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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cycling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
lu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tatu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Heilong-
jiang Province,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se cities, including the shortage of indus-
trial innovation, the weakness of private economy, the serious brain drain, the local fiscal straits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Finally,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which are helpful to solve the “re-
source curse” predica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se re-
source-based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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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产业结构理论等，总结了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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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产业结构转型中面临的产业创新不足、民营经济偏弱、人才流失严重、地方财政困难、生态环境

恶化等问题，最后从政府、产业和企业三方面提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对策，为促进黑龙江省资源

型城市破解“资源诅咒”困境、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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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在众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

却出现了经济增长滞后于资源稀缺国家或地区的现象，经济学界称之为“资源诅咒”[1]。黑龙江省作为

我国传统的资源大省，煤炭、石油、木材等自然资源储量丰富，资源型城市数量较多，按产业类型可划

分为煤炭城市(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鹤岗市)、石油城市(大庆市)、林业城市(伊春市、大兴安岭

地区、黑河市、牡丹江市、尚志市、五大连池市)三大类，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促进国民经济

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近年来，这些城市逐步陷入“资源诅咒”困境，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

恶化、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加快调整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激发转型升级内生动力，

进而破解“资源诅咒”困境已迫在眉睫。 

2.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 

近年来，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推动下，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市场活

力开始释放。但由于资源型城市路径依赖严重，加之受到经济“新常态”以及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

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较为缓慢，主要表现为

第一产业多集中于粗加工环节，第二产业主要依赖化工产业，第三产业中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仍显不足。 

2.1. 第一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多集中于粗加工环节 

本文选取 2007~2016 年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在该城市 GDP 占比，

对该省资源型城市的第一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见，2007~2016 年间，全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但黑龙江

省则波动上升。其中，大庆市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十年间均低于全省与全国水平；七

台河市在 2012 年以后高于全国，但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牡丹江市、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伊春市、

大兴安岭市、黑河市七个城市则均高于全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黑河市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比重大于 40%，形成第一产业占据“半壁江山”的产业结构。 

此外，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一产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占比不平衡，其中农业总产

值占比均超过 50%。在“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等政策引导下，自 2015 年开始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农

产品加工业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但大部分农产品仍以原材料或粗加工产品进入市场，深加工环节偏

弱、附加值低，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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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尚志市和五大连池市大量数据缺失，因此本文不做统计。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output value of primary industry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1.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比 

2.2. 第二产业占比逐步下降，但仍主要依赖重化工产业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如图 2 所示。以 2016 年为例，该年度

全国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 39.8%，而黑龙江省产值仅占比 28.6%，除大庆市外，其他资源型城市第二产

业产值占比均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因此，黑龙江省曾倚重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格局正发生深刻

变化。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valu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2.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 
 

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如表 1 所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以煤炭、石油等行业为主的重化工产业

占比仍较大，比重均超过 50%。其中大庆市工业产值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高达 99.20%，占地区 GDP 比

例达到 57.92%。黑龙江省其他资源型城市工业产值在该地区 GDP 占比多在 10%~35%之间，仅大兴安岭

地区在 10%以下。此外，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建筑业发展则相对缓慢，其建筑业产值在该地区第二产业

产值中的占比多低于 20%，在该地区 GDP 中的占比低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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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cond industry composi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16 
表 1. 2016 年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构成 

地区 第二产业

(亿元) 

工业 建筑业 

产值(亿元) 占地区第二产

业产值比例(%) 
占地区GDP
比例(%) 

产值 
(亿元) 

占地区第二产

业产值比例(%) 
占地区 GDP
比例(%) 

全国 299280.1 250727.7 83.78 34.11 49701.8 16.61 6.76 

黑龙江 4400.7 3647.14 82.88 23.70 874.23 19.87 5.68 

鸡西 125.8 117.2 93.16 22.61 8.8 7.00 1.70 

鹤岗 79.0 74.0 93.67 28.02 5.0 6.33 1.89 

双鸭山 96.6 83.1 86.02 19.00 13.6 14.08 3.11 

大庆 1523.9 1511.7 99.20 57.92 12.2 0.80 0.47 

伊春 49.5 36.5 73.74 14.53 13.0 26.26 5.18 

七台河 79.1 77.3 97.72 35.69 2.7 3.41 1.25 

牡丹江 472.7 418.8 88.60 34.02 54.3 11.49 4.41 

黑河 70.4 55.9 79.40 11.87 14.5 20.60 3.08 

大兴安岭 13.3 7.8 58.65 5.42 5.5 41.35 3.82 

2.3.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但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 

与第二产业在 GDP 所占比重不断缩减形成鲜明对比，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产值逐年扩大，

如图 3 所示。2007~2016 年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占该地区 GDP 比例均高于 30%，并均呈现加速

发展状态，逐渐成为拉动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整体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黑龙江

省平均水平。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3.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占比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所

占份额偏高，现代服务业中的旅游业、物流业等发展较快，但新兴服务业中电子信息业、生物医药等仍

亟待发展，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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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output value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tertiary industry in 2016 (unit: %) 
表 2. 2016 年各行业产值在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单位：%) 

