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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工业基地因体制机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等因素，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亟需转型，能源革命是推动老工

业基地转型的重要支撑。本文在阐述老工业基地基本特征和能源供需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山西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

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老工业基地的能源转型发展战略，并归纳了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对策建议。通过量化分析和

战略研判，分别论述了东北、山西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内涵和战略定位，提出了面向 2035 年、2050 年的老工业基地转型

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老工业基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从构建“山西 –
蒙东 – 东北”能源经济特区，鼓励开展页岩油开发，支持废弃油气藏、废弃矿井的综合利用，支持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加

大化石能源资源转化利用，建设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示范基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落实人才激励政策机制 7 个方面提出

了政策保障建议。

关键词：能源革命；老工业基地；多元化利用；能源合作；页岩油开发

中图分类号：T-9；F4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China are facing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wing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nergy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this stud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Shanxi 
are elaborated, the key problems regard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 these places are analyzed. Moreover, an energy transi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for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and strategic measur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trategic study, we expound the connotation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energy revolution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and propose the 
strategic goal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by 2035 and 2050.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e energy industry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and optimize th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odes,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constructing 
a special energy economic zone within Shanxi,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Northeast China; encouraging shale oi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bandoned oil and gas reservoirs and abandoned mines; suppor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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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对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我国提出了能源

革命的重要论述，开辟了中国特色能源发展理论的

新境界，为能源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由于区域能

源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能源革命要与区

域发展战略结合，聚焦能源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区分重点，精准推进，因

地制宜推进能源革命，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1]。
老工业基地包括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

辽宁省）和山西省，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

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老工业基地固有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推进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实现老工业基地经济较

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展能源革命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战略研

究，提出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举措，有利于增强

东北、山西等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实

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为老工业基

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战略支撑。

二、老工业基地的能源供需现状和发展面临

的问题

（一）能源供需现状分析

1. 东北地区能源供需现状

东北地区能源资源禀赋特点为“两少四多”，

即煤炭、天然气少，石油、非常规油气、生物质、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多。①东北地区的能源供需情

况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能源消费依赖于其

他区域的调入，其中辽宁省尤为严重。2017 年，

东北地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 1.72×108 tce，能源

消费总量为 4.08×108 tce，能源自给率仅为 42%，

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近年来呈持续下降趋

势 [2]。②东北地区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在区域内能

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 年，

黑龙江的煤炭消费量在该省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

比为 69%，黑龙江、辽宁的石油消费量在本省能

源消费总量中占比分别为 22%、32%，明显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2]。③东北三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局部“窝电现象”依然存在，

弃风率较高。蒙东地区为国家主要煤炭基地，一

次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能源消费量远低于产量，

能源外送（主要为外输煤炭）消纳占比大，是典

型的能源输出地区。

2. 山西能源供需现状分析

①从供给侧来看，2013—2018 年，在山西省

一次能源产量及构成中（见表 1），原煤产量的占

比均超过 97.5%，水电、风电的占比也逐年提升，

在 2018 年达到了 1.51%；50% 以上的原煤可以经

过加工转换为二次能源，2018 年，山西省原煤加

工转换能源在一次能源产量中的占比为 71.97%，

其中清洁煤和其他洗煤的占比达到了 47.43% [3]。
②从消费侧来看，山西省的能源生产不仅仅供给本

省消费，2010 年以来，山西省煤炭外调量占煤炭生

产量的比重维持在 50% 以上；2017 年的外送电量

占省内发电总量的 30%，2018 年山西省外送电量达

到 9.27×1010 kW·h，同比增长 19.6%，在全国仅次

于内蒙古和四川 [3]。在能源输出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山西省本土能源消费也呈增加态势，2016 年

和 2017 年本省能源消费总量分别同比增长 0.09%、

3.38%。③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山西省能源消费

以煤炭为主。2017 年煤炭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 86.42%；电力消费居第二，占比为 6.57%；

