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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吉林省资源型城市 的 数 量 众 多、类 型 多 样，经 济 地 位 重 要，城 市 问 题 累 积 严 重，空 间 布 局 分

散，转型发展困难。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和吉林省积极推进转型发 展，资 源 型 城 市 在 经 济 增 长、社

会发展、生态改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接续替代产业尚未形成内生动力、可持续发展机制不完

善等诸多问题，亟待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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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是 推 动 我 国 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我国

资源供给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对

资源枯竭 型 城 市 问 题 的 治 理 正 处 于 由 转 型 发 展

阶段到可持续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老问题未完

全解决，新问 题 又 不 断 呈 现，深 入 总 结 资 源 型 城

市转型发展经验，明晰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

及成因，对有效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 文 基 于 吉 林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长效机制与政策措施。

一、吉林省资源型城市的现状特征

对于吉林省资源型城市的现状特征，主要从

城市数量、空间分布、经济地位、问题表现等四个

方面来呈现。
（一）数量特征：数量众多，类型多样

参照国家相关的界定标准，吉林省初步认定

共有３２个资源型城市，比重较大。其中包括５个

地级市（地区）和２７个县级市（区），可分为煤炭、
金属、森工、油气和综合型等５种类型（见表１）。

表１　吉林省资源型城市一览

类型
资源型城市数量

总计 其中：枯竭型城市
地级城市 县级城市

煤炭 ９　 ８ 辽源＊＊ 九台＊＊、舒兰＊＊、蛟河＊、东辽＊、东丰＊、辉南＊、梅河口、二道江＊＊

金属 ４　 ２ 通化＊ 桦甸＊、磐石、通化县

森工 ５　 ５ 延边＊ 敦化＊＊、和龙＊、汪清＊＊、安图＊

油气 ７　 ０ 松原 前郭、乾安、长岭、大安、镇赉、双阳

综合 ７　 ７ 白山＊＊ 临江＊、珲春＊、集安＊、长白＊、抚松＊、靖宇＊

合计 ３２　 ２２　 ５　 ２７

　　注：带“＊”号为吉林省确定的资源枯竭城市（特指部分资源）；带“＊＊”号为国家确定的资源枯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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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所示，３２个资源型城市中，辽 源 和 白 山 市

分别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被列为国家资源型城市

经济转型试点市，并于２００８年同时被国务院列为

国家首批资 源 枯 竭 城 市；舒 兰、九 台 和 敦 化 市 于

２００９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汪清、二道江于２０１１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第三批

资源枯竭城市。
（二）地理特征：空间分散，分类布局

吉林省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大地构造跨越中

朝准地 台 和 天 山———兴 安 地 槽 褶 皱 区 两 大 构 造

单元。受中生代的燕山地质构造运动影响，吉林

省地理格 局 上 出 现 了 长 白 山 地 隆 起 和 松 嫩 平 原

拗陷带，并随 着 地 质 历 史 演 进 和 地 表 演 化，形 成

了相应 的 煤、铁、金、钼、镁、油 页 岩、油 气 等 矿 产

资源和林木等地表资源，相应构成了吉林省资源

型城市分布的基本地理特征（见图１）。

图１　吉林省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空间分布

如图１所示，吉林省东部山区多以森工、煤炭

和金属类资 源 为 主，其 中 森 工 以 敦 化、抚 松 等 较

为典型；煤炭以辽源、舒兰和珲春等较为典型；金

属以通化、磐 石 等 较 为 典 型；白 山 为 矿 产 和 森 工

兼备的综 合 型 资 源 型 城 市。西 部 平 原 地 区 多 以

石油、天然气资源为主，其中以松原等较为典型。
（三）经 济 特 征：经 济 地 位 重 要，社 会 作 用

巨大

吉林省３２个资源型城市的土地面积为１３．８
万平方公里，占 全 省 土 地 总 面 积 的７２．６％；人 口

总数为１　３８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５０．６７％；地

区生产总值３　９０６亿 元，占 全 省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４５％（截至２０１１年 底）［１］５２－５７。吉 林 省 资 源 型 城

