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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付百臣)以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
、政治学、软科学以及国际问题和农村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为主，并邀请了四省(区)省直有关单位和
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撰写的。

本书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思想，客观地描述了2010年东北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振兴战略的各项部署，特别是在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背景下，东北区域
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对2011年东北地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
的对策建议。

报告指出，从2010年，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东北地区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振兴
老工业基地的任务，坚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GDP突破35000亿元，达
到37090亿元，同比增长13
．6％，高于上年0．9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9．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8278亿元、8577亿元、10235亿元，同比增长14
．1％、13．7％和12．6
％，分别比2009年加快1．0个、0．4个和1．5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2010年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竞相发展，结构优化升级取得重大进展。
第一，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加快，农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为东北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2010年，东北三省粮食产量达到1946亿斤，比2009年增产265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17．8％。
第二，工业生产陕速回升，产业升级迈出新步伐。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回暖，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形势快速向好，辽、吉、黑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分别为
17．8％、19．9％和15．2％，比2009年加快1．O个、3．1个和3．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实现
利润1350．3亿元、794．7亿元和1071．6亿元，分别增长50．1％、66．4％和25·2％。
第三，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增长势头较好。
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进入加速提升的时期，服务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服务功
能日趋完善，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2010年东北地区外需和内需快速增长，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经济发展的动力增强；区域发展战略实现新突破，地区竞争力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民
生工程扎实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主法制和政府自身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
文明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

报告还具体分析了东北地区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的因素，一些长期存在的结
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报告认为，东北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任务依然艰巨，现代农业潜力发挥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
动，对外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吉林省、黑龙江省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占三省的比重偏低，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吉林省、黑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东北三省内部发展差距有进一
步扩大的趋势，从
2010年全年数据看，黑龙江省多数经济指标低于辽宁和吉林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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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对2011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展望，认为2011年是“十二五”
的开局之年，也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外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下，将面临外部环境低迷、国内宏观政策趋紧、经济发展不可预见性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凸现的局面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机遇，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从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环境综合来看，
2011年东北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较快增长转为结构调整中的稳定增长阶段，全年GDP增速将比2010
年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投资增速依然较快，但增速有所回落；扩大消费继续显效，消费增速趋缓；外需市场复苏缓慢
，出口增速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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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百臣，男，汉族，1952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早年下过乡，当过兵，做过工。
1978年至1985年，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毕业后曾在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多年，现任中共吉林省委讲师团主任，吉林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东北地方史、区域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理论宣传工作。
在《求是》、《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吉林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多部。
2005年被评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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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研究建立新农保与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政策　　要研究建立与新农保相衔接的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等参保问题。
首先要制定与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
要研究如何在企业养老保险框架内，建立低进低出的政策，方便进城农民缴费；对于因进城较晚，参
加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后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农民，应研究如何合理设置缴费基数，允许补缴一定年限
的保费；允许返乡农民补缴新农保保费，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衔接；其次是制定与被征地农民保障衔
接的政策。
允许参加被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新农保，实现个人专户资金与新农保个人账户资金
合并计算；再次是要研究新农保与低保制度的衔接政策，使老年贫困农民切实得利。
最后要加强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提高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整合能力。
　　3.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筹集和分担机制　　首先，扩大资金筹集渠道。
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加大对东北地区基础养老金补助力度；针对农民选择低档次缴费的情况，建立
缴费补贴与缴费水平挂钩的机制，鼓励农民多缴费；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在国家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水平
之外，适度提高基础养老金；加强农民养老保险金的征管，凡是符合新农保缴费资格的农民，可采取
与农民养老金发放相挂钩等形式，想方设法劝导他们参加新农保，并履行缴费义务，为筹集新农保基
金提供可靠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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