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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家

建立經濟特區
重燃東北活力

隨着中國經濟
進入新常態，受老
工業基地體制性、
結構性及資源性等
因素的影響，整個
東北地區經濟出現
了明顯快於全國其
他地區的下滑，最

近幾年經濟增速持續在全國排名倒數。
今年上半年，在全國經濟增速有所回升
的大背景下，遼寧、黑龍江和吉林三省
經濟增速分別為2.1%、6.3%和6.5%，增速
排名分別是倒數一、三和第五名。這還
是在201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
若干意見》發布一年後取得的成績，突
顯出當前東北經濟僅依靠國家振興政策
仍難以擺脫困境。

困境根源 人口與資金
造成上述結果的主因，筆者認為源

於東北失去了要素集聚能力，特別是在
人口和資金兩個重要要素方面，近年來
整個東北都在出現持續的流失，且這個
趨勢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首先從人口來看，低人口出生率和
人口的持續流出導致東北喪失了人口資
源優勢。

從生育率來看，東北地區生育率極
低，人口增長趨於停滯。早在1980年代
初期，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出生
率分別是14.1‰、15.81‰和13.49‰，低
於全國18.21‰的平均水平。此後，隨着
獨生子女政策的進一步推行，東北地區
2001年的出生率更是都跌破了10‰，到
2016年，東北地區的遼寧、黑龍江和吉
林的人口出生率分別降至6.6‰、5.55‰
和6.12‰，與全國平均12.95‰的出生率
水平存在顯著差距。

與低出生率相伴同時出現的還有持
續的人口流出。據測算，剔除人口自然
增長因素，2010-2015年東北三省人口淨
流出24萬。雖然縱向來看，最近五年與
前十年相比，東北人口並沒有出現加速
流失的趨勢，但這種人口流出的趨勢已
經持續了二十年，而且流出的基本都是
年輕人和高端人才。比如東北地區考上
外地大學的學生，有調查顯示，遼寧省
內兩所 「高薪大學」有四成學生流向北

上廣等一線城市。這些高端人口的持續
流失，使得東北老工業基礎積累起來的
人才優勢已經蕩然無存。

同時年輕人的持續外流也加劇的東
北地區人口老齡化，在2010年時，東北
的人口結構是兩頭少、中間多的紡錘形
，但是伴隨着超低的生育率和年輕人口
的流出，紡錘形將很快變成倒三角形，
這不僅將加速東北的老齡化，還將使東
北失去優秀的勞動力和有購買力的消費
群體，對經濟增長更是雪上加霜。

受出生率低及人口流失兩方面因素
的影響，東北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
經開始出現負增長。2016年東三省的遼
寧、吉林及黑龍江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長
率分別為-0.18‰、-0.05‰和-0.49‰，
而全國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則在5.86‰
。作為最重要經濟要素的人口資源的負
增長無疑已經並將繼續對東北的經濟發
展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其次從資金要素來看，整個東北的
資金動員能力較低。東北地區存貸款餘
額總量在全國佔比近年來是逐年下降的
，已經由2003年的7.8%和8.6%下降到
2015年的6.2%和6.7%。存貸比方面，東
北三省的存貸比在2009年以前是明顯低
於全國平均水平，2009年之後在刺激政
策的拉動下雖然出現了明顯回升，但仔
細分析貸款結構會發現其中主要是短期
票據貼現佔比較高，反映實際貸款需求
的企業中長期貸款佔比是下降的，這表
明東三省銀行業的資金利用效率其實並
不高。

解決之道 改革及開放
央行在2013年曾將全國各省市匯集

資金的總量做過一個排序，東北三省的
瀋陽、長春、哈爾濱匯集資金的總量大
體在不到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水
平。與北京的9萬億元、上海的7萬億元
差距甚遠，和深圳這樣的城市也是數倍
相差。這樣的匯集資金能力對實體經濟
的支持作用是不夠的，特別是與東北振
興的需求之間有較大差距。同時，近年
來東北地區金融業增加值佔本地區國內
生產總值的比重雖然有所提升，由2003
年的1.9%增加到2015年末的3.8%，但與全
國平均水平的8.5%仍有很大差距，而且
這種差距是在擴大的。這亦表明，東北

區域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國內
其他地區為低。

既然人口淨流出和資金動員能力差
是東北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要實
現東北振興的目標，重新形成對人口、
資金等要素的集聚能力是關鍵。由於這
些年導致東北地區人口和資金外流的原
因主要還是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性的問題
，有些問題已經根深蒂固，讓東北自身
來解決也無可能性，必須依賴外力來做
改變。

