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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城市建设发展现状分析 

作者：牛爽 来源：《学理论·上》 添加日期：10年03月24日 

  城市建设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

域，是一项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城市构建与环

境保护、进行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关系的重大工程。2007年哈尔滨市围绕城区

功能优化和产业布局，系统提升了城区路网整体功能，推进了道路交通项目、生态治理项目、路网

升级等工程建设。改善了群众的出行条件和生活环境，着重实施达标街路建设改造和道路大中修、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等一批民生工程。 

  一、哈尔滨市城市建设基本情况 

  (一)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基本情况。至2007年末，哈尔滨市共执行重点规划项目《哈尔滨市城市

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年)》、《哈尔滨市城市住宅建筑规划(2006-2010年)》、《哈尔滨城乡统筹

规划》及《哈尔滨市建筑建筑形态控制导则》等。 

  (二)哈尔滨市交通系统基本情况 

  1.道桥建设情况。至2007年9月，哈尔滨市共有城市道路2403条，长度1417.92公里，面积

2766.92万平方米，铺装面积2618.4万平方米，铺装率94.63%。 

  2.市内公共交通情况。至2007年9月，哈尔滨市区共有公共汽车1486台(其中豪华空调车266

台)，营运线路62条，营运里程总长1112公里。 

  (三)哈尔滨市公共事务基本情况 

  1.供水情况。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市政供水量26784万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73.38万立方

米，比上年增长1.24%。售水量21439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74%。 

  2.供暖情况。至2007年3月，哈尔滨市99.8%的居民住宅室温达到法定标准。 

  (四)哈尔滨市能源供给基本情况 

  1.供气情况。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管道燃气用户管理户数90921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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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液化石油气管理情况。至2007年9月，哈尔滨市市区内液化石油气储气罐126个，储气能力

3659万立方米/吨，年供气总量56166万立方米/吨。 

  3.供电情况。至2007年9月，哈尔滨市电业局供电面积3.7万平方公里。 

  (五)哈尔滨市城市环境建设基本情况 

  1.园林绿化。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新增绿地722公顷；新植树木334万株，成活率达96.87%；

栽花铺草137公顷，摆盆花7.3万盆。 

  2.环境卫生。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共有环卫职工5210人，专业车辆446台。 

  3.环境保护。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全市减排烟尘、粉尘12800吨、烟尘1845吨、二氧化硫209

吨，市区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为0.104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六)哈尔滨市防灾系统基本情况。至2006年末，哈尔滨市地震局加强地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预

报工作。全年共测定可定位地震73个，辖区内地震1个，共计召开12次协商会，形成协商报告17

份，对哈尔滨市辖区及邻近地区发生的地震活动情况发布了《震情简报》9期、《震情紧急通报》2

期。 

  二、哈尔滨市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一个畅通的城市建设轴。哈尔滨在近代是一座规矩均衡的城市，依据北临松花江、南

临马家沟的天然环境建设街道，利用滨洲、滨绥、哈大三条穿越市区的铁路把市区分割成南岗、道

里、道外和香坊四个不同区域，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和管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哈尔滨城区不断散射型

扩张，城市空间开始出现区域分布不明确、城市郊区化的态势。哈尔滨城市的发展虽然有过数次开

发建设和规划调整，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至今仍未能有效地梳理各功能区分割的总体结构，使城区

与城区之间未形成整体效应，缺乏区域分工，城市发展脉络不清晰。 

  (二)城市建设总体空间发展战略模糊。从国内城市发展的经验比较说明，对于城市建设来说，

战略转折性的规划方案具有重大意义。诸如上海“浦东开发”、广州“珠江新城”以及杭州的“走

向钱塘江时代”等都形成了规划预期引导的建设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哈尔滨城市空间的逐

年扩张依旧延续建成区边缘小地块增长的模式，即便是开发区的设立和规划，也未从区域整体发展

的角度作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上的开拓性设想，未能对城市空间发展规律做充分把握，建设开发区

未能为整个哈尔滨的城市远景做出发展方向性的指导，反而造成各城区之间的功能性雷同。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是指为直接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

