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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宇

一、哈尔滨市打造“先进

制造之都”的产业基础

（一）工业体系已经日臻完善

工 业， 是 哈 尔 滨 的 立 市 之

本。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哈

尔滨就建立了以酿酒、制粉、制油

为主的工业基础。建国后，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许多重要工

业项目落户哈尔滨，使哈尔滨市成

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经过多年

的发展，哈尔滨市工业体系日臻完

善，拥有 30 个制造业门类，占全

部制造业门类的 96.8%，且制造业

企业数量几乎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的九成。尤其是“十四五”开

局后，哈尔滨市持续深耕制造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方式调

结构，加速构建现代工业制造新体

系，为哈尔滨市打造先进制造之都

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制造业是工业体系的中

坚力量

哈尔滨市聚焦“4+4+1”现代

产业新体系，依靠装备制造、现代

生物医药和绿色农产品深加工等现

代优势制造业，形成了强大的内生

哈尔滨市打造“先进制造之都”的实践路径研究

动力。在“北科创、南智造、东物

流、西临空、中服务”的细化分布

中，核心区域——哈尔滨新区江北

一体发展区，集聚了全市先进装备

制造业的大部分企业，联动呼兰经

济开发区。目前，以松北高新技术

产业功能区、生物医药产业功能

区、深圳（哈尔滨）合作产业功能

区、文旅商贸产业功能区、呼兰经

济开发区为平台，以“科创 + 文

创”为特色，以制造业为引领，正

在加速成为新兴产业集聚的新高地

和全市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三）民营企业是制造业发展

的主要动力

随着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的持

续改善，促进了市场主体的蓬勃

发展态势。截至 2023 年 4 月，哈

尔滨市制造业企业共计 547 家，

其中民营企业 405 家，占比达到

70.4% ；在 2022 年黑龙江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中，哈尔滨民营企业占

据 54 个席位，同比增长 5.56%，

其中黑龙江万里利达集团有限公

司、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等 33 家制造业企业入

围。2022 年，黑龙江省遴选出两

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

有 541 户企业入围，哈尔滨企业为

289 户，其中 9 成为民营企业，占

比为 89.9%。再以医药工业企业为

例，截至 2022 年末，哈尔滨市现

有 65 户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

其中 90% 为民营生物医药企业。

二、哈尔滨市打造“先进

制造之都”与国内先进制造业

发展领先城市对比存在的问题

通过与其它工业制造业发展

较快地区比较，从《先进制造业百

强市（2022）研究报告》中选择排

名第一的深圳和第二的苏州，深度

分析哈尔滨市在三产结构比例、工

业增加值、规上企业数量、R&D

经费投入强度等方面的差距，找准

未来哈尔滨市打造“先进制造之

都”的发力点。对比得知，哈尔滨

市工业制造业存在以下问题 ：

（一）二产疲软问题较为严重

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均以二产为支撑，三产占主

角。 深 圳 市 和 苏 州 市 的 三 次 产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打造“先进制造之都”，这无疑是扛起省会责

任的关键一环。当前，哈尔滨市工业体系日臻完善、产业布局逐步清晰明确、中小微和民营企业成为制

造业发展的主动力。但是，对标深圳和苏州等制造业领先城市，哈尔滨市二产疲软问题较严重、工业规

模小、科技创新基础薄弱。因此，要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培养制造业优质

企业，推动形成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聚焦本地前沿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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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结 构 由 2017 年 的 0.1:41.3:58.6 和

1.3:47.5:51.2变为2022年的0.1:38.3:61.6

和 0.8:48.1:51.1，在产值创造上两市都

是呈现“三二一”结构，但是苏州

市的二产占比较为稳定。而深圳市

的二产占比有所下降，但仍维持着

“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哈尔滨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7 年 的 10.8:28.7:60.5 到 2022 年