非常時期必用非常之策，筆者建議
借鑒當年建設深圳特區的經驗，將東北
地區打造成為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和經
濟轉型的新特區，通過更大力的改革和
更全面的對外開放來推動東北地區的轉
型發展，重塑要素集聚能力，從而實現
東北的振興。成立 「東北經濟特區」 ，
作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實現經濟轉型
的改革實驗區，專門針對當前困擾東北
經濟發展的實際問題制定出一些優惠政
策，以非常規的手段來推動東北經濟和
社會的轉型，重塑要素集聚能力。

首先，建議在東北沿海、沿江和沿
邊區域內選擇部分縣市或者單獨劃出一
片區域由東部省市託管成立經濟特區。
2017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東北地
區與東部地區部分省市對口合作工作方
案》，提出東北三省與東部三省、東北
四市與東部四市分別建立對口合作：遼
寧省與江蘇省，吉林省與浙江省，黑龍
江省與廣東省；瀋陽市與北京市，大連
市與上海市，長春市與天津市，哈爾濱
市與深圳市；支持東北地區主動對接東
部省市，探索建立相應合作機制；鼓勵
中西部老工業城市和資源型城市主動學
習東部地區先進經驗做法。

筆者認為可以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
：建議在東北沿海、沿江和沿邊區域內
選擇部分縣市或者單獨劃出一片區域由
東部對口省市進行託管。該區域內人事
安排、資金調配、招商引資以及基礎設
施建設等所有事宜都由託管方負責，直
接將東部省市發展經濟的先進經驗移植
到東北，同時也解決了該區域內經濟發
展所需要的人才和資金等要素集聚的問
題。這種模式要比原來對口合作中僅僅
通過項目合作的 「硬合作」及幹部掛職
培訓、先進經驗借鑒、思想觀念和發展

理念的學習、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的 「
軟合作」速度要快得多，相信效果也要
好得多。在這種模式試點成功的基礎上
，再將其經驗與做法複製到東北全境，
從而達到徹底改變東北地區經濟發展 「
塌陷」的困境。

其次，在人口政策方面，要緩解東
北出生率低的現狀，放開計劃生育甚至
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就非常有必要。近
日攜程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局主席梁
建章就撰文指：振興東北的重中之重是
實施強力的產人政策。

他並稱： 「與其投入上萬億元到越
來越低效的工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不如
將這些錢用於大力鼓勵生育，包括減輕
家庭養育負擔，獎勵多育家庭，提升託
兒與教育條件。」在目前全國其他地方
還沒有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
若先在東北地區試點放開計劃生育，同
時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很可能在東北
形成人口政策的窪地，不但可以刺激東
北原來居民的生育意願，而且會吸引全
國各地想多生孩子的家庭來東北安家立
業，對於緩解東北出生率低的現狀可起
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為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還可考慮嘗
試更為靈活的土地和住房政策、更優惠
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來吸引外部優秀人才
流入從而緩解人口淨流出的問題。比如
可充分利用東北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條
件，大幅降低土地使用成本，維持較低
的房價，吸引企業及個人來東北投資和
置業。同時通過給優秀高端人才提供住
房、科研啟動資金、子女入學等條件，
吸引本地甚至外來的年輕優秀人才來東
北創業、成家立業等。

發展方向 要有新思路
吸引資金方面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

能，改善政商關係，要徹底改變 「投資
不過山海關」的負面形象，大力推進東
北各級政府的改革。由於東北地區基本
缺席了前三十年的國內改革開放，相當

於建國後幾十年都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
響，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的思想和觀念
都比較僵化，依靠其內部推動改革或僅
靠從東部引入少數掛職幹部是不足以改
變這種現狀的，必須要有新思路。

首先應精簡政府。 「東北經濟特區
」的政府要 「小而精」，政府部門中除
了公共安全、社保、醫療衛生、環保、
質量等必須有的公共職能外，其他能取
消的一律取消，能合併的就合併。留下
的部門，也要建立政府權力的 「正面清
單」和 「負面清單」，減少投資項目的
審批環節。加強政府誠信建設，確保政
府誠信履約，構建 「親」 「清」新型政
商關係，增強政府服務意識和能力。

其次，建議下大決心，通過大範圍
、大面積的幹部交流來實現幹部隊伍的
「移風易俗」。比如通過三到五年的時

間，每年至少將三分之一以上東北地區
各層級政府官員交流到東部省市，交流
時間至少兩年以上，讓其充分體會並學
習東部先進的政府管理理念和做法。同
時通過大規模引入東部省市的掛職幹部
，每年各級政府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幹
部來自東部省市。通過這樣大規模的人
員雙向交流任職，可以實現在短時間內
改變東北地區政府中原來沉澱下來的體
制約束和思維限制。

