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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现象：“范式困境”与突破之道
在过去的 2021年，“东北”多次作为话

题冲上热搜，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
建议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受到关注；9
月份，“东北限民电”成为话题。东北已经不
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现象的
代名词，这就是“东北现象”。

一、“东北现象”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作为一个重要的区

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经济增速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人口流失严重、营商环境不优等
共性问题成为“东北现象”的主要特征。虽
然国家大力推进东北振兴，但尚未达到预期
效果，东北振兴仍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中的重点和难点。

分析“东北现象”的文章并不少，很多人
为东北把脉开方。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起
来大致可以分作几类：

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最早进入计划经
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

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经济结构不优，民营经济不发达；
人才短缺，人口流失严重；
自然条件不好，位置太偏、气候太冷；
缺少扶持政策，没有享受到政策红利等

等。
另外，也有为东北鸣不平的，还有认为

东北人不行、东北文化不行的，但这些都不
是主流。

理性分析“东北现象”，要否定一切道德
评价，批判一切地域歧视，摒弃一切感情用
事。客观地说，上述主流观点各有各的角
度、道理，也各有各的局限性，总感觉还没有
找到“东北现象”的根源和症结所在。

我也一直在思考“东北现象”，曾经对上
述主流观点充分认同，直到有一天接触到

“范式”理论，我发现，这一科学哲学领域的
理论竟然可以更好、更科学地解释“东北现
象”。

借用这一理论，我认为，“东北现象”的
本质其实是一种“范式困境”。

二、“范式”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上世纪 60年代提出的概念。科学界公认的
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律、应
用、工具仪器等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期、某一
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范式的出现为某一研
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框
架或规则。社会中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组
织或群体，无论大小，都会形成自己的“范
式”。这种“范式”让组织或群体的成员在内
部有相似甚至相同的评价标准、思维方式、
行为规范、表达方式、生活方式、个人好恶等
等明显有别于其他组织或群体的认知和行
为体系。比如，从国家的层面看，中国、美
国、日本、德国、法国明显不同；从省际看，北
京、上海、广东、河南各不相同；再往小了看，
村与村、家庭与家庭也不相同；从群体看，公
务员、教师、商人、农民都不相同；再往细了
看，公务员内部做组织工作的、做宣传工作
的、做政法工作的、做群团工作的又有区别。

这里面有文化，但不全是文化；有制度，
但不全是制度；有强制，但不全是强制；有教
育，但不全是教育，说不清，道不明，但又确
实存在，而且能够自我运行，力量强大，一旦
有外人进入很快被同化，这就是“范式”。

三、东北“范式”
东北因其地缘、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

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范式”。虽然在内部也
会有区别，但总体上会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
一致性，所以，外界对东北仍然是一个整体
印象。

东北正是被这个“范式”所困住，形成了
“范式困境”，制约甚至阻碍了发展。

当然，东北并不会完全不发展，因为东
北毕竟处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大“范式”中，被裹挟着也会向前的。
但是，如果东北的“范式困境”不破，将会成
为发展最缓慢的区域，没有之一。

东北“范式”的最大特点是缺乏市场经
济思维。我们试想一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还能发展，那才
奇了怪了呢。

我们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思维，市场经
济思维不是简单地追求利益、效益，不是只
有经商办企业或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才需要
市场经济思维。

我们要清楚市场经济思维的底层是什
么，是契约、规则、开放、创新、效率、效益、竞
争、合作、视野、格局，等等。每一个层面、每
一个群体都要具备市场经济思维，领导干
部、公职人员、企业家、农民、普通群众以及

行业、部门、单位，等等。不但要有个体思
维，还要形成社会性思维。

东北的很多问题都源于此。比如：
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

过于相信权力，就会导致形式主义、G僚主
义；

公职人员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
不敢担当，不会作为，就会以部门利益为重，
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形成部门壁垒；

企业家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攀
高结贵，利益输送，眼睛不是盯着市场，而是
盯着怎么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就会小富即
满，自我膨胀；

农民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是小农
意识，自私自利，拒绝合作，不守规则，不讲
诚信；

普通群众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
凡事都会托人找关系，不相信规则相信人
情，不相信制度相信利益。

凡此种种，东北“范式”不断强化。
“范式”一旦形成就会变得强大，新鲜的

个体进入到这个“范式”中要么被同化，要么
被淘汰。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我们看到，东北人走出东北，良性发展
的可能性更大；我们看到，外地人如果在东
北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和东北人一样。
近些年来，东北常会派干部到南方挂职锻
炼，时间短的有三个月、半年，长的有两年、
三年。

这些挂职干部有一个共性的表现：在挂
职地挂职期间，往往表现优秀，工作突出，思
路开阔，作风务实，回到原地后却旧态复
萌。在这些干部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南
方的东西咱们学不来”。

四、东北“范式”的影响
东北“范式”对东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缺少朝气，缺乏活力。东北人的竞争意