市的兴起和发展、衰退与振兴直接影响到吉林省

绝大多数工 业 行 业 的 健 康 发 展，经 济 地 位 重 要。
同时，吉林省资源型城市的社会作用巨大。一个

家庭的主 要 成 员 都 在 一 个 资 源 型 企 业 或 行 业 工

作，完全依赖某个资源型企业而生存的现象非常

突出，迫切需要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支持。除松原

市外，吉林省的其他资源型城市主要依赖中央财

力性转移支付生存。
（四）问 题 特 征：矛 盾 累 积 严 重，转 型 发 展

困难

在体制转 轨、资 源 衰 减、生 态 破 坏 等 多 重 因

素的叠加下，吉林省资源型城市累积形成诸多矛

盾问题，表现在：一是资源依赖严重，城市发展滞

缓；二是结构矛盾突出，发展后劲不足；三是失业

人员较多，就业压力巨大；四是居民生活困难，民

生问题突出；五是生态破坏严重，存在地质隐患；
六是地方财 政 困 难，转 型 资 金 匮 乏；七 是 人 力 资

源结构单一，高 新 技 术 人 才 缺 乏；八 是 城 市 功 能

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这些矛盾问题的积

累，客观上又造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的困难。

二、吉林省资源型城市治理成效

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为解决资源型城市问题，国家做出了战略决

策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２００３年国

家出台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的若干意见》（中 发［２００３］１１号），明 确 提 出

了促进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具 体 举

措；２００７年国务 院 常 务 会 议 通 过《国 务 院 关 于 促

进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国 发

［２００７］３８号），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目标、任务

和具体推进 措 施；２００９年 国 务 院 出 台《关 于 进 一

步实施东 北 地 区 等 老 工 业 基 地 振 兴 战 略 的 若 干

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３号），明 确 提 出 从 培 育 壮 大

接续替代产业、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和进一

步加大财 政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等 三 个 方 面 积 极 推 进

资源型城市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吉林省资源型城市治理成效

在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战略推动下，吉

林省积极 部 署 推 进 本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与 发 展

工作，建 立 了 省、市、县 三 级 配 套 联 动 工 作 机 制，
组织编 制 全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及“十 二

五”规划，从着力解决民生和历史遗留问题入手，
积极争取和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着力依托园区培

育和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经济发展能力增强。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资

源型 城 市 的 ＧＤＰ和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双 双 总 量 增

大、增速提高。城市投资环境逐步优化，资金“洼

地”效应逐步显现。二是产业经济转型加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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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引进拥有先进设备和高、精、尖技术的企业，加

速资源型产业技术改造，以企业为依托组织产业

经济发 展 链 条，有 效 提 高 地 区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水

平，接 续 产 业 发 展 迅 速，替 代 产 业 取 得 突 破 发

展［２］，三次产业结 构 演 变 为０．１４∶０．５２∶０．３４，
明显优于转型前的０．２２∶０．４３∶０．３５［１］３４－３７，经

济内生增 长 机 制 逐 步 形 成。三 是 社 会 民 生 改 善

明显。转型期间，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将棚户区改

造、农村泥草房改造和廉租房建设列为改善社会

民生的重要 任 务，强 力 推 进 安 居 工 程 建 设，努 力

改善城乡居 民 居 住 条 件，走 出 一 条“以 治 理 促 转

型，以转型 促 发 展”的 成 功 道 路。四 是 生 态 环 境

良性向好。转型期间，吉林省将资源型城市废弃

矿区、沉陷区、水土流失区等列入土地整治规划，
科学规划、整 理 和 利 用 土 地 资 源，有 效 解 决 老 矿

区遗留 的 污 染、土 地 闲 置 问 题。目 前，吉 林 省 资

源型城市 的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率 和 固 体 垃 圾 无 害 化

处理率均达 到９０％以 上，森 林 覆 盖 率 由２００４年

４２％提升至２０１１年４９％，自 然 保 护 区 达２７处，
总面积约６４．１万公顷［１］５－６，生态环境良性向好。

（二）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障碍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自２００７年开

始的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

型发展以来，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产业

转型、社会转型、生态保护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资源型城市的后续发展仍

然困难，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还很不完善。

１．接续替代产业尚未形成内生动力，较为脆

弱。吉林省 资 源 型 城 市 的 产 业 结 构 矛 盾 依 然 突

出，第二 产 业 比 重 过 大，第 三 产 业 比 重 偏 小。煤

炭、森工、石油等传统产业，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

性依然严重，传 统 产 业 的 技 术 改 造、转 型 升 级 依

然任重道远。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兴的接续产业

层次低、规模小，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小；二

是新兴 的 替 代 产 业 的 发 展 还 带 有 很 强 的“植 入

性”特征，缺 乏 本 土 化 的 基 础；三 是 受 区 位、环 境

等不利因素制约，承接其他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

不强，对高 科 技 企 业 和 高 端 人 才 的 吸 引 力 不 足。
因此，吉林省 接 续 替 代 产 业 的 发 展，尚 未 形 成 对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带动力、辐射性和可持续发展

