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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时光”
忆陈云

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高层研讨会上表示，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即产权制度、监管制度

和价格制度。这一论述与东北现状的结合，可以探索出一些渐次

清晰的路径。

去年，中国首次出台了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

专项规划《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首次

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他们将作为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保

障、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规划显示，目前我国有67个城市由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经济

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被列为衰退型城市。

其中24个地级市中有10个在东北。

两个煤城的“星星之火”

在煤炭产业独大的煤城七台河市，电子商务产业逐渐显露头

角，虽仍是“星星之火”，但已露出了“燎原之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和很多“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煤城一样，

这个资源枯竭城市也因煤炭形势不好，经济一度急转直下。

在这样一座人口百万的煤城，近期却和电子商务产业“亲密接

触”，全市兴起网络创业热。给别人打过工，自己也卖过服装，经历

过多次创业失败的吕明刚就是其中的代表。

七台河在淘宝、京东、一号店以及自建电商平台注册开展电子

商务的企业和个人已达400多户，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创业1500多

人。入驻七台河市经济开发区电商产业园的卖家熊传磊说，产业

园免费提供经营场所，网络运营商还帮助做产品推广，短时间就聚

集了南方3000多客户粉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吉林省辽源市陷入资源危困、经济危机之

中。这座 130 万人口的“煤城”，下岗职工 14.7 万人，登记失业率

20％，城市低保人口占全市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最低谷时，整

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辽源市委书记吴兰追溯往事，像在讲述一

个遥远的噩梦。

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政府聚焦绘蓝图、民营经济唱主角、市场

基因被激活”的发展轨迹，凸显着这座资源型城市的坚守与突围。

“过去占经济总量70％的煤炭工业，现在占比还不到7％，登记失业

率降到3％左右，城市低保人口下降近60％！”吴兰随口说出的一组

数字，足以印证辽源市成功转型的“凤凰涅槃”。

“当一任市委书记如果舍不得用五年打基础，奢求任期内新兴

产业成为支柱是不现实的。”曾任辽源市委书记的吉林省人大财经

委主任赵振起直言，资源型城市转型不能搞“快餐经济”，重速度、

轻质量往往会迷失方向。

自去年以来，东北经济持续下行，辽源市一些企业融资陷入困

境。“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更不能‘挂空挡’，可以通过服务，帮助当

地企业低成本快速进入新市场。”辽源市金融办副主任宋立军统

计，当地政府集中帮助200多家企业办理房照、消防、土地等相关手

续，避免因手续不全造成融资困难。

“去年７月到现在企业融资超过10亿元，政府推动主导产业，

帮助企业作担保，开发区没有企业因为资金链中断影响生产。”辽

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运佳说。

三个基本的体制亟待理顺

刘尚希表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

在实际操作中，我国还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产权制度形

式，致使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的资源利益分割没有制度规范。而

产权与行政管理权长期区分不清，也导致资源的无序、过度开发，

这是形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原因。

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责任主体不明。刘尚希说，

地方政府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以国家所有的资源作为

招商引资的资本，实际很大程度上把大部分利益让渡给了企业，而

将风险留给了地方、留给了社会。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获得收益，

但是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却不明确。比如矿山开采，产生大量外部

性成本，最后却要由中央政府来治理。

“资源的开发需要监管，这背后就是规制权。”刘尚希说，资源

是否该开采、如何开采、开采到什么程度，都是监管制度中需要考

虑的。尤其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或涉及国家战略的资源产品，需

要进行规划。他说，监管制度不完善不仅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或

经济问题，还会使一些人借机将国家资源转化为个人财富，造成社

会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

同时，刘尚希指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市场应起决定性作

用，但实际上很多资源开采的成本未被市场计入价格中去，例如对

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可能多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资源性

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完整显现就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其重要手段

之一就是征收资源税。

刘尚希表示，资源税通过税收的方式，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

减少生态风险的累积。

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很多，新一轮振兴发展必须把经

济转型放在首要位置。

经过多年积蓄发展，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阜新市迎来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如今，《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

见》中已明确，要“实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攻坚行动计划”。

在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代表委员看来，这些含金量高、对资源型

城市发展针对性非常强的支持政策，未来一段时期将会释放出政

策效应，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新华社）

本报记者 江雪

趋势

资源型城市转型:
东北振兴关键

高敬杨迪

陈云(1905.06.13—1995.04.10)，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

区）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

云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参与了

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东北期间，

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指挥参与临江

战役。随后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

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领导“银元之战”。后担任政务院副

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全国经济恢复工作与制定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随后连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人
物
小
传

1948年10月，随着锦州解放，陈云担任了沈

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2月29日，在从哈尔滨前往沈阳的专列火车

上，陈云主持召开了“军管会第一次会议”。并未

感到一丝轻松的他认真作着指示：沈阳是东北最

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

力不受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地支

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

经验，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列车转移到铁岭市。

陈云写了《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

北局并转报中央：“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

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

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

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

当时，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

为了安定民心，宣传党的政策，陈云安排发行

了入城前就印好的第一张报纸。他表示：“目的是

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具有政治经验的陈云

认为：接管沈阳有一条重要教训要汲取，即入城后

不要立即将所有监狱犯人释放。因为，在战争及

政权转变过程中，保护巨大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并

发展了生产头等大事。

1948年2、3月间，陈云代东北局起草了《关于

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并在1948 年8月7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另一篇《把财经工作提到

