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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热点问题的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经济转型、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与开放的经济体系、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市群的形成与经济转型：以辽宁为例”等成果紧紧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旋律，即对经济转型
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路径的研究；“辽宁对外开放水平的现状与提升问题研究”等成果旨在探讨有
利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转型期东北地区城市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等成果则
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对转型期东北城市反贫困治理结构模式的构建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为学术探讨提供新的思路。
    本书从体系上来说，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
书中的各个研究成果自成体系而又相互关联，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上述三个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
同时，在每个研究成果之后，研究者为读者提供了参考文献，开辟了研究专栏，以便于读者的进一步
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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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着这一思路，优化辽宁产业结构的基本框架应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产业的核心地位，并通过嫁接新技术，使传统优势产业更具生命力和竞争能
力。
研究者们曾用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产品部门结构系数以及社会纯收入影响乘数等指标，对辽宁
近些年来的产业结构状况进行动态的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尽管经过了体制的巨大变化，但机械制造业、石化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及建
筑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其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指标仍然很高，表明这些产业仍然是辽宁的最重
要的优势产业，是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
当然，低水平的重复和维持已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将新技术嫁接和融入传统产业的发展中
，才能使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也才能发挥这些产业在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应加大力度发展第三产业，进而培育和推动辽宁新的优势产业的发展，包括流通业、服务业及各
种文化业。
三是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战略的高度和坚实的技术支撑。
　　显然，这些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优化需要资金、技术等诸多经济条件的具备，也需要自觉调整因
素的配合。
而这些方面主要依靠辽宁老工业基地自身内力的积聚。
但不可讳言，辽宁老工业基地资金短缺、资源耗竭、技术缺乏、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以及诸多制度因素
的问题依然非常严峻，其初始条件将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难以实现或过程非常缓慢。
因而，承接国际转移产业推动这一进程应是明智之举。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目前承接国际转移产业的最主要途径便是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在
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外商的直接投资行为涉及生产要素的直接卷入，是一种经营资源从一国或地区向他国或地区的转移。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引资国的资本积累，而如果国外的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引致作用，则会扩大其效应；
二是通过员工培训、管理制度的创新等渠道作用于引资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具有技术和管理的溢
出效应，促使引资国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也应该看到，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不仅改变了本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状况，更在于引进产业的前后连
锁效应。
特别是当一国给予外商税收等优惠待遇时，则会通过改变内外投资、新老投资的相对关系而对产业结
构产生影响。
可以说，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转移产业，以更为深化的程度、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和更为
直接的紧密联系对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
而跨国公司则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其投资活动对于各国产业结构的相互关联和承接国际转移产业起着
穿针引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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