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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及下辖各市（地区）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

（2024） 

公共融资部   李星星 

经济实力：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和粮食产地，以能源、装备、石化和

食品等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近年受资源衰竭、产业结构、人口老龄化及人才流

失等因素制约，经济增长较为乏力，经济规模持续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2023 年，

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9 万亿元，规模居全国各省市降序排列第 25 位；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6%，增速低于全国水平 2.6 个百分点，成为当年全

国经济增速最低的省份。从产业结构看，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 14 年位居全国

第一，农业对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则增长乏力，服务业是区

域经济增长的首要拉动力。2023 年，全省分别实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

3518.3 亿元、4291.3 亿元和 8074.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6%、-2.3%和 5.0%，

增速较上年分别提高 0.2 个、下降 3.2 个和提高 1.2 个百分点。从需求端看，2023

年黑龙江省消费市场升温，但投资和进出口增速明显下滑，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

仍低于全国水平。2024 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3%，全省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从下辖地级市（地区）（简称“地市”）情况看，2023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经

济格局变动不大，经济总量仍呈明显分化态势。其中哈尔滨作为省会城市，其经

济首位度仍显著，油城大庆规模次之，当年二者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5576.3 亿

元和 2862.5 亿元，合计占全省GDP的比重达 53.1%。除哈庆齐绥 4 市外，其余 9

个地市GDP规模均在千亿元以下，其中双鸭山、鹤岗、伊春、七台河等地市产业

结构单一，受资源枯竭、环保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经济体量较

小，在全省各地市经济规模排名靠后。从增速看，2023 年全省各地市经济增速总

体较上年下滑，其中经济体量较小的大兴安岭转为负增长，当年增速为-0.4%，

较上年下降 5.6 个百分点，成为当年全省唯一负增长及增速降幅最大的地区；而

作为上年全省唯一负增长的大庆则转为正增长，增速较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至

1.8%，是当年全省经济增速增幅最高的城市，但增速仍低于全省水平。同年牡丹

江和黑河 2 市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分别为 4.2%和 4.0%，分别较上年提高 1.2 个、

0.7 个百分点；除上述四市及齐鸡两市外，剩余七个城市经济增速则处于 2%-4%

之间。从产业结构看，目前第三产业在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2023 年全省共有 10 个地市三产占比超过 40%，其中哈尔滨、牡丹江、大兴安岭

占比过半，省内第一大工业城市大庆仍以二产为主，绥化、佳木斯和黑河 3 市一

产占比则均超四成。2024 年前三季度，从目前已发布GDP及增速的 10 个地市来

新
世
纪
评
级
版
权
所
有



区域研究报告 

2 

看1，全省各地市经济呈“8 增 2 降”，其中保持增长的 8 个地市增速均值为 2.5%，

呈低位运行状态。从规模看，哈庆仍领先于其他地市，当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4329.3 亿元和 2012.5 亿元。 

财政实力：黑龙江省财政实力在全国各省市中相对偏弱，财税收入质量一般。

2023 年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96.15 亿元，同比增长 8.2%，税收比率为

61.6%，略高出上年 0.1 个百分点，在全国 31 省市中分别排名第 25 位、第 27 位，

其中税收比率排名较上年下降四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矛盾仍突出，公共财

政支出对上级补助收入、债务收入等依赖较大。2023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

率仅为 24.2%，上级补助收入2占全省财政收入合计的比重为 46.7%，对财政支出

缺口形成重要补充。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黑龙江省财力贡献较小，且 2023 年

继续减收，自平衡能力持续减弱。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148.18 亿

元，同比下降 3.1%；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 21.8%，较上年下滑 5.9 个百分

点。2024 年上半年度，黑龙江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

当期，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7.2 亿元，同比增长 3.1%，一般公共预算自

给率较 2023 年略升 1.8 个百分点至 26.0%；同期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

微增 1.1%至 68.5 亿元，其中受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同比下降 2.9%至 45.7 亿元。 

从下辖地市情况看，黑龙江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次序大致相同。2023 年，哈尔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仍领先其他地市，为

313.1 亿元；依托于雄厚的油化工业基础，大庆以 170.1 亿元居全省第二位，但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所下降；齐齐哈尔则首次突破百亿元，以 112.2 亿元居

