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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演化的高级形态。我国大力

推动城市群建设的原因是希望利用大城市的辐射

作用，带动周围地带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从而使经济发展从非均衡走向新均衡。新

均衡是要素充分流动、开放创新的非均衡状态下

的一种均衡。本文选择研究的城市群是哈长城市

群，是因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可以为东北地区带

来新的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利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最终达到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

复兴的目标。

赫曦滢（2015）从提升产业一体化程度、整

合城市空间及城乡生态环境等几方面研究了哈长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及整合。杜立柱、张毅（2016）

以新常态为背景研究了哈长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并

提出了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于欣洺（2016）

通过城市交通网络的联系强度研究了哈长城市群

城市空间网格格局。阎东彬、丁波、陈雪（2017）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布

局。程莉莎、王士君、杨冉（2017）基于交通和

信息流研究了哈长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纵观文

献，现阶段大家对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空间布局上，而对哈长城市群应该如何

融合哈尔滨、长春两个核心城市的资源，如何

对接两地资源，如何建设哈长城市群研究的比较

少。因而，本文根据增长极理论，研究了哈长城

市群的发展路径，对如何建设哈长城市群、融合

核心两地资源提出了一些思路。 

二、哈长城市群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研究

 （一）哈长城市群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城市群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就，

城市集聚水平明显提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京津冀三个老牌城市群发展较好，其中，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发展得最好的，经济总量高，

发展较均衡。其余城市群的经济也在稳步增长，

空间结构也在逐步优化，经济之间的协作效应也

在逐步显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强劲。下

图为我国主要城市群的空间分布。

由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三个老牌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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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城镇较多，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

大，发展较好。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虽然规划范

围很大，但在规划范围内的城镇较少，城镇集聚

水平较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低。

哈长城市群涵盖的主要城市有黑龙江省的

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以及

吉林省的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延边

州。哈长城市群中没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作

为增长极核心城市的哈尔滨和长春是大型城市，

大庆、吉林、齐齐哈尔、松原四个是中型城市，

其余为小型城市。哈长城市群涵盖城市的主要指

标见下表。

由表中可以看出，哈长城市群中包含吉林省

6 个城市的人口总数达 2126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77.22%，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为 12077 亿元，占吉林

省全省生产总值总量的 85.88% ；黑龙江省 5 个城市

的人口总数达 2633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69.07%，

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为 13081 亿元，占黑龙江省生产

总值总量的 86.72%。哈长城市群的地区生产总值总

量为 25158 亿元，占两省生产总值总量的 86.31%，

人口总数为 4759 万人，占两省总人数的 72.49%。

对上述数据分析得出，哈长城市群无论是在

人口总量还是经济总量上都占据了两省的绝大部

我国城市群空间分布图 

哈长城市群城市主要指标表

数据来源 ：2015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2015 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松原市

延边州

合计

哈尔滨市

大庆市

齐齐哈尔市

绥化市

牡丹市

合计

城市
全市面积

（平方公里）

20604

27126

14080

5140

21090

43474

131514

53068

21219

42469

34873

40583

192212

年末总人口
（万人）

755

428

328

122

279

214

2126

987

276

553

553

264

2633

全市 GDP
（亿元）

5342

2380

1210

690

1596

859

12077

5340

4078

1209

1190

1264

13081

吉林省

黑龙江省



66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分。但相比于我国发展较成熟的老牌城市群，哈

长城市群的经济总量还很小，人口集聚水平还偏

低。由此可以看出，哈长城市群目前的发展还处

在初级起步阶段。

（二）哈长城市群现存问题

1. 人才大量流失，人口密度过低，劳动力稀缺

东北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在全国垫底，人才外

流现象也十分严重。哈长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必

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高层次的人才，然而，东

北目前的人口结构和人口集聚水平都严重阻碍了

哈长城市群的推进。

2. 区际间存在行政壁垒，联动效应差

哈长城市群规划范围内城市之间存在大量行政

壁垒，比如，各县级市之间通车少，公路行车需要

交过路费等。区际之间的竞争很正常，但我们不能

盲目追求自身的优势资源，而错失了地区间优势互

补的发展机会，从而导致各种要素无法充分流动，

区际间联动效应差，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3. 产业存在同构现象，生产性服务业欠发达

哈长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偏资源型、传统型和

重化工型，轻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城

市群内各城市分工不明确，产业低水平同质化严

重、竞争激烈。哈长两地的重工业近年来增长乏

力，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缓慢，吸纳劳动力的能

力薄弱，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产业不具有多

元结构，布局不合理。

4. 经济总量小，城镇等级结构不合理

哈长城市群经济总量小，建设城市群的经济

基础薄弱，不利于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此外，

哈长城市群所涵盖的城镇等级结构也十分不合

理，中型城镇和小型城镇数量偏少，城镇规模偏

小，实力弱，人口聚集度低。

三、哈长城市群发展路径研究

本文对哈长城市群发展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是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帕