识不强，创先争优的意识不强，工作喜欢“向
后看”，只要不垫底、不打狼，不挨领导批就
行，很少有对标先进、赶超先进的想法和劲
头。近几年，人大、政协成了抢手的位置，特
别是实行职务职级并行后，县区人大、政协
更是成了热门。有很多人每个月拿着 1000
多元的最低工资也能“佛系”地活着；有的人
满是抱怨、牢骚，却不愿意改变。

形式主义、G僚主义。要说东北人不敬
业、不能吃苦、没有情怀，我是绝对不相信
的，但是，总感觉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当
看到很多人在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地搞形式主义，有些人理直气壮地搞G僚
主义的时候，真的很难理解。

而且形式主义、G僚主义还蔓延到企业
中，有的民营企业竟然也在搞形式主义、G
僚主义，就更加无语了。后来，我想明白了，
形式主义、G僚主义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动
脑，又能应付上面唬住下面，因此也是最省
事、最简单的工作方法。

有些人可以把这个过程搞得很复杂、很
繁琐、很细致，但是，让他们再拿出其他的方
法，他们不会也不敢，没有人愿意承担新方
法带来的风险。这是典型的“内卷”。

营商环境难改善。营商环境的基础是
市场化和法治化，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更加便
利化，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市场经济思维之
上。缺乏市场经济思维，片面地强调服务态
度，而没有打通部门壁垒，没有规则意识，缺
少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很难从根本上改善营
商环境。

人口流失严重。人们去往一个地方的
理由是什么？是希望；人们离开一个地方的
理由是什么？是失望。国家提出“六稳”中
的“稳预期”是极其重要的，其他“五稳”稳的
是经济基本盘，“稳预期”稳的是对经济持续
向好的信心。

当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无法突破时，当企
业破产或经营不下去时，当一个人找不到工
作或收入天花板很低时，当高校毕业生把考
公务员作为最好出路时，东北能给他们什么
样的预期，能给他们多少希望？

所以，东北现在不是仅仅“稳预期”的问
题，而是要“调控预期”“激发预期”的问题。
有网友在“关于全面放开东北生育政策的建
议”下面评论，“放开东北的生育政策，会增
加海南人口”。当预期出了问题，不管是什
么政策，人们都会往对东北不利的地方联
想。

东北“范式”对东北的影响巨大而深
远。在这个“范式困境”中，东北像骑在旋转
木马上一样，看着像在跑，其实原地不动。

五、打破旧“范式”才能进步

“范式”不能与时俱进，会成为一个大问
题。

当前的美国正在经历一次“范式”转
换。二战后形成的美国“范式”已经无法适
应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出现了
特朗普。特朗普开启了这次“范式”转换，但
是，他没有能力完成。拜登想把美国带回到
原来的“范式”，但是，“范式”转换开启后就
不会停下来，所以，美国摇摆、混乱的局面还
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确立新的“范式”。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计划经济时间的长
短，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东北其实没有经
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我们按大的时间段捋一下：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改革大

潮汹涌，东北在干什么？在以老大哥自居，
不愿意改。

九十年代，第二次改革高潮，东北在干
什么？下岗、分流、停产、破产、卖企业，但
是，民营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

进入新世纪，东北已经落后了，中央开
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在
干什么？在救国企，民营经济仍然没有得到
壮大。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东北的人
才、人口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也已经走上了
改革之路，但是，东北的改革还是与其他的
地方不同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自主的，
主动的，独创的。被动的改革不是改革。东
北的改革都是在完成中央布置的作业，始终
没有学会自主学习。

中央部署的作业不会做，怎么办？抄
嘛，抄过程、抄步骤，改结果，这就形成了形
式主义。下面也不会做、不愿做，安排不下
去，怎么办？行政命令、施压、瞎指挥，这就
形成了官僚主义。层层效仿，层层都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我们回想一下这四十多年，东北有哪些
有影响力的改革事件，为中央或其他地方提
供了哪条改革经验吗？好像并没有，或者是
很稀少。

一个“范式”周期有四个阶段：破范、立
范、规范、就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
无法打破原来的“范式”，再怎么努力，也是
原地打转。就像骑在旋转木马上，使劲挥舞
着鞭子，做出努力的样子。

六、突破，东北振兴的关键词
中央对东北振兴的定位很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提出“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这里面

“突破”是关键词，“突破”是打破旧“范式”的
关键和方法。

“突破”的要义是在“点”上发力，而不是
在“面”上或“体”上。一是因为“点”上的突
破具有“破范”的意义，二是因为在“点”上突
破也相对容易。就像一个人被困在车里，用
拳头砸或用脚踹都很难打破玻璃，但是，如
果把力量集中于一个点上就比较容易。

张红岗带领的山东淄博农村学校的跳
绳队和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唱响《奥林匹克
颂》的马兰花合唱团，都是在体育或音乐上
激发出孩子们的兴趣，打破了原来的“范
式”，带来了全面的改变。

在旧的“范式”没有破除之前套用其他
“范式”，追求“全面突破”“整体提升”是不现
实的，也很难实现。东北在改革开放的几十
年中，后知后觉，等靠观望，都是在其他地方
试完了，中央认可了之后，再生搬硬套，结果
就水土不服。