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分别占能源消费量的 4.14%、

2.87%。与 2012 年相比，山西省 2017 年煤炭消费

占比下降了 2.12%，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消费的占

比有所上升，分别上升 0.39%、1.45% 和 0.28%。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4]。

resource-dependent areas; promoting diversified utilization of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building a demonstration base for diversified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establishing a talent incentive policy mechanism. 
Keywords: energy revolution; old industrial base; diversified utilization; energy cooperation; shale oi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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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工业基地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

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有：

化石能源产量的“两减一稳”，非化石能源利用不

足；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高，能耗强度高；可再生

能源消纳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严峻，污染

物排放问题严重；山西省煤炭去产能任务艰巨，若

将山西煤炭产能控制在 1.0×109 t 以内，则仍需化解 
4.0×108~5.0×108 t 的过剩产能；可再生能源产业创

新能力不足。

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有：

观念滞后是制约转型发展的根源；体制和机制落后

是制约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才机制不健全、人

才流失是制约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的重要共性因

素；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效果不佳，劳动力就业结

构不合理问题突出，以山西为例，第一产业和第二

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例偏高，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

业比例偏低，在全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下，山西劳动力就业结构与

全国的差距有愈加扩大的迹象。

老工业基地转型不仅仅是能源转型，也包括观

念、机制、体制和产业的转型，缺一不可。为实现

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走出误区，

以全面振兴东北、山西老工业基地经济为主线。

三、老工业基地的能源转型发展战略

（一）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内涵

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内涵：能源结构由

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型，能源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

加值升级，能源企业从单一能源形态开发利用向多

元方向深度调整。具体体现为：①逐步提高可再生

能源占比、加快陆相页岩油开发利用的产业化进程、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开展生物质掺烧和多

元化利用，逐步形成安全、可持续的能源结构格局

和供给体系；②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

通过科学实施清洁能源供暖、多能协同 / 梯级利用、

需求侧管理，调整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能源利用水平；③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与

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着重关注陆相页岩油开采、

弃风制氢、风电供暖、废弃矿井资源化利用、废弃

油气藏改建储气库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④能源

体制革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

政府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作用，建立健全电力交

易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机制，注重转变发展观念

和健全人才机制；⑤能源开放合作，利用东北地区

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

大力推动能源市场、装备、技术和服务的互联互通，

建成油气进出口枢纽。

山西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内涵：以保障能源

绿色、清洁高效开发为前提，以产业结构多元发展

为路径，以能源企业带头示范为抓手。具体体现为：

①能源消费革命，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

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设节约型社会；②能源供

给革命，提高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推进绿色矿山和

生态环境治理，建立世界最清洁的煤电体系；③能

源技术革命，以能源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结构优化与

经济转型，强化能源科技，重视工程应用；④能源

体制革命，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创新能源调控机制，

开展市场化改革；⑤加强开放合作，大力推动能

源装备、技术和服务“走出去”，建设能源经济特

区 [5]。

（二）战略定位

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山西老工业基地的能源转型

表 1  山西省一次能源产量及构成

时间 / 年 一次能源产量 
/ ×108 tce

原煤在一次能源产
量中的占比 / %

水电和风电在
一次能源产量
中的占比 / %

加工转换能源产量在一次能源产量中的占比 / %

火电 清洁煤和其他洗煤 焦炭 合计

2013 6.89 98.95 0.45 11.44 46.13 12.79 70.36
2014 6.84 98.83 0.52 11.54 47.71 12.44 71.69
2015 7.25 98.76 0.60 9.95 44.14 10.77 64.86
2016 6.30 98.21 0.99 11.36 50.82 12.62 74.80
2017 6.59 97.94 1.23 11.72 51.70 12.36 75.78
2018 7.08 97.63 1.51 11.83 47.43 12.71 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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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

能源结构的全面调整、能源生产消费方式的根本性

转变、生态文明能源体系的构建、能源安全保障能

力的提升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等方面。东北、山

西两大老工业基地的资源禀赋和转型发展基础存在

一定差异性：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非常规油

气、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具有完善的配套设

施和强大的装备制造能力，拥有处于东北亚经济圈

的优势区位条件，为能源战略通道的构建和装备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山西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能源转型方向为现代煤炭工业体系的构建和煤炭的