重要位置上来》后来入选《陈云文选》。

锦州、沈阳、平津的命运，在陈云心中一直难

忘。他曾笑着对部下说过，“平津战役前后，每天

使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火车皮。”1949年1月5

日，陈云出席了沈阳工人代表大会，赞扬了“工人

阶级主人翁精神”，并号召职工“团结一致，搞好生

产，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

设幸福的未来。”

1949 年 2 月 4 日，陈云乘坐由毛泽东号机车

牵引的列车到达北京，向党中央当面汇报工作，

中旬再次回到沈阳，领导东北财政经济工作，制

定东北经济发展计划。源于此，1949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

陈云自己没时间“享受幸福”，但此时的幸福

二字，不仅是沈阳人听到的最新鲜的名词，更是感

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和美好。

1949年3、4月，44岁的陈云坐着用两匹马在

路轨两旁牵引着前进的“轻型敞篷车”去一家铜矿

做调查时还饶有风趣地大声笑着说：“我坐上马火

车了！”兼任过东北铁路管理局局长的陈云，深知

铁路对现代战争、支援前线及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他经常询问与督促铁路修复与运行情况，并亲自

起草给党中央的电报，除说明铁路对东北解放战

争及工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外，建议中央设立铁

道部，筹划与管理铁路事宜。

1949年5月，沈阳军管会的工作结束。陈云

遵照党中央决定，离开东北，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

工作。陈云1945年到1949年的5年时间，参与领

导的东北最初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业绩，已永载史

册。

1946年5月，是东北很多老干部最难忘的青

春岁月：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省委书记联席

会议后，“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土改，是他们政治

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们认识共产党高级官员陈云

的开端。

“那时的粮食，就是弹药。”这也是2015年9月

时，几位老东北抗联战士可以自豪的回忆。

为了那“130万吨粮食就是130万发炮弹”的

目标，整个夏天，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做调查，

起草了“七七决议”。会前，陈云亲自与东、西、

南、北满的领导们分别谈话，倾听大家对形势、

任务和建设根据地的看法，并亲笔写了“文件草

稿”，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再作了修改后

“上报中央”。

艰难的岁月，依然考验着从延安走出来的领

导干部的意志、情感和信念。当时，部分共产党员

已经出现了后来“电视剧”中的镜头：图安逸、恋大

城市、喜汽车，丢掉农民衣，穿皮鞋的。而陈云强

调，“国家还需要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

不讲条件去下乡的干部”。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一位齐齐哈尔市老新闻

工作者建议《中国企业报》记者翻阅部分《史志》。

记者查阅到：“那时，动员了1.2万干部下乡推动生

产的运动。陈云说，军队下乡的指战员，要当参

谋。看得出来，当时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

败的关键。”这位老新闻工作者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那段历史，就像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一

样，大大小小的“东北座山雕”们，很快被歼灭，为

后来“辽沈决战”的胜利，东北整体大解放，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中共中央作出重

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

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

胜利”，陈云非常清楚这个决策的目的，他从此走

上了东北“新战场”。

正如一位在东北几个大城市金融战线辗转工

作40多年的88岁老干部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讲

述的那样：当年鉴于东北在军事、政治战略上的重

要地位，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2万多名干部、

10 万多名军人，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新战

场。

资料显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

中央委员共77名中有21名在东北，中央政治局委

员13名中在东北工作的有4名。

1945年的秋天，当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以

最温暖的情感让东北百姓感受到生活、生命意义

时，很多老东北人记得，那位被叫做“书记”和“（北

满军区）政委”的人的名字叫陈云。

1945年11月，陈云在哈尔滨北满分局召集高

岗、张闻天，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资

料显示：这份打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是1945

年11月30日发出的。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完全同

意”。翘首以待的人们也包括今年82岁、新中国

成立后从事 35 年物价工作的市人大代表张女

士。“那时，我才12岁。18岁的哥哥已经在沈阳读

书。”张女士说。

事实上，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6年7月，

陈云等人用8个月时间完成了“北满五省减租、减

息运动”。后总结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复苏、走向

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时期”。

1946 年 4 月 20 日，陈云再为北满分局起草

了《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详细地解说

了北满五省“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同时

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减租增资”的事

实。

作家李藕堂历时10年的纪实文学作品《陈云在东北》中写了这样一个小故

事：陈云问金国清：“当某人被锦衣卫杀手追杀到钱塘江边时，在面对后有

追杀、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江时，他还有生路吗？ ”

唱着抗战胜利的歌，走向东北新战场

130万吨粮食，换来东北根据地的巩固

陈云接管沈阳，对铁路建设情深意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