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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三省创新能力评价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基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是研究所承担的国
务院东北振兴办公室的研究课题“东北三省创新能力评价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的研究报告。
报告基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从区域经济处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背景出发，依据产业经济学
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按着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可得性原则，分层次建立了一
套科学的关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从
众多指标中提炼出刻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五大因子，据此对东北三省的创新能力和基于创新的工业
竞争力进行了动态描述和综合评价，揭示了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并将东北三
省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与全国及其他发达省份进行了比较分析，特别对吉林省产业演进现状进行了分
析，找出了差距，并分析了差距形成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新兴产业的扶持与发展、调整结构与扩大就业、税制改
革与税收优惠、结构调整中的技术路径选择等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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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主要能源是煤炭和石油，它们的生产量在1953年占全国能源生产的98%，2004年占89.1010。
所以煤炭和石油是我国的基础能源。
在“一五”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能源占27个，其中煤炭25个，石油2个。
其中有20个项目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山西，体现了煤炭在我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煤炭不仅是居民家庭用的主要燃料，而且是工业交通部门的动力燃料和工艺燃料以及某些工业部门的
重要原料，如全国钢铁工业和化工工业，所以煤炭是工业的粮食。
在“一五”结束的1957年，由老工业基地提供的煤占全国煤产量的10010左右，1980年山西的煤产量增
长很快，产量几乎占全国的1/4，而东北三省由于煤炭资源濒临枯竭，产量的合计大约占15%左右，老
工业基地合计的份额约400/0左右。
到2000年，老工业基地的合计份额又下降到30%，山西约占20%。
1958年，根据李四光教授的地质理论，我国石油开采重点从西北转移到东北和华北地区。
1959年在东北松辽盆地发现了工业性油田，1963年在黑龙江省基本建设了大庆油田，当年原油产量达
到648万吨，结束了中国人用洋油的时代，跨进了石油基本自给的新时期。
1965年大庆油田产油834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74%，1978年我国原油产量超过一亿吨，大庆占48.4%
。
继大庆之后，相继又建设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冀东油田，原油产量随之增长。
大庆生产的原油占全国原油产量的份额，逐渐下降，1985年占全国产量的44010，但东北三省的原油产
量合计还达53%。
1990年，大庆的份额下降到40010，而东三省的合计仍占52.7%。
2000年，虽然大庆产量仍居全国之首，达到5300万吨，但占全国份额下降到32%，东北三省产量占份
额也下降到43.2%，2004年，大庆原油产量跌到4672万吨，占全国的份额26.7%，而东北三省占的份
额36.8%，仍超过1/3。
初步估计，黑龙江省过去的50多年，生产的原油总量为全国原油总量的一半以上。
它对石油化工工业、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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