清洁高效利用。

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整体战略定位是加大开

放合作、协同创新，建设国家级的化石能源生产和

可再生能源开发基地，打造“山西 – 蒙东 – 东北”

能源经济特区。老工业基地能源革命的战略发展重

点为：①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油气

和可再生能源，加快传统石油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加大陆相页岩油的开发利用，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多

元化消纳渠道，发展油气产业经济和可再生能源产

业经济，建设新能源多元化利用基地、油气深度加

工基地、煤电清洁开发利用基地、陆相页岩油开发

基地、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基地，将东北老工业基地

打造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发展的示范区。②山西老

工业基地要将煤炭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发展重

点，建设清洁、绿色的煤炭工业体系，推动“煤 +
火电 + 绿电 + 绿电装备 + 绿电装备技术服务商”产

业模式的升级，发展煤炭经济和新能源产业经济，

建设煤炭、新能源多元互补和协同创新基地，使山

西老工业基地在煤炭绿色发展、高效利用、清洁转

化、减量化消费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三）战略目标

1. 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的战略目标

为应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结构高碳和化石能

源资源逐渐枯竭的挑战，东北地区应积极探索发展

页岩油技术，推进风、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推

进生物质掺烧利用的实施，在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

占比的同时，持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由低附加值

能源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

面向 2035 年、2050 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次

能源消费量预计可达 5.8×108 tce、5.5×108 tce，煤炭、

油气和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 2035 年的 5:3:2 转变为

2050 年的 4:3:3，与国家 2050 年能源革命的结构目

标一致。在电力资源方面，通过大力开发风、光资

源，东北地区 2035 年和 2050 年的风、光资源总发

电量可达 1.89×1011 kW·h、3.12×1011 kW·h；火电发

电占比将持续下降，预计到 2035 年、2050 年，将

分别下降至 58%、37%。

2. 山西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的战略目标

在煤炭领域，根据山西省的煤炭发展规划，

山西省 2020 年的煤炭产量为 1.0×109 t [6]，基

于自上而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可以预测，

2035 年、2050 年山西煤炭产量将分别为 8.24×108 t、
7.46×108 t。因此，要推进煤炭产能减量置换和减

量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增加科学产能占比，预计

到 2035 年科学产能占比达到 85%，2050 年则达到

100%；推动煤炭产业的科技化、绿色化、集聚化

和煤电一体化发展。

在能源发电领域，根据我国节能减排的目

标、山西的战略定位和资源禀赋，运用自下而上

的 MARKAL-EFOM 系统综合模型进行模拟，研

究结果显示，2035 年山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在该

省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为 22%，2050 年则达到

32%。因此，2035 年和 2050 年山西非化石能源电

力发展目标为：发电量分别达到 5.81×1011 kW·h、
5.99×1011 kW·h，其中来自风、光、水资源的总发电

量分别为 1.28×1011 kW·h、1.92×1011 kW·h；火电在

山西省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下降到 78%、68%。

四、老工业基地能源转型发展的战略举措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

1. 推进陆相页岩油革命

页岩油气将是未来世界油气行业的必然选择。

陆相页岩油革命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一个愿景，

若能在我国率先实现页岩油商业开发的突破，无论

是对我国提高原油保障能力，还是引领世界石油工

业未来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东北地区应争取利

用自身优势，发展成为国家的页岩油开发示范基地，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贡献力量，实现东北地区

能源转型的历史重任。

2. 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

推进风电供暖行业发展，提高风电消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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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底期利用剩余的风力发电可以增加用电负荷，

间接降低热电联产的下限，是突破风电消耗问题的

有效途径；推进“弃风”制氢和氢能利用产业合作

发展；推进生物质多元化利用，推广生物质供热商

业化、规模化发展，将生物天然气用于村镇分布式

能源站和汽车加气站，将沼渣、沼液用于生态农业，

将 CO2 等废气用于焊接保护气和气体肥料。

3. 开展燃煤电厂低碳化、智慧化改造

有序推进燃煤电厂生物质掺烧规模化发展，目

前燃煤电厂生物质耦合改造技术已相对成熟，推广

生物质耦合改造“惠而不费”；建设智慧电厂，在

国家严格限制火电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东北地区火

电装机容量的增长已得到明显控制，因此，东北煤

电企业要不断改善自我管理、提高调峰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淘汰落后产能，释放优质产能 [7]。
4. 建设废弃矿区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在我国能源低碳化转型过程中，废弃矿井资源