的产业转型体系。

２．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巨大，民生问题依然严

峻。吉林省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的

就业和 再 就 业 压 力 巨 大，民 生 问 题 仍 然 非 常 严

峻。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型产业的工人数量过

于庞大，工人 的 技 能 相 对 单 一，整 体 素 质 相 对 较

低，很难快速 融 入 到 非 资 源 型 产 业 中 去；二 是 新

兴的接续替代产业的本土化基础相对薄弱，对劳

动力的吸 纳 能 力 有 限。三 是 资 源 型 城 市 的 财 政

实力有限，多数属于“吃饭财政”，搭建就业平台、
开拓新增就业渠道的能力还很有限，社会事业的

发展 很 难 满 足 资 源 型 城 市 居 民 对 民 生 问 题 的

诉求。

３．转型机制不完善，亟待健全可持续发展机

制。２００７年８月，国 务 院 批 复《东 北 地 区 振 兴 规

划》，提出要“推进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

产业援助机 制，积 极 发 展 接 续 替 代 产 业，增 加 就

业岗位，完善 城 市 功 能，促 进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展”［３］。但是，就目前来看，尚未健全促进 资 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诸如衰退产业援

助机制、接续 替 代 产 业 调 整 机 制、资 源 开 发 补 偿

机制、生态治理合作机制、发展资金积累机制、技

术进步创新机制以及社会民生保障机制等。

４．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政策适应性亟需调

整。吉林省 资 源 型 城 市 发 展 已 受 惠 于 东 北 地 区

振兴规划，如沉陷区治理、企业社会职能分离、石

油化工和 冶 金 业 的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等。但 现 行 体

制以及国 家 对 吉 林 省 的 援 助 政 策 对 资 源 型 城 市

转型来说，仍需调整。一是“资源法”的缺陷约束

转型。地方政府与林、矿的管理处于“两层皮”状

态，开发治理 的 协 同 合 作 性 差；现 有 矿 区 周 边 及

深部矿产资 源 勘 探 评 价、废 弃 土 地 整 理 复 垦、新

矿产资源开发权配置、资源型企业利用国外资源

的限制等 工 作 没 有 统 筹 安 排。二 是 援 助 政 策 的

区域适应性差。现行政策带有广泛化，没有区别

对待和分类指导。同时，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

城市，政策援 助 的 方 向 和 目 标、支 持 领 域 以 及 政

策效果评价也应有所不同。

三、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机制与对策

吉林省资 源 型 城 市 从 转 型 发 展 到 可 持 续 发

展是一 个 关 键 阶 段，既 需 要 国 家 持 续 的 财 力 支

持，更需要构建一整套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

机制

资源型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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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需要结 合 自 身 实 际，完 善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长效机制的作用下，充分

发挥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以促进经济转型

发展、改善人居条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

地关系和谐 为 基 本 目 标，坚 持 以 人 为 本、统 筹 规

划，政府主导、市场主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远

近结合、标本 兼 治 为 导 向，通 过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创新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体 制 机

制。推进政 府 职 能 转 变，建 设 服 务 型 政 府，政 府

通过宏观调 控 和 组 织 协 调，健 全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分离资源型企业的“社会”职能，减轻企业的社会

负担。改革资源管理和价格管制体制机制，完善

有效反映 市 场 供 求 的 资 源 价 格 形 成 机 制。加 快

资源税改革步伐，比照新疆等试点地区推进相关

政策实施。加 快 建 立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准

备金制度，准备金由资源型企业在税前按一定比

例提取，专项 用 于 环 境 恢 复 与 生 态 补 偿、发 展 接

续替代产业、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等。
二是完善 对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财 政

支持机制。（１）争 取 中 央 财 政 通 过 转 移 支 付、专

项拨款等多种方式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结合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困境，争取国家延续对资