比如，东北觉得浙江的“最多跑一次”
“网上办”等改革措施好，也跟着学。但是，
浙江的前提是消除了部门壁垒，打通了信息
孤岛，建设了完备的网络设施，而东北很多
地方都没有这个基础。结果是一件事上一
个环节最多跑一次，但是每件事有很多个环
节；一个科室最多跑一次，但要跑很多个科
室；线下办完之后再重新录入到网上，因为
要达到网上办结率。一套操作下来，营商环
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优化。

浙江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但不是依样画
葫芦，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着力点。浙江经验
的关键是办事便利化，如果抓住这个着力
点，我不相信跑个两次三次就是不便利，线
下办理就是不便利，营商环境就不好了。没
有基本功却学人家“下叉”，是会肌肉拉伤
的。

为什么贫困村的“范式”能够转变？一
方面，贫困村有摆脱贫困的强烈需求，另一
方面，全国性脱贫攻坚战的力度不断加大，
形成了内外同心，共同发力的态势，也就是

实现了“啐啄同机”。
“突破”的最佳路径是赋加“势能”。为

什么“第一书记”能够改变一个村的“范
式”？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书记”被
赋予了一种强大的能量，我们可以称之为

“势能”。什么是“势能”？简单说，就是一个
物体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产生的能量。

在脱贫攻坚中，“势能”就是国家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心、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派单
位的支持以及“第一书记”们的责任感、使命
感。有了这些“势能”再加上“第一书记”的
能力、素质、学识、经验，才能够打破村里原
来的“范式”。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去掉“第一书
记”的“势能”，单靠其本身的能力素质，让他
们挂职或任职“专职副书记”，他们还能够改
变村里的“范式”吗？可以断定会极其困
难。在东北，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干部，如果
换到其他的“范式”中一定会干得风生水起，
非常出色，但是，他们却改变不了他们所处
的“范式”，因为，他们缺少这种“势能”。

“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人。“突破”带来的
效果是“炸裂”，不像用机器设备打孔或钻洞
那么平滑。“炸裂”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带
来“范式”的变化，孔或洞则不能。“突破”会
有两个附带的后果，一个是不确定性，一个
是会带来一定的冲击或损失，同时，“突破”
的实施者也会承受超常的压力。

所以，只有三类人能够担得起“突破”
者、“破范”者的重担，第一类是有伟大情怀
的人，像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先
辈先烈；第二类是没有 T路的人，像小岗村
的十八位农民等；第三类是不计得失、甘于
奉献的人，像黄文秀等。

这三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自断退路、没有
退路、不计退路，也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现
实中，这三类人都是少数，要让更多的人成
为“突破”者、“破范”者，一是需要给予他们
可见的、大于风险的预期，二是采取有效手
段，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七、东北突破的“点”在哪里？
要实现突破，破除旧有“范式”必须找准

着力点，也就是关键点。怎么样找到这个
“点”？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看，纵向
的是领域、行业、产业等，横向的是地区、城
市。

这个“突破”点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冲击性。要能够对思想、观念、思路带

来冲击和改变。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思路
僵化是东北的标签，东北开展过多次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的学习、研讨、培训、大讨论等
活动，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标签？除了活动有
时流于形式外，学习、培训本身也是一个渐
变的过程，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东北需要
渐变，但更需要的是突变。突变靠的是事件
和行动。突变才能带来“范式”的转变。

牵动性。要能够牵动全局。有些工作
很重要，但不具有牵动性，比如农业。农业
无论对国家大局，还是地区经济结构来说，
都极其重要，但是，因为农业本身的特点，它
的传导力、辐射力都很弱，所以它的牵动性
不强。有些工作比较薄弱，但也不具有牵动
性，比如高铁。东北的高铁里程和东部地区
比是有差距的，但是，它的牵动性也不强，它
不像有些地方的道路是这个地区的堵点，牵
动性就很强。牵动性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
的，有些时候要去建立这种牵动性，比如饭
店的装修本来只起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如
果通过装修把饭店打造成一个网红，就建立
起高度的牵动性。

可验性。要能够在短期内验证其效果
和真实性。一个需要长期验证效果的工作
不能作为“突破”点，一个无法验证其真实性
的工作也不能作为“突破”点。

示范性。要能够提供某种价值，这种价
值会成为建立新“范式”的基础。

以上这些特点很多都指向一个方面，就
是用人问题。要让干部成长靠实绩说话，靠
KPI说话，而不是靠关系或论资排辈，要增强
干部考核的真实性、全面性，激发干部干事
创业的热情，带动社会风气好转，推动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国家
发展同步。

当然，还有很多的点，比如，可以选一个
或几个中小城市；可以选择经济领域、文化
领域或是新兴产业、旅游产业等方向，或者
是这些领域中的关键环节。

“范式困境”中的东北必须打破旧“范
式”，实现突破，才能实现东北振兴。如果不
能打破旧“范式”，东北错过的将不是五年，
而是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