同時東北地區要加大對外開放的力
度，主動融入、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戰略。利用毗鄰俄羅斯、朝鮮、韓
國、日本及蒙古的沿邊優勢，加強與周
邊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努力將東北
地區打造成為中國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
和東北亞地區合作的樞紐。未來東北地
區要力爭成為中俄、中蒙、中韓以及中
日對外經濟和產業合作的平台和前沿陣
地。通過大力對外開放來吸引國外資金
和人才進入東北來投資和創業。同時要
通過開放來促進東北地區投融資制度的
改革，以實施 「准入前國民待遇」和 「
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來打破所有制的限
制，打造國內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區。

早前消費者
委員會公布一個
銀行按揭計劃的
調查報告，當中
特別點出，消委
會比較過銀行和
發展商提供的物
業按揭計劃，並

舉出一個以購買售價848萬元的單位作
例證，買家若選擇由發展商提供八成
按揭，較一般銀行提供六成按揭最終
竟需要多付超過500萬元利息。

當然大家亦需要留意，由於有關
例證，兩個對比的基數完全不同，兩
者利息開支自然會有較大的差距。當
中銀行的按揭成數是以六成按揭計算
，而由發展商提供的按揭，按揭成數
則以八成按揭計算，兩者利息開支的
差距自然差天共地。貸款金額較高，
整體的利息開支亦自然較高。

無可否認，受金管局監管的限制
下，現時銀行提供按揭成數一般只有
五至六成，對於一眾首期不足的買家
來說，高成數的按揭自然有一定吸引
力。從數字上而言，近年來選有發展
商按揭的新盤買家比例，明顯較以往
增加。根據金管局早前提供的數據，
截至去年12月份，涉及主要發展商旗
下財務公司提供的按揭貸款總額達276
億元，較2015年12月的107億元，大幅
激增1.6倍之多。

與此同時，由於發展商所提供按
揭一般不受金管局監管。發展商向有
關新盤買家提供按揭貸款時，亦未必
像銀行般以謹慎態度審視借款人的收
入及還款能力，部分發展商更表明不
需入息審查，因此金管局總裁陳德霖
更形容相關的按揭計劃形同 「次級按
揭」，隨時會為本港金融市場帶來按
揭危機。

相信大家亦不會忘記，2008年的
金融海嘯便是由當時美國 「次按風暴
」所引發。所謂次級按揭（subprime
lending），一般是指信用評級較差、

無法從正常管道借貸的人所提供的貸
款。

次級貸款的利率一般較正常貸
款為高，因而對借款人有較大風險
，違約率亦相對較高。再者大家亦
需理解，二按同次按本身都是截然
不同，二按（Second Mortages）是指
該物業本身已在銀行或貸款機構仍
有按揭，但業主透過該物業再申請
貸款，將已按的物業再加按貸款，
並毋須樓契抵押。

本港按揭拖欠比率低
相對之下，現時在發展商提供的

按揭，絕大部分並非二按，更非次按
，只是因應銀行未必能夠提供一些高
成數按揭貸款，而由發展商或旗下財
務公司直接承造按揭。因此筆者認為
以次級按揭來形容，現時香港發展商
所提供的按揭，難免有言過其實之嫌
。再者，現時發展商所提供的按揭，
一般以短期貸款為主，大部分新盤買
家亦會於兩、三年後，將原先發展商
的按揭，轉為向銀行承造按揭。

事實上，根據金管局最新7月份住
宅按揭統計調查，當月新批出的按揭
貸款達8878宗，當月涉及轉按宗數竟
高達3566宗，有關數字亦創近年新高
，轉按比率大增，相信有一定的比例
是來自發展商按揭轉為銀行按揭。此
外，以現時整體銀行未償還按揭貸款
總額達1.172萬億元，因此現時涉及發
展商按揭只佔整體按揭市場的2%而已
，發展商按揭所佔市場份額其實是相
當微不足道。

再者，近年來本地按揭市場的拖
欠比率一直維持低水平，出現大規模
的欠供、斷供的機會絕對不大。根據
最新的數字，拖欠三個月以上的未償
還按揭貸款低見0.03%，拖欠六個月以
上更低至0.02%，整體按揭市場仍然相
當穩健，加上發展商貸款一般只是為
買家提供短期貸款需要，再度港式次
按危機可謂微乎其微。

港式次按危機不存在

經濟觀察家

交行金研中心首席宏觀分析師 唐建偉

東北近年來廣受外界關注，眼下更是因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
發布的一份《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報告（徵求意見稿）》，再次一石激起
千重浪，引發大規模有關東北未來發展路徑的討論。筆者雖然是一個南方人，
但接受所在單位的組織安排，曾經在東北的分支機構掛職鍛煉了近兩年時間，
算是對東北經濟和社會有了切身的體會和感受，因此也想針對東北振興的問題
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

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 陳坤興

樓語縱橫

交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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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三省GDP近年走勢

2005年至2010年

吉林上季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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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至2017年第二季度

黑龍江上季升6.3%

遼寧上季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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