源枯竭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支持，同时扩大转

移支付 的 范 围；争 取 加 大 中 央 财 政 专 项 支 持 力

度，包括额 度 的 增 加 和 范 围 的 扩 大。（２）争 取 利

用国家债 券 资 金 对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的 相 关

产业、基 础 设 施、社 会 民 生 等 方 面 的 支 持 力 度。
（３）争取通化、延边、松原等资源型城市进入国家

可持 续 发 展 试 点 范 围，并 给 予 政 策、资 金 支 持。
（４）开展试点 由 中 央 财 政、省 级 财 政 和 市（县）财

政共同出资设立预算稳定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

发展接续替 代 产 业 项 目 的 补 贴、人 员 培 训、环 境

治理 等，形 成 对 资 源 型 城 市 援 助 的 长 效 机 制。
（５）允许地方政府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筹集债券资

金，扩充地方 融 资 来 源，以 加 强 地 方 基 础 设 施 和

公共事业建设。（６）设立省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

整、接续替代 产 业 园 区 与 平 台 建 设、充 分 吸 纳 就

业等方面重点项目的引导补助资金。
三是健全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投融资机 制。积 极 争 取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等 开 发 性

银行支持，通 过 开 发 性 金 融 合 作，推 进 基 础 设 施

建设和接 续 替 代 产 业 发 展。加 强 与 国 家 进 出 口

银行合 作，支 持 煤 矿、森 工、油 气、金 属 矿 产 等 资

源型企业走 出 去，建 立 国 外 原 料 基 地，开 发 利 用

境外资源。吸 引 吉 林 银 行 等 商 业 银 行 加 大 对 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信贷投放，对符合授信条

件的项目给 予 重 点 倾 斜，并 设 立 绿 色 通 道，缩 短

审批程序。鼓励和支持资源型城市利用世行、亚

行贷款及 国 外 资 本 参 与 经 济 转 型 和 发 展 接 续 替

代产业。通过打造政府投融资平台，整合各类信

贷资金和国 有 资 本，支 持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积极组织资源型城市—银行—企业 系 列 对 接 会，
建立有利 于 促 进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的 政 银 企

长效合作 机 制。支 持 吉 林 省 中 小 企 业 信 用 再 担

保公司在资源型城市中拓展业务，建立省、市、县

三级 联 合 担 保 机 制，提 高 中 小 企 业 担 保 贷 款

能力。
四是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资源城市

可持续发展。民营经济在就业、税收等方面对繁

荣地区经济 作 用 显 著，鼓 励 民 营 经 济 发 展，建 立

形成一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是促进

吉林省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的 重 要 选 择。资 源

型产业 发 展 要 有 明 确 的 地 区 指 向，加 强 产 业 园

区、产业基地 的 软 硬 件 环 境 建 设，打 造 承 接 民 营

经济创业的优质承载平台；降低民营经济投资的

生态环境门槛，通过政府集中建设除污设施承担

环境责任，放 宽 对 一 些 项 目 的 约 束，促 进 一 些 产

业项目的积极转移；各级政府部门要出台一系列

支持民营经 济 发 展 的 金 融、财 税、土 地 等 优 惠 政

策。给予金 融 服 务、财 税 奖 励 返 还、科 技 成 果 促

进产业化发 展、优 秀 人 才 政 府 津 贴 等 政 策，以 最

大限度地 发 挥 民 营 经 济 潜 能。通 过 民 营 经 济 的

发展 和 培 育，促 进 全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快 速 转 型

发展。
五是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机制，培育资源型城

市创新能力。鼓励支持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技

术中心以产学研联合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入股

等方式参 与 资 源 型 城 市 产 业 经 济 转 型 发 展。建

立开放式、流动性和虚拟化产业技术研发与转移

平台［４］，有效 整 合 技 术 研 发 资 源，为 资 源 型 城 市

接续替代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技 术 支 撑。国 家 和 地 方

政府以及 有 条 件 的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通 过 资 金 补 贴

和奖励等形式，吸引技术人才参与资源型城市的

转型发展，有 效 发 挥 科 技 人 才 作 用，培 育 资 源 型

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
六是实施项目带动机制，支持重大项目向资

源城市布局。鼓励和支持大城市、大企业参与资

源型城市 转 型 发 展。选 择 发 展 基 础 较 好 的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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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点发展领域，依托重要骨干企业和重大工程

