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市产业特色小镇创建规划（2019-2021 年）》发布实施

为在我市加快谋划和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要素集中、宜居宜业、富

有活力、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东北特色、国内知名的产业特色小镇，推

进产业集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等，

市发改委牵头编制了《哈尔滨市产业特色小镇创建规划（2019-2021

年）》，近日，已正式发布实施。

《规划》从哈市创建产业特色小镇的发展基础与意义，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产业导向、功能体系建设与空间布局，创建标准

与申报程序，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规划》提出，到 2021

年底，分批培育规划 20 个左右市级以上产业特色小镇，其中建设运营 5

个左右；到 2021 年底，重点规划创建的产业特色小镇初步形成主导产业

框架，特色产业比重占全部产业的 50%以上，收入年均增长 15%以上。

为了引导和规范我市产业特色小镇的创建工作，《规划》重点突出

三个导向：一是产业主导，积极培育技术创新主导型、产业优势主导型、

资源禀赋主导型、服务功能主导型、文化创意主导型五大类型的产业特

色小镇；二是功能导向，特色小镇是宜业、宜创、宜居、宜游的小镇，

是“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新空间，推进产业特色小镇建设需要

将生产、生活、生态和服务功能等全面融合；三是体制导向，按照“宽

进严定、验收命名、动态管理”的原则，建立产业特色小镇的创建机制，

加强对创建对象建设进度的动态监测和监督考核，实行优胜劣汰、有进

有退，按照“谋划一批、创建一批、建成一批”的步骤，分批培育产业

特色小镇。

《规划》的实施有利于纠正人们对特色小镇创建的认识误区，解决

顶层设计缺乏、产业特色不鲜明、政策配套不健全等问题，推动特色小

镇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哈尔滨机器人特色小镇创建规划》编制完成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黑龙江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市委

主要领导赴哈工大调研做出的工作部署，市发改委高度重视，组成工作

组，聘请专家团队，开展工作调研，高质量编制规划。规划编制历经实

地调研、方案编制、部门对接、专家论证、修改完善等多个阶段，现已

形成规划最终成果并发布实施。

哈尔滨机器人特色小镇选址哈尔滨市经开区，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为核心进行建设，力争到 2025 年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五大机器人配套产

业集群之一、全国三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器人龙头企业之一、全国智

能化生产生活模式示范和全国总部经济标杆示范区，建设一个机器人产

业集聚、欧陆风情宜居、具有北方生态特色的机器人特色小镇。预计到

2025 年，哈尔滨机器人特色小镇总投资达到 150 亿元，产值实现 500 亿

元。

《哈尔滨机器人特色小镇创建规划》小镇规划期限为 2019-2025 年，

规划面积近期（至 2023 年）约 1.7 平方公里，远期（至 2025 年）达到

3.9 平方公里。在建设布局上，规划提出将小镇用地布局划分为核心起



步区、未来发展区和周边配套区。规划期内主要进行核心起步区建设，

依托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现有基础进行发展，构建核心起步区“一核、三

轴、六片”的产业空间结构。远期结合发展需求，梯度进行未来发展区

和周边配套区建设。规划还提出了突破核心技术、发展重点产业、培育

壮大领军企业、推进重大项目和产品开发、打造总部基地、建设宜居环

境、体现生态特色七大重点任务。

当前我市建设机器人特色小镇十分必要，而且时间紧迫，形势严峻，

因此，应牢牢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抓紧进行建设。建设机器人特色小镇有

助于我市重新抢占我国制造产业前沿高地；完善我市科技创新创业新形

象；为高科技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促进哈市城市功能结构更新；带动哈

市工业制造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为在哈尔滨市加快谋划和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要素集中、宜居宜业、富有活

力、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国内知名产业特色小镇。哈尔滨市发改委牵头编制了《哈

尔滨市产业特色小镇创建规划（2019-2021 年）》（简称《规划》）。近日，该

《规划》已正式发布实施。

《规划》中明确，产业特色小镇重点聚焦通用航空、人工智能、机器人、军

民融合、绿色食品、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等具有比较优势、引

领技术发展趋势、适合集聚发展、未来极具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或优势产业，

强化食品、装备制造、医药和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突出冰雪、文旅、

康养、生态、观光农业等现代服务业。重点规划创建技术创新主导型、产业优势

主导型、资源禀赋主导型、服务功能主导型、文化创意主导型等五类产业特色小

镇，并优先规划创建一批市直部门或区县（市）政府推荐、有选址意向、符合产

业政策导向、产业定位较为鲜明或投资和建设主体比较明确的产业特色小镇，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项目向产业特色小镇集聚，形成类型多样、充满活力、

富有魅力的全市产业特色小镇竞相发展新格局。

通航小镇

《规划》提出，到 2021 年底，分批培育规划 20 个左右市级以上产业特色小

镇，其中建设运营 5个左右；重点规划创建的产业特色小镇初步形成主导产业框

架，特色产业比重占全部产业的 50%以上，收入年均增长 15%以上；特色产业的

示范带动效应初步显现，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区、

县（市）结合实际，自主谋划建设一批区、县级产业特色小镇，并按照市级标准，

制定相应的建设标准和扶持政策。

通航小镇功能分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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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际啤酒文化旅游小镇规划图

据了解，产业特色小镇是以特色产业集聚为核心、以特色空间单元为载体、

以中高端要素集成为动能，集科创制造、居住生活、景观旅游于一体的特定区域，

具有空间利用集约、主导功能突出、建设运营一体化、“三生”融合等特征，要

求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制度“活而新”，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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