 16.80 14.60

2010-09 13.40 14.70 14.40

2010-12 12.70 13.80 14.20

2011-03 12.00 12.70 12.80

2011-06 12.10 14.10 13.00

2011-09 12.40 14.40 12.50

2011-12 12.30 13.80 12.20

2012-03 9.10 12.40 10.20

2012-06 9.20 12.10 9.20

2012-09 9.60 12.10 9.30

2012-12 10.00 12.00 9.50

2013-03 9.00 10.20 9.00

2013-06 8.70 9.00 9.00

2013-09 8.40 8.80 8.70

2013-12 8.00 8.30 8.70

2014-03 4.10 7.00 7.40

2014-06 4.80 6.80 7.20

2014-09 5.20 6.50 6.20

2014-12 5.60 6.50 5.80

2015-03 4.80 5.80 1.90

自 2012 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回落，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截

至 2015 年 1 季度末，GDP 已连续十三个季度在 7%-7.9%之间窄幅波动，明显低

于 1978 年至 2011 年 9.9%的年均增速。伴随着经济下行的是治理产能过剩的持

续推进和全国性的投资大减速，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9 年 30%以上降到 2015 年上

半年的 11.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只有 4.6%。全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

固定资产投资的锐减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冶金、钢铁等支柱产业产生巨大冲

击，工业生产陷入困境。2014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 4.8%，6.6%和 2.9%，低于全国 8.3%的平均水平。2015 年 1 季度，

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黑龙江仅为 0.2%，辽宁则呈现 5.9%

的负增长，而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是 6.3%。

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对东北经济也产生冲击。2015 年 6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8%，连续 38 个月呈现负增长；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国内宏观经济研究 2015.7.15 第 71期

5

下降 5.6%。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呈现负增长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不断

下降，减少盈利的空间；而购进价格指数下跌幅度更大，意味着产业链越靠前，

对利润的增长越不利。东北正是处在产业链的上游，购进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对产业链中下游有利,因为其成本降低了,但让东北采掘业、初级产品制造业的

利润大幅下降。2015 年 1 季度,东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全部为负增长，吉林省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 13.3%,同期辽宁和黑龙江利润则分别同比下降

29%和 70.7%，低于全国-2.7%的平均水平。利润是投资增长的原动力，利润的负

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投资的热情。1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5%、4.37%和 5.31%，全面落后于全国 13.5%的平均水平，

其中辽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于全国最末尾。

受外部因素的拖累,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的,东北不是个案。河北是全国

的钢铁业生产基地,受到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的影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

重,在需求萎缩和国家加大对产能过剩清理力度的双重影响下，河北的 GDP 增长

率由 2010 年的 12%下降到 2014 年的 6.5%，与吉林并列全国倒数第四。山西是

著名的煤省，全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减少了对能源消耗的需求,煤价一路下跌。随

着煤价的不断下跌，山西的 GDP 增长率也每况愈下，从 2010 年的 13.9%下降到

2014 年的 4.9%，在 31 个省市中垫底。2015 年 1 季度进一步下滑到令人触目惊

心的 2.5%。

三、东北经济增长内在动因的变化

作为中国工业原料和重型装备的基地，东北以独有的优势支撑和引领着中

国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东北都是中国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国社科院《中

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显示，1995 年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在全国七大区域（东

三省、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大西南）中排名第二位。

但从动态变化看,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期间,东北三省的工

业化相对优势不断丧失,甚至变为相对劣势,到了 2005 年,东北三省工业化程度

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2009 年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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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随着国家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推进,东北三省

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到 2010 年东北三省工业化指数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七大区域中排名第四,高于中部六省、大西北地区和大西南地区，已经进入工

业化后期。从近年来东三省 GDP 数据构成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始

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2）。

表2 东北三省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图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东三省平均值 全国平均值

1998-12 0.53 0.37 0.48 0.46 0.46

1999-12 0.54 0.39 0.48 0.47 0.45

2000-12 0.55 0.39 0.50 0.48 0.45

2001-12 0.52 0.40 0.48 0.47 0.45

2002-12 0.51 0.40 0.48 0.46 0.44

2003-12 0.51 0.41 0.48 0.47 0.45

2004-12 0.52 0.43 0.46 0.47 0.46

2005-12 0.54 0.44 0.48 0.49 0.47

2006-12 0.54 0.45 0.49 0.49 0.47

2007-12 0.52 0.47 0.50 0.50 0.47

2008-12 0.52 0.48 0.52 0.51 0.47

2009-12 0.47 0.49 0.52 0.49 0.46

2010-12 0.50 0.52 0.54 0.52 0.46

2011-12 0.50 0.53 0.55 0.53 0.46

2012-12 0.44 0.53 0.53 0.50 0.45

2013-12 0.41 0.53 0.53 0.49 0.44

2014-12 0.37 0.53 0.50 0.47 0.43

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镇化，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3 年末,辽宁城镇化率 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 31 个省市中排名

第 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72 个百分点,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 57.4%和

54.2%,位列全国 11 位和 13 位,也分别高于 53.73%的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3）。

从发展阶段来看,东三省城镇化率在 50-70%之间,属于城镇化的中后期。东北城

镇化水平高与老工业基地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东北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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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比重高,在历次的国企改制中，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城

市贫民较多。

东北三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期已经过去，内生增长动力不强，

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各项要素开始流出。在所有要素中，用脚投票的

劳动力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要素。近两三年来，东北三省人口增长速度逐年放

缓，吉林和辽宁每年仅增长 1万人，黑龙江人口在 2014 年已经呈现出负增长，

减少 2万人。到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就业成为许多东北人走出家门的

主要去向，特别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及其他年轻人。这不仅是人口流失，更是人

才流失。

除了人口外流，东北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人口问题。一是低生育率。2014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出生率（某年每 1000 人对应的活产数）分别为 6.49、