项目，组织实施一批带动力强、影响面广、见效快

的技术创 新 和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项 目。对 新 上 的 接

续替代产业项目，要简化程序，加快审批，优先保

障建设用地。重点支持一批生态健康、新型装备

制造、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接续替代产业园区的建

设和发展。
（二）吉林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措施

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一要靠城市自

身的组织功 能，通 过 发 展 接 续 产 业，开 展 二 次 创

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二要靠外部的推动，主要

是中央政府的支持［５］。
地方政府负有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的重任，

不同类型 与 发 展 阶 段 的 城 市 应 采 取 不 同 的 对 策

与发展模式，要 因 地 因 时 制 宜，制 定 科 学 的 发 展

规划；要抓住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发展的

机遇，重点解 决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劳 动 力 就 业 和 生

态环境 整 治 三 大 难 题［６］。而 中 央 政 府 应 从 政 策

上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为资源型

城市提供项目支撑，以及财税方面的特殊优惠政

策；要通过财 政 转 移 支 付 等 方 式，加 大 对 资 源 型

城市的反哺力度，以提高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一是法 律 保 障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通 过 加 快

立法，完善“资 源 法”等，明 确 政 府 和 企 业 在 资 源

开发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围绕建立健全资源开发

补偿机制制 定 相 关 法 律 法 规，如 资 源 定 价 方 式、
资源产权制度等［７］，以法律保障资源型城市转型

与可持续发展。这是治本之策。
二是完 善 资 源 产 业 的 保 护 机 制。资 源 产 业

需要国家实施总量控制和价格保护战略［８］，统筹

规划资源产 业 开 发，实 施 总 量 控 制，目 的 在 于 防

止过度竞争，确保资源产业有一个持续稳定发展

的市场环境；推 行 价 格 保 护，并 实 施 资 源 开 发 准

备金制度，目 的 在 于 完 善 资 源 产 业 保 护 机 制，推

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三是分 类 实 行 资 源 分 享 的 政 策。在 国 家 与

地区之间实行资源分享政策的大框架下［９］，坚持

分类指导的原则，贯彻因类、因时、因地制宜的方

针。针对不 同 类 型、不 同 发 展 阶 段、不 同 地 区 的

资源型城市，要 确 定 不 同 的 资 源 分 享 比 例，目 的

在于鼓励资源型城市主动延长产业链，发展下游

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而对于资源枯竭的

城市和地区，国 家 可 以 考 虑 设 置“特 殊 政 策 优 惠

城市”，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对其衰退性产

业的接续和 替 代 的 项 目 给 予 税 收、信 贷、引 资 方

面的支持，助 推 其 实 现 产 业 结 构 调 整，最 终 摆 脱

困境。
四是设 立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专 项 基 金。该 专 项

基金主要 用 于 支 持 资 源 型 城 市 发 展 新 兴 接 替 产

业，支持产业 结 构 优 化 升 级；支 持 资 源 性 企 业 卸

下“办社会”的包袱后，面临转移或转向的部门的

重组；支持衰 老 报 废 矿 山 关 闭、转 产 后 的 下 岗 工

人再培训和再就业，积极推进工矿区示范试点。
五是扶 持 非 资 源 型 产 业 发 展。发 展 非 资 源

型产业，推动 产 业 多 元 化，是 实 现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央和地方要给予

其政策 上、资 金 上 的 支 持。可 以 通 过 资 本 金 投

入、无偿资助 等 方 式，支 持 资 源 型 城 市 的 非 资 源

型产业项目发展。比如，在税收政策上给予资源

型城市 在“综 合 利 用 项 目”所 得 税、增 值 税 的 减

免；对非资源型产业重点技改项目在还款期内的

新增利润上 缴 所 得 税 部 分，全 部 返 还 地 方，用 于

产业结构调整；对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和承担非资

源型产 业 重 点 技 改 项 目 的 企 业 允 许 加 速 折 旧，
等等。

六是引导民营经 济 参 与 建 设。在“基 地 发 展

模式 下”，资 源 型 城 市 对 民 营 经 济 是“挤 出”作

用［１０］，在市场经 济 条 件 下，在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过

程中，民营经 济 的 积 极 参 与 对 资 源 型 城 市，特 别

是对资源 枯 竭 型 城 市 的 转 型 发 展 至 关 重 要。地

方政府应 因 地 制 宜 制 定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的 区 域 政

策，包括明确的区域指向、区域的硬件环境建设、
优惠的金融 服 务、促 进 科 技 成 果 产 业 化、给 予 人

才优厚补贴等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民营经济的

潜能，参与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七是积 极 推 进 科 技 创 新。对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中央和地方应联合制定优厚的