综合利用是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废弃矿井资源

的综合利用必须要符合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需要，可主要从废弃矿区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和改造储气库两种应用途径

来开展 [8]。
5. 促进传统装备制造业、农林牧业和新兴高科

技产业的协调发展

以处理好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产业发展存量和

增量的问题为前提，振兴传统装备制造业，充分利

用区域内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重大装备制造能力，结

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创新发展高端技术

产业，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帮助传统制造业优化

生产环节和供应链，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传统制造

向“现代智造”转型；加快农林牧现代化步伐，促

进高质量发展，东北地区要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战

略机遇，依靠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走

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特色化道路。

（二）山西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

1. 释放科学产能，增加潜力，推动煤炭产业的

集聚化与绿色化发展

科学审慎化解煤炭产能过剩问题，把解决煤炭

产能过剩和调整产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合理解决

重组整合的遗留问题，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健康发

展；基于资源生产地质条件和矿山布局结构，在

减产置换前提下，优先开发安全高效、资源利用率

高与抗风险能力强的大型矿井，合理设置煤炭开发

时间、顺序和强度，保护性开采特殊和稀缺煤炭资

源 [9]；坚持理念创新，坚持绿色引领，推动煤炭

行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机械化向智能

化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单纯

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2. 加强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综合利用，提

高煤炭伴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精准划分煤炭资源管理与煤层气地面排采，提

高能源资源的集约化、节约化利用；实施煤矿瓦

斯抽采全覆盖工程，在煤矿规划区、准备区和生产

区中所有符合瓦斯抽采条件的煤层都应进行瓦斯抽

采，实现采前、采中、采后和井上、井下全覆盖的

立体化抽采，持续健全抽采系统、完善抽采工艺、

加强抽采管理、扩大利用渠道、建设大型基地、建

立示范项目、实施管路改进等，实现应抽尽抽、以

用促抽、抽采达标的目标。

3. 平稳推动煤炭深加工，延伸煤炭产业链

发挥比较优势，树立科学发展现代煤化工的观

念，把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资源转化增值上，

在合理配置传统煤化工产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地发展现代煤化工；注重发展提高煤炭综

合利用水平和效益的资源型产业链，推动现代煤化

工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提升煤炭资源综合转化效

率和精深加工度，推动产业向高端、产品向终端方

向发展；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突出品牌

形象和完善服务平台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4. 构建废弃矿井建设和抽水储能的多元化投资

运营模式，鼓励因地制宜开展前期规划与建设

山西省废弃矿井仍赋存大量可利用资源，如不

开展二次开发将造成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同时也

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目前省内废弃矿井

的资源开发利用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今后要加强废

弃矿井的综合利用。抽水储能电站是为整个电力系

统服务的，在电网系统中可发挥多项功能，且只能

由电网统一调度才能充分实现其服务功能。目前电

网公司在抽水储能电站的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这

有利于抽水储能电站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有序

开发。未来，可尝试建立抽水储能的多元化投资运

营模式，鼓励煤电企业和可再生能源企业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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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抽水储能电站。