共服务的设施和机构。城市基础设施的内容大体包括能源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供

水排水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及城市防灾系统六大系统。这六个系统形成相对完整的物质系统，发挥

各自独立的功能，建立专职部门，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协调。目前，哈尔滨市基础建设投资主要

集中在能源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供水排水系统，忽略了生态环境系统及城市防灾

系统的建设。 

  (四)城市形象建设不清晰。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按近代城市规划营建，以欧式建筑风格为基

调的城市中心区建设已成规模，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建国以后，哈尔滨被国

家确定为重点布局、集中建设的工业基地城市。由于其长期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定位、城市的粗

放型建设以及城市形象系统战略的缺乏，模糊了哈尔滨的城市形象，呈现在世人眼前的哈尔滨建筑

风格不再清晰，传统建筑群落渐渐在高层中淹没。但对外宣传中的城市形象却远远不足以改变哈尔

滨过去留给世人的印象。 

  (五)城市国际化建设欠缺。哈尔滨1932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前，城市人口已达到30多万，其中

外国侨民约占半数；商贸交通功能发育到较高水平，铁路客、货运输可以置同莫斯科、巴黎等欧亚

大城市，市面繁华充满异国情调。1932年之后虽逐步丧失了“国际贸易城市”地位，但依然是远东

物资集散和商贸流通中心，有着深厚的国际城市底蕴。哈尔滨就城市底蕴和发展取向来说，不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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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接轨，还要面向更广泛的国际取向。但哈尔滨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准备却缺乏国际化文化的生

活设施和环境，文化的包容度低和交流渠道不畅，削弱了国际资源顺利进入的可能性，并且尚未形

成适应国际化文化和环境交流和融合的功能分区。 

  三、哈尔滨市城市建设建议 

  (一)以综合发展理论指导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发展理论被称为城市建设的

综合研究或城市整体设计，是把规划的城市和区域建设看成是由各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

然物质要素综合而成的复杂开放系统，把城市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来进行研究、规划、

建设和管理。城市建设并不只是数量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而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质量

在内的全面改善。要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

重的目的出发进行全面建设，这样不仅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更要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丰富地区的文化内涵，保护地区的自然资源，维持地区的生态平衡。 

  (二)促进城区区域建设整体化。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区与城区之间的

原有规划分工关系被破坏，城区之间问题的不断出现，加大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难度，因此城市在

建设过程中需要相协调好城区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一个整体，城区是它其中的一部分，真正成功的

城市建设必须是区域建设，必须从区域整体化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建设，强调把区域作为规划分析的

主要单元，建立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的、分工明确的城区，使其构成完整协调的城市体系。对于城

市的规划和发展而言，所谓区域整体性的关键是协调发展城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既要站在全城的

高度和角度来看待单个城区的存在和发展；又不能脱离开城市过分强调某一区域，从而形成分工明

确、结构合理、协调发展、有生命的城市。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对社会经济活动承载能力的体现，是城市社会经

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基础设施水平集中体现了城市建设的水平，基础设施的状况如何决定着

一个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劣，进而决定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发展首先必须

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在经济学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大多是政府的财政投资。

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就要拓宽筹资渠道，将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渠道由单一转为多元化。采用城市

建设税与配套费，如附加费、初装费、增容费和建设基金等；争取国外的长期低息贷款；吸引居民

储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等办法。同时应加强对基础设施进行市场化运营，采用授予特许经营权的合

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外发行股权证券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 

  (四)加强哈尔滨城市形象建设。以哈尔滨近代保留下来的具有欧式建筑风格为基调的城市区域

为中心，加强哈尔滨城市形象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将哈尔滨建设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北方最适宜

人居的生态城市、冰雪文化和旅游名城，使哈尔滨不负“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在

原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之上续写哈尔滨无限的城市风情。 

  (五)加快哈尔滨国际城市设施建设。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证明：城市建设进程的开端与其

融入国际的时机在时间上是成正比的，城市建设水平的高低与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成正比的。可

见，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是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应加强国际化文化的生活设施和环境建

设，为开展国际性的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提供平台，形成举办国际会议的能力。同

时，建设国际化文化和环境交流和融合的功能分区，完善旅游设施，以接纳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和国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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