人才政策，为 其 聚 集 高 素 质 的 科 技 人 才、管 理 人

才和经营人才，助推资源型城市及其资源型产业

的创新发展。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

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资源型

产品的 科 技 含 量，增 加 其 附 加 值。同 时，人 才 的

集聚和科技的创新，会提高整个资源型城市的信

息化和现代化水平，促进各类产业和整个资源型

城市的发展。
八是设立生态环境重建专项基金，治理资源

型区域的 环 境 污 染。生 态 环 境 重 建 是 资 源 型 城

市或地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国家要制定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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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治污”标准，并纳入业绩考核，调动地

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要确保足

够投入，统筹建立治理采矿塌陷地的复垦和废渣

综合利用专项基金，推动资源型城市环境改善。
九是设立社会保障专项资金，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社会 稳 定 和 民 生 改 善 是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从解决关

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就业、贫困、住房、教育和社会

保障等现实 问 题 入 手，加 快 发 展 社 会 事 业，使 全

体居民共 享 转 型 发 展 成 果。通 过 设 立 社 会 保 障

专项资金，一方面可以减轻资源型城市企业的负

担，减负后的 企 业 通 过 转 制 与 重 组，再 次 发 展 的

能力增强；另 一 方 面 保 障 了 社 会 安 全，维 护 了 社

会稳定，为振兴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社会基础。
十是推进体制改革创新，扩大区域合作开发

开放。一方 面 要 积 极 推 进 国 有 矿 山 企 业 公 司 制

改革，以 市 场 为 导 向，按 照 探 采 选 冶 加、矿 工 贸、
矿科教一体 化 的 要 求，通 过 企 业 转 制 与 重 组，实

现强强联 合、技 术 进 步 和 产 业 升 级，把“原 料 矿

业”转化为“成品矿业”，提高矿业的比较效益；另

一方面 要 扩 大 对 外 开 放，积 极 推 进 区 域 合 作 开

发。比如，针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

数量极大的 成 熟、过 熟 林 的 现 实，积 极 拓 展 林 业

合作 和 劳 务 输 出，通 过“进 口 原 材 料—当 地 加

工—制成品出口”即“两 头 在 外”的 形 式，既 弥 补

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又为当地林木产业的转型

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１１］。

［参 考 文 献］

［１］吉林省统计 局．吉 林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２）［Ｚ］．北 京：中 国 统

计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杨大光，马彧崧．吉 林 省 生 态 产 业 系 统 模 式 升 级 的 路 径

探讨［Ｊ］．东 北 师 大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６）：

７９－８３．
［３］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等．东 北 地 区 振 兴 规 划［Ｒ］．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
［４］刘 国 斌，张 令 兰．日 本 低 碳 社 会 建 设 对 吉 林 省 的 启 示

［Ｊ］．现代日本经济，２０１２（４）：７３－７９．
［５］张友祥，支大林，等．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处理好

的几个关系［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４）：８０－８３．
［６］张 友 祥，支 大 林．论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及 政 府 责 任

［Ｊ］．学术探索，２０１２（７）：２８－３０．
［７］侯明，张友祥．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 综 述［Ｊ］．当

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８）：５８－６１．
［８］宋玉祥，满强．东 北 地 区 资 源 型 城 市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研 究

［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８（４）：９１－９７．
［９］宋文飞，李国平，等．矿产资源地贫困理论机制及体制改

革———基于税制与政 策“双 重 扭 曲”的 视 角［Ｊ］．制 度 经

济学研究，２０１３（３）：１２３－１４６．
［１０］王中亚．资源城 市“资 源 诅 咒”传 导 机 制 实 证 研 究［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８５－８９．
［１１］杨红强．中国木材 资 源 安 全 问 题 研 究［Ｄ］．南 京 林 业 大

学，２０１１：２５９－２７８．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ｕｎ，ＪＩＮ　Ｚｈａｏ－ｈｕａｉ，ＺＨＡＮＧ　Ｙｏｕ－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１１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ｓ　ｑｕｉｅ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ｏ　ｗｅ　ｎｅｅｄ　ｓｏｕ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ｙ；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责任编辑：秦卫波］

·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