全省第三位；其余 10 地市均低于 90 亿元，其中大兴安岭以 13.8 亿元体量仍居

全省末位。从增速看，2023 年除大庆（-7.1%）仍为负增长外，其余地市呈现不

同程度的正增长，增速处于 4%-37%之间。从构成看，2023 年全省各地市税收收

入整体呈增长态势，增速均值达到 10%，其中增速最高的是体量较小的伊春，增

速为 24.3%，而双鸭山、大庆、七台河是当年全省仅有的三个负增长地区；同时

除哈尔滨（76.5%）、佳木斯（38.9%）、牡丹江（37.2%）外，其余地市税收比率

处于 40%-70%之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总体尚可。但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

自给能力普遍偏低，除大庆（46.1%）外，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在 35%以下，

对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高。2023 年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仍主要来

自哈尔滨，受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哈尔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4.7%

至 51.4 亿元，在全省占比 34.7%。其余地市也主要受制于区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

低迷，土地出让规模小，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仅绥化、大庆 2 市略超 15

                                                             
1 牡丹江、双鸭山、七台河 3 市暂未披露 2024 年前三季度 GDP 及增速情况。 
2 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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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整体对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贡献较小，相对应各地市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从目前可获取的黑龙江省 8 个地市3情况看，2024

年上半年度，黑龙江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均呈“6 增 2 降”，其中

哈尔滨收入和支出规模仍居首位。 

债务状况：2023 年以来，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以一般债

务为主的政府债务规模保持增长，在全国各省市中仍处于中下游水平，截至 2023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8497.3 亿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1206.4 亿元，位于全

国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25 位。但由于自身财力偏弱，政府债务相对负担较重，

以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23 年黑龙江省

该指标为 6.09 倍，位列全国 31 个省市该指标降序排列第 7 位。2024 年前三季

度，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1060.9 亿元，位列各省市第 25 位；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全省存续期内政府债券余额为 9019.9 亿元，仍居全国各省市第 24 位。

从黑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全省城投企业 2023 年末带息债务合计

为 1039.38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 26 位。整体来看，黑

龙江省政府债务及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均较小，但相较于区域财力，政府债务

负担在全国各省市中相对较重，而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总体不大，在全国处于

中下游水平。 

从下辖地市情况看，2023 年末哈尔滨政府债务余额在黑龙江省内各地市中

规模仍最大，达 3253.3 亿元，占全省债务规模近四成；其次为牡丹江、绥化、齐

齐哈尔、佳木斯、大庆 5 市，政府债务余额处于 500 亿元-580 亿元之间，压力相

对较重；大兴安岭政府债务余额为 46.2 亿元，绝对规模系全省最小，但全省政府

债务相对压力最轻的是大庆，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合计数的比值为 2.7 倍，其余地市该比值处于 3 倍至 9 倍之间。黑

龙江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在全国各省市中相对较小，截至 2024 年 9 月末仅哈尔

滨、大庆、牡丹江、齐齐哈尔 4 市存在存续城投债，期末债券余额合计为 142.6

亿元，较 2023 年 9 月末继续减少 39.9%，其中哈尔滨和大庆城投债余额位居前

两位，合计占全省七成，但整体偿付压力尚可；齐齐哈尔带息债务规模较大，城

投平台债务负担为全省最高，2023 年末城投带息债务为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2.8 倍。 

 

 

 

                                                             
3 包括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黑河、鸡西和七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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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黑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和粮食产地，以能源、装备、石化和食品等传统

产业为主导产业，近年受资源衰竭、产业结构、人口老龄化以及人才流失等因素

制约，经济增长较为乏力，经济总量持续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从产业结构来看，

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持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农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工业经济增长乏力，服务业已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拉动力。2023 年

黑龙江省消费市场升温，但投资和进出口增速明显下滑，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年经济处于低位运行状态。2024 年前三季度，全省经济

仍呈低速增长态势。 

建国初期，国家通过集中投资，在东北地区建设了以原材料、能源、装备制

造为主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形成了以资源型产业以及制造业为主的产业体系，

成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近年来，因资源衰竭、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人口老龄化

以及人才流失等要素影响，东北经济呈现衰退态势，其经济发展与东中部省份之

间的差距逐步拉大。黑龙江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粮食产地，受传统产业持续

衰退、新兴替代产业发展滞后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2023 年，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9 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