地区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旅游业 电子信息业 其他 

全国 18.93 3.48 16.40 8.70 11.01 4.06 37.44 

黑龙江 23.46 5.87 9.53 9.56 10.42 3.85 37.31 

鸡西 21.99 4.95 10.95 13.92 10.73 3.26 34.20 

鹤岗 16.25 6.99 12.23 7.84 14..01 6.91 49.78 

双鸭山 15.54 6.06 25.66 6.91 11.97 3.92 29.94 

大庆 24.55 4.54 6.56 5.97 12.85 3.35 42.18 

伊春 12.09 8.02 12.12 8.58 9.11 0.90 49.18 

七台河 20.93 3.94 14.42 12.11 5.43 3.57 39.60 

牡丹江 26.51 4.79 5.68 6.88 22.97 3.12 30.05 

黑河 14.93 5.37 11.52 4.66 18.73 2.99 41.80 

大兴安岭 18.95 6.58 7.95 10.26 5.13 2.14 48.99 

3.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存在问题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多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时期，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大量的

矿物原料，促进工业化进程及经济增长。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些资源型城市的

原生功能开始弱化，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产业创新不足、民营经济偏弱、人才流失严重、地方财

政困难、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发展陷入“资源诅咒”困境。 

3.1. 产业创新不足 

近年来，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能力虽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作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密集型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较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周期长、转化效果不理想，加之

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投入成本高、收益慢，尤其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良好的外部环

境，导致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力不足，产业转型缓慢。因此，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采用先进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利用技术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快

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3.2. 民营经济偏弱 

长期以来，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主要以采矿业和资源粗加工等传统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但这些产业

多以国字号、大字号企业为主体，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总量偏弱、质量不高，存在负担重、人才缺乏、

融资难和融资贵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短板。例如，大庆市 2017 年民营经济增长

9.7%，拉动 GDP 增长 3.2%，总量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41%以上，但该比例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同时，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民营企业发展理念落后、内生动力不强，在带动产业结构转型方

面仍显乏力。 

3.3. 人才流失严重 

近年来，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增长趋于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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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状态，大部分资源型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生育率低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也趋于严重。2016 年黑

龙江省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为 440.7 万，占比 11.6%，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1.07 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经济

不景气且人才待遇相对较低，致使本地人才流失严重。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持续下

降(如表 3 所示)，2015 年鹤岗市、双鸭山市、大庆市、伊春市、七台河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量与 2011
年相比其下降幅度均高于资源型城市平均水平，鹤岗市和七台河市下降幅度更是高达 20%以上。 
 
Table 3. Statistics of employe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it: 10,000 person) 
表 3.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统计(单位：万人)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增长率 

黑龙江 440.66 430.60 428.50 430.80 417.77 −5.19% 

鸡西 27.48 27.40 19.00 24.54 28.28 2.91% 

鹤岗 26.18 25.90 22.50 19.96 19.88 −24.06% 

双鸭山 14.95 14.40 16.20 20.93 13.72 −8.23% 

大庆 55.50 54.10 53.10 53.06 52.02 −6.27% 

伊春 19.03 19.90 19.30 18.38 17.40 −8.57% 

七台河 14.07 13.60 12.70 12.62 11.17 −20.61% 

牡丹江 23.83 23.00 26.50 26.38 26.48 11.12% 

黑河 30.18 31.40 31.60 31.34 30.65 1.56% 

资源型城市合计 211.22 209.7 200.9 207.21 199.6 −5.50% 

注：大兴安岭地区数据缺失，在此不做统计。增长率为 2015 年与 2011 年数据相比结果。 

3.4. 地方财政困难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长期处于财政赤字，主要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的大量央企向国家上缴税收作

为中央政府收入，对地方政府而言属于财政净流出，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科教行业及新兴

产业开发中，严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以大庆市为例，2006~2015 年大庆市上缴中央的财政

收入占上缴比例 78%以上(如表 4 所示)。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原油市场量价齐降，石化行业进入“三期叠

加”的困难时期，大庆市原油产量逐年调减，给财政收入带来较大冲击。此外结构性减税政策也在一定

程度上拉低了大庆市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抑制了新能源开发的资金投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Table 4. Financial handover in Daqing city from 2006 to 2015 
表 4. 大庆市 2006~2015 年财政上缴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缴中央(亿元) 383.9 360.1 427.3 364.6 378.4 653.2 751.9 797.2 743.8 497.1 

上缴省(亿元) 85.8 80.8 91.7 61.9 79.7 122.0 159.4 170.5 200.5 108.7 

上缴中央的财政 
收入占比(%) 

81.73 81.67 82.33 85.49 82.60 84.26 82.51 82.38 78.77 82.06 

3.5. 生态环境恶化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发展基本沿着重生产、轻生态的轨迹前进，这种发展路径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带

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煤炭开采使得水资源受到污染，建筑物构筑遭到破坏，城市环境受煤矿石、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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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农田大面积塌陷，森林过度采伐导致水土流失、水土沙化，石油开采导致土地沙碱化等等。例如，

近年伊春和大兴安岭蓄水固土抗风沙能力明显减弱，四煤城近 530 平方公里的地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塌陷，