鲁在 1955 年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促进区域

增长极形成最有效的手段是把区域中有限的资源

集中在主导部门的发展上来，通过对主导产业部

门的投入，形成产业链条，扩大市场需求，带动

其他相关部门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城市群

建设就是依据增长极理论的思想提出的。

城市增长极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首

先，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人口在空间

上集聚 ；其次，在地理上形成极化，导致回流效

应，进而达到核心区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 ；

再次，扩散效应显现，增长极辐射带动周围地带

经济发展 ；最后，城市增长极成为一个成长中的

都市中心。哈长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了资源在空

间上的集聚，中小城市的资源也向哈尔滨、长春

回流，哈尔滨和长春两个城市具有了一定的扩散

效应，但扩散效应不强。

基于增长极理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可以

按以下三个层面进行 ：

第一，战略层面。哈长城市群要找准自己的

战略定位，所谓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其实就是指

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从而根据目标来开展

自己的行动。哈长城市群战略定位应该是把自己

建设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把自

己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北方开放的门户，把自己建

设成为绿色循环低碳的城市群。有了这个战略层

面的定位，哈长城市群的建设才有了前进方向，

才能稳步发展。

第二，城市规划层面。城市规划层面我们

主要思考城市群空间格局布局、人口布局、城市

等级建设。首先，在城市群空间布局方面，应该

以哈尔滨、长春为核心，以哈大齐牧和长吉图为

发展带。其次，在人口布局方面，应该发挥哈尔

滨、长春大城市集聚效应，优化两市的综合服务

体系，转移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合理布

局。最后，在城市等级方面，应该大力发展中小

城市。中小城市应该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利用特

色资源，拓展自己的产业空间，提高自身的空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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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此外，我们在城市规划层面必须要重视的一

个问题是城市群的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只有城市群

内部的各城市交通运输畅通无阻，各城市的联系才

会更加紧密，才能实现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

第三，产业层面。哈长城市群产业面临的最

严峻问题是城市群内企业主要为重化工国有大企

业，中小企业由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欠发达因而数

量较少。因而，哈长城市群要大力发展轻工业和服

务业，鼓励扶持中小企业，扩大中小企业的数量。 

在中小企业建设方面，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弹性专业

化生产体系，这种体系要求较高的技术水平。弹性

专业化体系具有反应迅速，应对环境能力强，低成

本，多品种，零库存，短周期的优势。在这种体系

下，容易形成新产业区，这些新产业区有灵活性和

专业性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以及弹性劳动力，容

易获得学习上的优势，形成区域文化，促进产业优

化升级。

四、哈长城市群发展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哈长城市群发展目前处

于初级阶段，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

题，为了促进哈长城市群的发展，促使东北地区经

济逐步走向复苏，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优化人口布局，加大人才津贴力度，引

进人才，放宽落户条件

为了进一步优化黑龙江、吉林两地的人才结

构，应该加大人才津贴力度。此外，我们还可以为

引进人才的就业和创业提供相关支持政策，放宽落

户条件。但要想从最根本上解决东北的人口问题，

还是要从东北自身着手，鼓励生育二孩，支持高素

质人才返乡创业就业，留住东北区域自己的人才。

（二）构建哈长城市群特色分工网络体系，加

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

的充分流动

只有基础设施齐全完备，为区际间的要素充

分流动提供了可能性，才能为我们实现突破行政壁

垒、增强区际联动效应奠定基础。打破行政壁垒

我们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处理好行政区之间的关

系，破除观念束缚，实现行政区域间的良性互动 ；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资源能够在市场的配

置作用下自由流动，弱化行政干预 ；处理好区际间

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际联动

是哈长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步。

（三）加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轻工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实现产业多样化发展

哈长城市群必须转变自身的产业结构，鼓励

轻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促使哈长城市群的传统重工业向先进制造业转

变。与此同时，黑龙江、吉林两地都是我国的农业

大省，在发展哈长城市群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只重

视城市发展，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要逐步推动农

业走向现代化，充分利用两省的农业优势，发展与

之相关的轻工业，使低短的资源型产业逐步退出市

场。

（四）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促使城镇等级

合理化

哈长城市群应该重视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政

府应该从宏观上对城乡的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协调，

加强基层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镇公路交通

体系的建立，从而使小城镇的经济与大城市的经济

相接轨，摆脱小城镇孤立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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