国各省市第 25 位，排名与上年持平；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6%，增速与

上年持平，但低于全国增速 2.6 个百分点，成为当年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省份。 

图表 1.  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局公开数据，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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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23年黑龙江省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及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黑龙江省已呈现收缩型社会的特征，近年全省自然人口增长率整体呈现下

跌，而老年人口占比自 2011 年起持续较快提高，自 2014 年起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且幅度持续走阔。截至 2023 年末，黑龙江省常住人口 3062.0 万人，较上年

末减少 37.0 万人，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94‰，人口负增长程度继续加深。

从年龄结构看，劳动力年龄人口（15~64 岁）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 72.4%，较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下降 1.7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的比重为 18.8%，较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 3.2 个百分点。目前，人口流失

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已对黑龙江省劳动力供给、消费需求释放形成不利影响，且

加重了地方政府在养老、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支出的财政负担，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地区经济发展后劲。 

图表 3.  黑龙江省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老年人口占比对比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作为世界四大黑土带之一，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持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是我

                                                             
4 2020 年末相关人口数据源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报，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此次普查与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的年平均增长率，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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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支点，农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黑

龙江省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 3518.3 亿元，同比增长 2.6%；同年，全省粮食总产

量达到 7788.2 万吨，占全国 11.2%，连续 14 年位列全国第一。同年，黑龙江省

第一产业占比达 22.2%，显著高于全国第一产业占比 15.1 个百分点。 

工业方面，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集中投资等地缘政治历

史原因，黑龙江省形成了以能源、装备、石化、食品四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

长期以来第二产业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结构深

度调整期，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以资源型和重工业为主

的黑龙江省工业经济承压，工业增长乏力。2023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291.3

亿元，占全年 GDP 比重为 27.0%，较上年下滑 1.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 2.3%，增速较上年下滑 3.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水平 7.0 个百分点。同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3%，较上年下滑 4.1 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

看，主要因大庆石化等三大炼厂同期检修，石油、煤炭、焦炭等大宗物资价格下

降，造成能源行业产值和产量同步大幅下滑，2023 年全省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3.9%，其中石化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8.9%。同年全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 11861.0 亿元，同比下降 5.6%，实现利润总额 396.2 亿元，同比下降

35.6%。 

近年来，受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影响，服务业逐步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

要动力。2023 年全省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8074.3 亿元，同比增长 5.0%，增速较

上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但低于全国水平 0.8 个百分点；此外，当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 50.8%，为区域经济的主要构成，其中旅游业对服务

业贡献大，随着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全年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2 亿人次，

同比增长 85.1%，实现旅游收入 2215.3 亿元，同比增长 213.8%。 

图表 4.  黑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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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黑龙江省第二、三产业同比增速与 GDP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需求端看，2023 年黑龙江省投资和进出口增速明显下滑，消费呈恢复性

增长。当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下降 15.4 个百分点至 14.8%，其中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同比下降 23.8%、14.6%、14.0%。同时，全省房地产投资

持续低迷，2023 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457.0 亿元，同比下降 27.3%，房地产销

售继续下滑，当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7.3%。短期内黑龙江省仍将处

于去产能、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期，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是全省稳增长的重要手段。

消费方面，2023 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5634.2 亿元，同比增长 8.1%，增

速由负转正，较上年提升 14.1 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从人均可

支配收入看，2023 年黑龙江省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65

万元和 1.98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4.8%和 6.3%，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8 万元

和 2.17 万元），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滞后，以及人口流出和老龄化的加剧等，或将

成为制约区域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对外贸易方面，2023 年黑龙江省完成

进出口总额 2978.3 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速较上年下滑 20.7 个百分点；其

中，进口额为 2217.7 亿元，同比增长 5.3%，出口额为 760.6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图表 6.  黑龙江省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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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黑龙江省进出口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2024 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2.3%，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126.5 亿元、

3162.2 亿元和 6489.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1%、-1.8%和 4.1%。同期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 4.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52.6 亿元，同比增长

1.7%；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48.0 亿元，同比增长 7.6%，进出口增速居全

国第 16 位，高于全国同期增速 2.3 个百分点，仍以进口为主，其中进口额为 1735.9

亿元，同比增长 5.7%；出口额为 612.1 亿元，同比增长 13.3%。 

东北振兴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性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自 2003 年

