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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尔滨市位于松花江干流中游，地处东北亚的腹心地带，是东北亚地区重要文化、经济和商贸物流中
心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座因铁路而兴的北疆城市，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着力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曾
创造过辉煌的发展历电，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怍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体制
变革的伟大实践，哈尔滨市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规模大幅扩张，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基
础设施逐步改善，城多面貌发生巨变。
面向未来，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之大背景下，哈
尔滨再次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再创辉煌，关键在于能否以全新的视角，选择新的发展战略，采取可行的
重大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为了适应发畏新阶段的要求，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实现新的跨越，哈尔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委托国家发提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牵头进行了哈尔滨市发展战备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此项研究课题十分重视，根据哈尔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状况，组织院内对外经济研究所、投资研究所、产业研究所、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社会发展
研究所、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和科研管理部以及哈尔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共同参与课题研究。
课题组从2009年7月启动此项研究，历时8个月，于201 0年2月完成课题研究初稿。
本书就是在此项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完成的。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对研究框架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慎重安排，并于2009年1 0月底到1 1月初深入
哈尔滨进行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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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在数据更为翔实、分析更为深入的基础上审视哈尔滨市未来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挑战
和机遇，从更宽视野和更高层次上把握哈尔滨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哈尔滨市提出科学合
理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体发展战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哈尔滨发展战略研究>>

书籍目录

总论  一、发展现状与问题  二、战略定位：东北亚区域性国际大都市  三、目标取向和战略重点  四、
产业发展战略  五、城市空间拓展战略  六、改革开放战略  七、战略性工程建设  八、战略行动计划分
论  专题一：哈尔滨市的发展历程和战略定位  专题二：哈尔滨市发展总体战略研究  专题三：哈尔滨市
基础设施发展战略  专题四：哈尔滨市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专题五：哈尔滨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战略  专
题六：哈尔滨市改革开放总体思路研究  专题七：哈尔滨市改善民生战略研究  专题八：哈尔滨市资源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专题九：哈尔滨市战略性工程建设  专题十：哈尔滨市战略行动计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哈尔滨发展战略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三是创新创业环境不完善，人才科技资源优势未能有效发挥。
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
哈尔滨有十分雄厚的人才、科技资源，高校多，科研机构多，两院院士多，科技成果数量多。
但是，由于创新创业环境不完善，大学、科研机构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与经济发展需求尚未实现完
全对接，难以将科技资源优势迅速转为地方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公共
技术服务机构数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少，检测手段和实验仪器设备不完备；专业技术人才流出远大
于流人，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人才流出达20万人，其中大部分出自哈尔滨，而引进的不到2万人。
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出省200余人。
在外流的人才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和技术专长的占绝大多数。
1998～2007年，哈尔滨科研机构规模缩小了20％，到2007年，科研人员已经减少了50％，这直接削弱了
哈尔滨的经济发展基础。
四是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呈现“中心极化+片区蔓延”态势。
哈尔滨正处于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时期，虽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8.2％，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但低
于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
目前，哈尔滨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功能不完善，城镇体系不健全、空间结构不合理。
第一，向北拓展不足，城市框架尚未完全拉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改变松花江南岸中心城区开发密度过高的局面，哈尔滨提出了跨江发展的战略
方向。
但经过10余年发展，江北开发总体进展缓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集聚的基本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
第二，城市“摊大饼”式蔓延，空问形态不佳。
多年来，城市扩展呈现出在中心城区开发密集不断升高的同时，城区向周边发散式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城区开始向南、西、东三个方向轴向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原有轴向问
的地块相继开发并填充，各发展轴向问基本填满，城市向外片式蔓延态势更加明显（见表0-3）。
由于扩散无序，没有形成主辅分明、轴线清晰、功能区集聚、组团式的空间格局。
第三，外围二级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体系不健全。
在哈尔滨市域城镇等级结构中，由8个城区构成了一级中心城市，其余多为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和建
制镇，在一级中心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缺乏将大小城市链接起来的二级城市（见图0-3）。
即使建制镇人口规模也普遍较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发育程度不高。
第四，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产业布局不合理，散乱现象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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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尔滨发展战略研究》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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