5.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消费，优化和提升能源

结构

坚持本地消纳和清洁外送相结合，坚持新增能

源需求以新能源供给为主的原则，通过政策引导和

技术创新实现地方对新能源的吸收能力；同时对新

能源发电基地和外送通道的建立进行协调，合理调

配电力系统各种调峰电源，改善新能源输电能力与

经济性；采用“风 + 光 + 水 + 火”的打包方法，建

立京津冀清洁低碳能源供应基地、国家级新型综合

能源基地；积极培育和壮大新能源装备制造及相关

配套产业。

五、对策建议

（一）顶层布局，构建“山西 - 蒙东 - 东北”能源

经济特区

构建东北亚能源合作平台，建议成立“山西 –
蒙东 – 东北”能源经济特区。在区域内，提升基础

设施水平，严控火电新增装机，有序发展清洁能源，

大力建设电力外送通道，解决东北地区的“窝电现

象”。在区域外，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快自贸区

建设，通过“外联内引”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自由

流通，实现国内外知识、技术的充分交流；采取更

加积极的外交政策，营造更好的地缘政治环境，释

放“中日韩俄蒙朝”跨区域经济体量和跨发展层次

区域经济活力；加强与我国中东部地区之间的互

联、互通、互补和互动，推动建立老工业基地与中

东部地区“一帮一”发展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区

域联动、融合发展。

（二）鼓励开展页岩油开发

在国家层面，建议给予页岩油开发财政补贴或

降低资源税、矿税等；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倾斜，

减少页岩油在试验用地申请等方面的审批流程，采

用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在税收等方面对地方财政贡

献同等的政策；在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引进等方

面开通绿色通道，促进技术配套成型。在地方和企

业层面，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为企业增能赋能提供

科学认识和指导；加强攻关，尽快突破限制陆相页

岩油开发的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研发的国内关键技

术体系；整合央企、民企、社会资本等各种力量，

利用市场手段加大对页岩油攻关的支持力度 [10]。

（三）推动废弃油气藏、废弃矿井的综合利用

针对废弃煤矿井巷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申请、

审批、实施和监管全过程，应建立健全政府监督体

系。建议设立废弃矿井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

源利用发展专项资金，开展相关产业财政补贴、减

免税、专项基金等各项支持政策的研究；系统研究

井下空间资源与井上空间资源的分布情况、数量等

基础信息；制定废弃矿井开发利用标准体系与政

策；在废弃矿井太阳能、地热发电项目方面，制定

和完善电力定价机制，并适时调整。

（四）支持资源型地区转型

老工业基地作为资源丰富地区的代表，要在快

速发展时期提前做好长远期发展规划，有序推动产

业转型。建议加快装备、油气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引导产品结构向高端化方向优化；适当降低开采衰

竭期的矿山企业及低丰度油田的资源税税额标准；

制定高科技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关键技术的

研究；研究出台煤矿“减量重组”政策，由国家提

出“减量重组”的基本准则，在山西开展试点并开

展相关探索工作；整合改造煤炭资源，进行去产能

任务分类并实施相关政策。

（五）加大化石能源的资源化利用

建议加强化石能源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发，加

大煤制精细化工项目的科研投入，建设以工业生产

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中心，加快石油化工

基地的转型升级，培育石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

石化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扶持和保护煤基

制油产业，赋予其等同于传统石油行业的市场准入

机制和配套可促进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由于煤基

油品及精细化学品的特性不适用于消费税的调节范

围，应与石油基成品油区别对待，不应包含在消费

税的调节范围之内。

（六）建设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利用示范基地

建议开展全国性生物质燃料产业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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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规模、实施方案、相关政策、体制、协调机

制等进行研究；确定用生物质逐步替代煤炭、将煤

电改造为低碳火电的战略；完善生物质供热产品的

价格补贴政策，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多电缺热现象，

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供热项目；加快生物质制天然

气产业行业标准的落地。另外，统筹风和光资源布

局、电力输送和市场消纳，完善电力调度和运行管

理机制；鼓励风电厂参与当地电供暖改造项目，并

获得优先供电权；规范电供暖用户和风电企业参与

标准，确保风电供暖电力市场交易有效执行；给

予风电制氢项目税金和土地等政策优惠，鼓励风电

制氢企业与氢能企业互相投资；落实全额保障性收

购、由电网企业负责升压站以外的配套电网工程等，

放开容配比限制。

（七）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落实人才激励政策机制

建议培育和引进人才，加快“双创”平台建设，

制定优惠待遇政策，鼓励和支持老工业基地下岗职

工转岗就业、自主创业，挖掘人力资源潜力；留住

并用好人才，努力营造人才软环境，注重人才资源

的优化配置，形成人才虹吸效应 [11]；建立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搭建科技人才信息体系，方便区域科

技人才资源共享与沟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吸纳人才方面的作用，通过汇

聚人才实现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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