的为 12.2:23.4:64.4。可以发现，哈

尔滨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来

的状态就是 2017 年二产几乎是一

产的 3 倍到 2022 年二产是一产的

2 倍。与深圳市和苏州市相比，哈

尔滨市的产业结构呈现的特点是一

产过于庞大，二产有所萎缩，三产

比例适中。哈尔滨市当前三次产业

占比达到几乎和深圳一样，主要是

由于二产疲软，而想要提升二产比

例，推动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

型是主要的突破路径，从而实现

一二三产良性互动。

（二）工业规模小、企业少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2017 年

到 2022 年，深圳市和苏州市的工

业增加值与哈尔滨市工业增加值

的差距持续扩大。2017 年，深圳

市和苏州市的工业增加值分别是

哈尔滨市的 9.9 倍和 9.2 倍，扩大

到 2022 年变为 11.7 倍和 10.5 倍。

2017 年 到 2022 年， 深 圳 市、 苏

州市和哈尔滨市工业增加值的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5.38%、6.05% 和

3.47%。从规模到速度，哈尔滨市

的工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小和速度慢

的增长特征。

从工业企业数量来看，2017

年到 2021 年深圳市和苏州市的规

上工业企业数量也均高于哈尔滨

市，2017 年，深圳市和苏州市的

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分别是哈尔滨市

的 6.2 倍和 7.7 倍，到 2021 年扩大

为 10.2 倍和 9.8 倍。2017 年到 2021

年，深圳市、苏州市和哈尔滨市的

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年均增速分别为

14.47%、5.37% 和 -0.90%。哈尔滨

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由 2017 年的

1337 家减少到 2021 年的 1127 家，

严重影响了哈尔滨市整体工业的发

展。

（三）科技创新基础薄弱

科技创新是先进制造业的灵

魂，科技创新发展是先进制造业发

展的强大动力。深圳市和苏州市近

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R&D

经费支出分别由 2016 年的 842.97

亿元和 421.66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

的 1880.49 亿元和 961.4 亿元，6 年分

别增长了 223.08% 和 228%，6 年的

年均增速分别为 14.31% 和 14.72%。

2016 年，深圳市和苏州市 R&D 经

费支出是哈尔滨市的 7.49 倍和 3.75

倍。 到 2022 年 增 长 到 12.27 倍 和

6.28 倍。且从每年数据来看，深圳

市和苏州市的 R&D 经费支出基本

呈快速上升之势。而哈尔滨市的

R&D 经 费 支 出 由 2016 年 的 112.5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153.2 亿元 ,

年均增速 5.28%。

2016 年，深圳市和苏州市 R&D

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4.32%和2.72%，

哈尔滨市为 2.57%，此时哈尔滨市

和苏州市的差距并不大。到了 2022

年，深圳市已经实现 5.81%，苏州

市为 4.01%，而哈尔滨市为 2.79%，

与 2017 年相比几乎是原地踏步。因

此，哈尔滨市科技创新基础投入还

需进一步加大。

三、哈尔滨市全力推动产

业振兴，打造“先进制造之

都”的对策建议

（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1. 完善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

的工业体系。一是继续保持在先进

发电装备、重型成套装备、高档重

型数控机床、特种轨道交通装备等

领域的领先地位，增强本地制造业

实力，同时担当国家产业安全使命

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重任。二是

以对俄、对欧为导向，摆脱落后产

业产能消耗，引进新型高效节能产

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企业，

推动对俄合作创新升级，积极参

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构建

以对俄合作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

局，打造本地有特色、聚优势的新

型先进制造业工业。

2. 提升本地产业配套能力。

围绕本地装备制造、绿色农产品深

加工和生物医药制造等重点制造业

领域，深入企业基层调研，重点了

解生产产品和产业链上下游实际配

套支持情况，梳理出企业配套产品

需求清单和产业链配套产品供给清

单，绘制行之有效的产业链图谱，

健全完善企业产品配套、原材料、

销售渠道等信息，动态更新，借助

产业园区集聚优势，集中力量，整

合资源、提高供给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最终精准实现“隔墙供货”

的高效配合。

（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1. 数字经济赋能新产业。一

是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推进中

国移动国家大数据中心等一系列重

大项目的建设，以人工智能、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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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5G 网络和产业互联网等为发

展重点，推进安全可控、绿色低碳

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

是夯实数字经济制造业内涵。将数

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基础

设施为基石、数字政府治理为保

障，创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三

是开拓特色化生产模式，帮促企业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大潮中抓住机

会，将制造业的目光放到专业化制

造上来，创造特殊、专业和灵活的

生产模式，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

多元化需求。

2. 生物经济抢抓新风口。一

是利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

家生物医药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

城市的区位优势打造新产业，关注

发掘大健康领域发展潜力，打造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

型企业、智能化车间、绿色工厂。

二是创新建立生物产业专项引导基

金，放宽基金准入门槛，帮助企业

解决资金需求，助力生物企业健康

发展。三是以哈药生物、派斯菲科

等生物医药龙头企业为代表，积极

推动新型动物疫苗、生物兽药、植

物新农药等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三）超前培养制造业优质

企业

一是建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关

系，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链长”，

向下游民营企业进行业务分解，为

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促

进民营企业总量增长。二是借鉴辽

宁省经验，建立系统完备、平等获

得、支撑有力、机制健全的民营企

业质量基础设施服务保障体系，促

进民营企业加速成长。三是周期性

地组织哈尔滨市民营企业参加“中

国品牌日”、上海“上交会”等各

类活动，拓宽视野，支持商会发挥

企业帮手作用，共同助力民营企业

成为哈尔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中

坚力量。四是充分调动广大黑龙江

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以市场为导

向，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在

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升制

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 四）推动形成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

1. 构建产业集群梯度培育体

系。一是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之都

的总体目标，加快构建区县级 - 市

级 - 省级集群梯次培育发展体系，

完善市地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

机制，完善产业、创新、财政、金

融、区域和公共服务等集群政策支

持体系，促进集群交流与合作，推

动集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二是

瞄准绿色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领

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及智能制

造、清洁能源装备、生物医药产

业，打造一群多链、聚链成群。

2. 搭建集群共性技术创新平

台。组织构建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创

新平台，围绕服务集群内部企业为

宗旨，掌握集群内部企业共性技术

研发，对研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利用政府的号

召力，将企业、科研机构和中介机

构三方资源整合，提供平台持续性

资金保障，提高搭建集群共性技术

创新平台的效率。

（五）聚焦本地前沿科技成果

转化

1. 优化科技成果供给机制。

各部门牵头形成科技成果供给保障

措施，最大限度地激发科研人员科

技成果转化的积极主动性，放开职

称评聘比例，对优秀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股权分红，从个人实际奖惩待

遇上对科研人员进行正向激励。充

分利用哈尔滨市现有人才和研究机

构优势，鼓励计算机科学、自动控

制、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领域的优秀团队和科研成

果，走出实验室，真正成为助力先

进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

2.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引

领。设立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

创新创业的投资引导基金，对处于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急需的科技成果尽早投

入，选小投入，重点支持其顺利成

长，发挥基金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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