大庆市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达到了 80%以上。这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给黑龙江省资源型

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了严重制约。 

4.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对策 

针对黑龙省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的上述问题，从政府、产业、企业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以促进资源

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 转变政府职能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与统筹安排，但由于长期执行国家计划管理，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过多参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具体经济活动，从而导致政市不分、政企

不分、政社不分现象严重，不仅降低了市场活力，而且造成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2]。因此，应推动资

源型城市机制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及社会的关系，真正释放地区发展的内

生动力。 
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点在于厘清地方政府与市场边界，建立“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相协调的模式[3]。一是树立“有为政府”的思想观念，明确地方政府的权力、责任和能力限度，重点发

挥政府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引导、监督、调节作用，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二是打

造“有效市场”的良性土壤。加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等有效制度供给，降

低制度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坚持市场在淘汰落后产

能、出清“僵尸企业”，有效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促进自然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

充分流动。 
2) 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第一，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关系。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央企数量

多、领域广，在行政上又不隶属地方管理，人财物独立，易形成与地争利的局面(梁启东，2016)。因此，

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财税体制改革，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有关央企的税费分配比例(余夕志，2016)，有效

解决资源型城市财政困难问题。同时，通过股权多元化等方式推动央企改革，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或地

方企业与央企在项目中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入股，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4]。第二，理顺地方政府与民

营企业的关系。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当务之急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切实解决

民营企业投资经营中的门槛多、手续繁、成本高等系列难题，减轻民营企业负担、拓宽融资渠道、改善

金融服务。 
3) 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的最大压力是社会保障及生态环

境问题。因此，政府应妥善处理好转型企业富余人员安置及社会保障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

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同时，还应制定完善的“人才吸引”政策，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激励程度，提升人才服务意识，引进并

留住人才[5]。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应尝试建立由中

央政府主导协调、资源型城市各级政府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污染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相结合的补偿体系，

避免陷入“矿竭城衰”的困境。 

4.2. 推动产业体系重构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由于产业链断裂、价值链松散和创新投入不足，导致产品附加值较低、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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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较差，从而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应依托地区优势和特色，按照黑龙江省“布局合理、功能明

确、用地节约、要素集聚”总体要求，通过理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主导产业与配套产业、资源类产

业与非资源类产业的关系，推动产业体系重构与产业升级。 
1) 理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一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依托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基础及资源优

势，坚持产城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装备、石化、能源、食品等传统产业的产品升级与更新

换代，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引导创新资源加速集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信息技术与资本融合，全面对接《中国制造 2025》与“龙江

丝路带”建设规划，引进一批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等大项目，打造一批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石

墨新材料、极地工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等大基地，加快形成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2) 理顺主导产业与配套产业的关系。在充分发挥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以装备制造高

端化、石化能源精细化、食品产业品牌化和生态旅游特色化为方向，突出主导产业的纵向延伸和横向集

聚。通过大力招引龙头型、基地型、补链型项目，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配套产业为重心，结合“飞地

经济”模式，跨城市建设一批功能完善、定位明细、主业突出的产业园区。同时，也可大力吸引同源企

业、同类企业和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入驻，加快形成分工有序、相互协作、前后配套、各具特色的产业集

群发展格局，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分工合作的配套优势。 
3) 理顺资源类产业与非资源类产业的关系。全力实施资源类产业与非资源类产业的多元发展战略，

分阶段调整两类产业的比例，不断提升非资源类产业在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通过构建多元化

产业体系，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功能转型，破解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路径依赖与“资源诅咒”困

境。同时，可基于资源型城市特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深入实施互联网 + 油气生产、

互联网 + 装备制造、互联网 + 中小微企业、互联网 + 生态旅游、互联网 + 边贸物流等工程，实现资

源类产业与非资源类产业的跨界融合，加速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4.3. 加快企业生态链建设 

企业是资源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的主力军，而推动企业生态链建设，通过聚集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大中小微企业等多类型企业，形成多个技术上替代又配套、市场上竞争又结盟的生态

链，无疑为加速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因此，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应理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推动企业生态链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生态链在推动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带动作用。 
1) 理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中应遵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坚持公

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生态链。一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合资合作、

股权置换、资产置换等方式，推进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国有企业进行优胜劣汰重组新企业。

二是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公共事业等行业的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充分依托资

源型城市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进入能源资源开发、接续等替代产业领域，参与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并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

民营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2) 理顺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高、市场竞争力

弱。因此，资源型城市应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形成良好的生态链，引导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自

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围绕大企业、大集团开展协作配套，发展配套产品、订单产品，提高资源型城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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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配套水平和能力。同时，鼓励和支持大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发挥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市场优势，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营销推广等合作机会，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创业兴业。

同时，积极争取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国中创投)、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投资基金，将资金有效注入处

于相对弱势的中小微企业，促进产业链和产业群的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迫切而艰巨，尤其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地区内原本

固有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激发，其转型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因此应认清形势、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通过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推动产业体系重构、加快企业生态链建设，形成产业结构转

型“合力”、寻找转型突破口、破解“资源诅咒”困境，有效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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