做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以来，对东北地区采取一系

列支持、帮助、推动振兴发展的专门措施。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进一

步显现，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面

临新的困难和挑战。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获得中央各项政策扶持，且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黑龙江省有望更为

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把自身打造为东北亚经贸合作的中心枢纽，

同时 2021 年 9 月国务院已批复《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地区发展

持续面临较好的政策机遇。2022 年以来，黑龙江省陆续出台了关于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等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打造全省发展新引擎，

并印发《黑龙江省产业振兴行动计划（2022-2026 年）》、《黑龙江省科技振兴行动

计划（2022-2026 年）》、《黑龙江省冰雪经济发展规划（2022-2030 年）》、《黑龙江

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将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产业

引领力、技术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构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龙江

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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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黑龙江省财政实力在全国各省市中相对偏弱，财税收入质量一般。2023 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所增长，但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矛盾仍突出，一般公共预

算自给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公共财政支出对上级补助收入、债务收入等依赖较

大。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全省财力贡献较小，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继续减收，自平衡能力继续减弱。2024年上半年度，

黑龙江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 

黑龙江省地方财力对上级补助收入依赖较大，2015 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规模上升，债务收入成为地方收支缺口的重要补充；而相对于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黑龙江省财力贡献较小。2021-2023 年，黑龙江

省财政收入合计5分别为 7841.77 亿元、8423.69 亿元和 10315.52 亿元，其中上级

补助收入（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合

计的比重分别为 47.7%、50.0%和 46.7%，占比处于较高水平；债务收入占全省财

政收入合计的比重分别为 17.7%、15.1%和 20.4%。随着东北振兴战略的推进以

及黑龙江自贸区的建设等，2017 年以来黑龙江省获得的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性

支付规模稳定在 3000 亿元以上，在全国各省市中处于前列，中央财政支持力度

大且稳定性较强，能够对地方财力形成有力支撑。 

图表 8.  2021-2023年黑龙江省财政收收入合计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财政决算表，新世纪评级整理 

一般公共预算方面，2023 年黑龙江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96.15 亿元，

同比增长 8.2%，在全国 31 省市中排名第 25 位，排位与上年持平。其中，税收

收入为 859.65 亿元，同比增长 8.4%；同年全省税收比率为 61.6%，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在全国 31 省市中排名第 27 位，排位较上年下降四位。 

                                                             
5  本报告中，财政收入合计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总计三项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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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2022-2023年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2023 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776.4 亿元，同比增长 6.0%，主要

支出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教育、卫生健康和一般公共服务等领域，

上述五项支出分别为 1504.7 亿元、1087.2 亿元、608.7 亿元、442.3 亿元和 399.9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矛盾突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2023 年为 24.17%，较上年略微提高 0.5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对上级补助收

入、债务收入等依赖较大。 

图表 10.  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财政决算表，新世纪评级整理 

政府性基金收入对黑龙江省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较小，2023 年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占全年财政收入合计的比重为 1.4%，较上年继续下降 0.4 个百分

点。由于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土地

供应计划和土地市场行情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随土地市场降温，全省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逐年减少，2023 年为 148.18 亿元，同比下降 3.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为 91.74 亿元，同比下降 15.3%。从平衡情况看，2023 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为 681.32 亿元，同比增长 23.4%，主要是当年发行使用专项债券额度总

体增加带动。整体来看，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由 2017 年的 101.2%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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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3 年的 21.8%，目前处于低水平，自平衡能力弱。 

图表 11.  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自给率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财政决算表，新世纪评级整理 

2024 年上半年度6，黑龙江省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

当期，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7.2 亿元，同比增长 3.1%，其中主要受增值

税同比下降 7.1%至 165.9 亿元影响，当期完成税收收入 449.2 亿元，同比下降

1.0%；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9.9%至 298.0 亿元，主要因纪检监察和法院罚没收入

增加带动罚没收入同比增长 26.5%，以及省内各地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大资

源资产处理力度带动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长 11.3%。同期，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73.0亿元，同比增长 2.9%；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26.0%。

此外，2024 年上半年度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略增 1.1%至 68.5 亿元，其

中主要受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9%

至 45.7 亿元；当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9.8 亿元，同比下降 59.9%，主要系受

