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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黑龙江省边境市县贫困落后，一

个基本的原因，就 是工业基础薄弱，产品 质量

低，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随着沿边大门的

敞 开，为边境市县工业走出低 谷提供了新的契

机。黑河、绥芬河两市审时度势，借助 开通边贸

和旅游的机遇，大胆地 在境内境外兴办合资联

营企业，开始 为过去不景气的工业企 业注入活

力，使一部分微利或亏损企业由 财政的 包袱 转

化为财源。

黑河、绥芬河两市从 1989 年开始 ，就 陆续

在境内兴办了一批中俄合资企业；从去年起又

在原苏联一些国家中广泛寻求经济技术合作伙

伴，在这些国 家境内联合兴办以 工业为主的合

资企业，同时兼搞劳务输出、经济技术合作。目

前黑河地 区已经兴建合资企业 15 家（其中属黑

河市的 9 家），其中在境外兴办的有 7 家，主要

搞木材加工，如 生产家具；食品 工业，如 豆制品

系列加工、培植食用 菌；以 及开办中餐厅、绢花

厂 等。在境内的有 8 家，主要是搞建筑材料、矿

山 和农用机械以 及啤酒生产。境外合资企业的

产品 完全就 地销售，境内合资企 业的 产品 也 大

部分销往国外。这些合资企业具有较强的互补

互惠性，既适应了俄方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

要，又 开拓 了我国富余产品 和加工能力的国外

市场；特别是合资企业多是原料和产品 两头在

外，经营风险较小 。如，黑河经济贸易公 司利用

俄罗斯木材产量和消费需求大但加工能 力低的

有利 条 件，与 阿穆 尔 州 科 学联合体共 同 投 资

116 万 元（按人民币计），在布拉 戈维申斯克市

兴建阿木黑木材加工厂，年加工木材 22 万立方

米，每年可实现利税 40 万元。在我境内中俄合

建的建筑金属模板厂，原料和产品全部由俄方

供应和销售。黑河啤酒厂（与俄合资联营后叫金

环啤酒有限公 司）每年外销 5 000吨啤酒，为饱

和了的啤酒市场扩展了新的领域。据黑河地区

有关部门估计，这 15 家合资联营企业全部正 常

运转后，一年可以 实现税利 1 500 万元。

绥 芬河市坚持“以 贸带工”的方针，努力振

兴工业，积极发展合资企业。去今两年，已批准

合资、合作企业 23 家，合资金额约 1 亿元。

这几 年，两市不少中俄合资联营企业取 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黑河市 第二砖厂原来产品

销售不畅，生产难以 为继，看准了俄罗斯市场需

求后，与俄方合资经营（即现在的友谊砖厂）。对

方以 大型采掘机、载重车、原煤和柴油作为资金

投 入，并 负责 包 销大部分产品（每年 2.5 万 块

砖，10 年合同）。合营后企业更新了设备，燃料

充足，很快 扩大了生产，使企业扭亏为盈，今年

上半年已实现利润 34 万元。黑河市羽绒厂原是

一个安排知 识青年就 业的 乡镇企业，产品 质量

差，成本高，仅能维持保本微利。为将产品打入

俄 罗斯市场，他们先是与国内南方厂 家联合，提

高了产品 质量；接着又投石问路，请市边贸公 司

代理对俄出口 ，产品 受到了俄方市场欢迎；今年

该厂 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工贸局的一家公 司签

订 了合资加工服装的协议 ，合资额 200 万瑞士

法郎，俄方以 载重车和推土机等实物折价投入，

并 包销 80%的产品。预计今明两年，企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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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可达 100 万元以 上。

据黑河地区有关部门介绍，本地 区除黑河

市的合资企业效 益较好外，其他沿边县的合资

企 业 效 益也 不 错。原逊 克啤 酒 厂，生 产 能 力

7 000吨 ，但 因全省啤酒市场饱和，近些年开工

生产还达不到生产能力的 30%，免税后每年仍

亏损近 60 万元。1991 年 6 月，啤酒厂 与俄罗斯

阿莫 尔公 司签订合资兴办“龙华啤酒有限公 司”

协议，俄方投 资占公 司注册资金的 49% ，且 多

用康拜因收 割机、康巴斯载重汽车和拖拉机、化

肥 等支付，并负责包销 70%的产品。合资联营

为企业扩产增销创造了条件，当年就 实现 利税

110 万元。预计今年可超过 200 万元，成为黑河

地区工业企业少数利税大户之 一。

黑河市等地的中俄合资企业发展较快 ，得

益于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地 方上 开放 搞

活措施。边境市县兴办中俄合资企业一起步，就

得到各级 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享受 了优惠的倾斜政策。今年 5 月，黑龙江省

委、省政府又专门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

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鼓励发展境外合作，

特别是与 独联体各国的合作，要求黑河等市与

独联体相应地 区 或城市开展多种形式对口 合

作，允许黑河、绥芬河两市可审批中方投 资额在

100 万美元以 下不需国 家和省综合平衡的非贸

易性境外投 资项目，兴办一批境外合资合作企

业，并积极招商引资，努力 为国外客商创造一个

良好的投 资环境。为支持中外合资经营，在财税

政 策方面给予了很大优惠。两市边境经济合作

区外商投 资的生产性 企业所得税按 24%的税

率征收 ，经批 准还可由 财政退还缴纳税金的一

部分（不得超过 9%）；出口 产品 产 值达本企业

产 值 50% 以 上 的，实际 交纳所得税 税 率 高于

10% 以 上 的部分，也 可以 由 当 地财政返还给 企

业；外商新建的能源、交通、港口 和技术密集型

项目，企业所得税 超过 15%的部分，可由 当 地

财政返还给企业。同时为鼓励到境外办合资企

业，允 许境外企业 5 年不交利润，5 年后“缴 2

留 8”。

下放权力，给予优惠，已经和正在为发展地

方工业蓄积后劲财源注入活 力。而一些效益较

好的合资企业又 产生了示 范效 果，这对于振 兴

边境地 方工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无疑是个积极

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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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开放的政策，犹如 一支巨大的彩笔，为

边境地 区抹上 了富国富民的金边；犹如 一种强

大的推进器，推动 了各行各业的繁荣。尤其是个

体经济在沿边开放中异军突起，红红火火 ，已成

为开放生财中的重要财源。

兴起的态势

黑河、绥芬河两市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边

贸、民贸、旅游的开通与扩大，为 两市个体经济

的起步与繁荣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据两市

工商管理部门提供的情况，1987 年到 1992 年

上半年，黑河市领取 营业执照的个体从业人员，

已由 2 102 人增加到 3 699 人，占黑河城镇人口

的比 重也由 2.5% 上 升到 5%。如 果加上领取 临

时营业执照的个体旅店 500 多 家和在俄 罗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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