6.62 和 6.86（黑龙江为 2013 年数据），大幅低于全国 12.37 的平均水平；辽宁、

吉林、黑龙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 0.26、0.4 和 0.78

（黑龙江为 2013 年数据），大幅低于全国 5.21 的平均水平。二是老龄化。超低

的出生率和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离开，使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快速的老龄

化趋势。2013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

10.2%、9.6%和 8.9%，在短短十年内分别上升 1、2.2 和 2.1 个百分点。辽宁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8.5%，吉林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16.56%，而全国

平均水平为 15.5%。更糟糕的是，气候和饮食习惯还导致东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全国最高，对老年人的健康形成很大威胁。总之，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

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的外流将会使得中小城市

出现空城，房地产市场面临危机,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东北一些老

工业基地如齐齐哈尔市已经开始显露出这样的颓势。

理论上,孤立地探讨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意义不大。因为地区不同于国家,

人口是自由迁徙的。所以，即便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较高，在本区域内部

的城乡结构转化潜力不大，但由于其强大的辐射吸纳能力仍可能形成“城镇化

率提升趋缓、外来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格局。例如,2013 年全国性特大城市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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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的城镇化率分别高达 86.3%和 89.6%，但两个城市近年来每年新增人口仍

然高达几十万。北京劳动人口占比（15-64 岁）为 81%，较十年前上升 2个百分

点；上海劳动人口占比 80%，较十年前上升 4个百分点。广东省也是同样的情况，

近 20 年来每年人口新增超过 50 万，2014 年劳动人口占比 76%，较十年前上升

近 10 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这些全国性特大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高，但仍

在吸引全国人口的流入，人口年龄结构在改善，人口红利仍在释放，城镇化效

应还在显现。

还有一些省份或城市，他们的魅力尚不足吸引全国人民的青睐，但属于周

边省份中的佼佼者，从而形成一块区域性的高地，吸引周边省份人口的流入。

比如西部的某些地区，在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后承接了东部原有产业，本省打工

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再加上本身城镇化水平偏低，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由

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高效率部门带来的结构转化效应还是很大，它们已

经并将迸发出巨大的增长动能。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城市，2008 年以来，每年

新增人口二十几万，数量直逼一线城市；劳动人口从 2004 年的 68%上升到 2014

年的 71%，人口结构不断优化。2013 年西部两省四川和贵州的城镇化率分别为

44.9%和 37.83%,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分列倒数第 8和倒数第 2，较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低 8.8 和 16.1 个百分点。2012-2014 年，四川省每年新增人口 30 万，贵州

省每年新增人口 13 万。从工业化进程来看，2010 年，大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的后半阶段，在 7大区域中居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大西

北地区。而同期，全国整体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七大区域中已有四

大区域进入工业化后期，包括东北三省。大西南地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落后

的地区之一，在承接东部产能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2014 年，重庆、贵州 GDP

增长率分别高达 10.8%和 10.7%，分别是全国的状元和榜眼；四川省 GDP 增长率

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与大西南地区相比，东北三省不仅自

身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其周边没有更加落后的省份发挥着劳

动力蓄水池的功能，使得东北三省的人口只出不进，人口红利近乎衰竭。



国内宏观经济研究 2015.7.15 第 71期

9

表3 相关省份人口指标与GDP增长率情况

2014年 GDP 增长率 2013年城镇人口占比 2014年人口流入（万人）

辽宁 5.80% 66.45% 1.4

吉林 6.50% 54.20% 1.1

黑龙江 5.60% 57.40% -2.02

北京 7.30% 86.30% 36.8

上海 7.00% 89.60% 10.53

广东 7.80% 67.76% 80

四川 8.50% 44.90% 33.2

重庆 10.90% 58.34% 21.4

贵州 10.80% 37.83% 5.82

河北 6.50% 48.12% 51.14

山西 4.90% 52.56% 18.16

全国 7.40% 53.73% 710

四、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

综上所述，东北经济的失速有其外部动因，也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从内

部看，东北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较早，“两化”所能带来的增长红利不断衰减。

由于东北产业结构决定了其顺周期的特征，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在4万亿投资计

划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强势反弹，带动东北经济逆市上扬，暂时掩盖了其增长

红利衰减的现实。随着全国经济在2012年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房

地产市场降温，东北经济的外部需求骤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补上增长缺

口，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东北经济“坍塌”现象。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地将是一批全国性的一线城市和区

域性的特大城市。全国性的增长高地主要指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上

广深，可以凭借历史形成的优势，长期享受外来优质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

地方性的增长高地则指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周边省份农村劳动

力充裕，且已具有相对成熟的区域性大城市，如重庆、成都等西部重镇，能够

享受本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沿海务工人员的回流双重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地

方性的增长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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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洼地将是和东北一样，产业结构单一偏重，易受全国

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且自身工业化、城镇化潜力不大。近年来，随着东北资

源不断减少，能源经济带的开始西移，西部的能源地位逐渐抬升，煤炭、石油

等资源同样丰富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始崛起，它们已经或将面

临东北现在的考验。

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一定时期，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区域分化仍将继续。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工

业化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比较顺利，将进入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

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充沛，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部分地

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人口红利短缺，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

将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登高俯视，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理版图上，将观察到

不同于过去十年的起伏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