上年同期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支出抬高基数影响。 

二、下辖各市（地区）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黑龙江省下辖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佳木斯、鸡西、鹤

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和黑河 12 个地级市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从省内区域

经济发展看，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分化较为明显，区域经济大致可分为

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由哈尔滨、大庆构成的首位经济区域，上述两地产业基础

相对良好，经济发展水平亦相对较高；第二梯队由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佳

木斯组成，该区域经济在全省处于中等水平；第三梯队则包括鸡西、黑河、双鸭

山、鹤岗、伊春、七台河和大兴安岭地区，受制于区位因素以及资源枯竭7，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6 黑龙江省 2024 年上半年度财政收入及增速均来自 2024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通报。 
7 在国务院先后确定的 69 个资源枯竭城市（县、区）中，黑龙江省的伊春、大兴安岭、七台河、五大连池、

鹤岗、双鸭山 6 个城市均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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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黑龙江省行政区划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政府网站 

（一）下辖各市（地区）经济实力分析 

2023 年黑龙江省下辖各地市经济格局变动不大，总量分化仍较为明显。其

中哈尔滨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首位度依旧显著，油城大庆经济规模次之，除上

述 2市、齐齐哈尔及绥化外，其余 9个地市 GDP规模均在千亿元以下，双鸭山、

鹤岗、伊春、七台河等资源型地市产业结构单一，受资源枯竭、环保等因素影响，

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经济体量较小，在全省各地市经济规模排名靠后。从增

速看，2023 年各地市经济增速总体较上年下滑，其中经济体量较小的大兴安岭

转为负增长（-0.4%），成为当年全省唯一负增长及增速降幅最大的地区；而作为

上年全省唯一负增长的大庆则转为正增长，是当年全省经济增速增幅最高的城

市，但增速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产业结构看，目前第三产业已在全省各地市

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2023 年全省有 10 个地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40%，其中哈尔滨、牡丹江、大兴安岭占比过半；省内第一大工业城市大庆仍以

第二产业为主，绥化、佳木斯和黑河 3 市第一产业占比则超四成。2024 年前三

季度，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延续低位运行状态，其中哈尔滨和大庆经济规模仍领

先于其他地市，鹤岗、伊春、大兴安岭经济总量排名靠后，全省经济体量分化依

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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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下辖各地市经济分化格局明显，作为省会城市的哈尔滨，其经济首

位度显著，2023 年 GDP 达 5576.3 亿元，同比增长 3.1%，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

35.1%；油城大庆市规模次之，当年 GDP 为 2862.5 亿元，同比增长 1.8%，占全

省 GDP 的比重为 18.0%；除上述 2 市外，齐齐哈尔和绥化是黑龙江省唯二 GDP

规模过千亿元的城市，分别为 1327.6 亿元和 1234.8 亿元；牡丹江和佳木斯 2 市

GDP 规模则分别为 952.6 亿元和 909.3 亿元。四大煤城鸡西、双鸭山、鹤岗、七

台河，以及伊春、黑河、大兴安岭等 7 地市由于面临资源枯竭、接续替代产业发

展乏力、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经济规模均在 670 亿元

以下，其中鹤岗、伊春、七台河和大兴安岭 4 地市经济规模不足 400 亿元，在全

省各地市中排名垫底。 

从经济增速看，2023 年黑龙江省 13 个地市仅大兴安岭为负增长，当年经济

增速为-0.4%，较上年下降 5.6 个百分点，成为全省经济唯一负增长及降幅最大的

地区，而大庆经济增速虽仍低于全省水平（2.6%），但当年转为正增长，较上年

提高 2.1 个百分点至 1.8%，是全省经济增速增幅最高的城市。同年牡丹江和黑河

2 市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分别为 4.2%和 4.0%，分别较上年提高 1.2 个、0.7 个百

分点；除上述 4 地市及齐齐哈尔、鸡西 2 市外，剩余 7 个城市经济增速则处于

2.0%-4.0%之间。从经济增速变动情况看，全省 13 个地市呈“5 增 8 降”，增幅

在 0.6 个-2.1 个百分点区间，降幅处于 0.4 个-5.6 个百分点之间，增速变动均值

为-1.04%，全省各地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图表 13.  2022-2023年黑龙江省各地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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