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图谱】2024年黑龙江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全景图谱（附各

地区重点产业、产业体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等）

中商情报网讯：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是我国工业化进

程起步较早的省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目前，黑龙江省能生

产 40个大类、162个中类、364个小类的上千种工业产品，拥有中国

一重、哈电集团等一大批“大国重器”企业。

一、 黑龙江产业产业体系及各市重点产业

黑龙江省高质量构建起“4567”现代产业体系，打造 100条以上

重点产业链，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6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2 万亿新台阶。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黑龙江省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比较优势，统筹划定落实

“三区三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落实细化主体功能区，

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

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 黑龙江重点产业布局

1. 黑龙江省重点产业目标及重点企业分析

黑龙江省集中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发

展核心区，加快建设航空航天、高端智能装备、未来食品、汽车等制

造基地，建设国际交流特色城市，构建全省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源。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实现“换道超车”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敢于“无中生有”“有中

生新”，加快实施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发



展规划，落实配套政策措施，做好黑龙江省的必考题，上好必修课，

实现换道超车。

（1）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打造数字经济新“蓝海”

充分发挥黑龙江省数据、科技、人才、平台、场景等优势，推动

前沿技术突破和融合应用，以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主引擎，以培

育壮大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主动力，以全方位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

为主阵地，加快构建首尾相连、内外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龙江数字

经济产业集群，打造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新龙头。

做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积极创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优化人工智能算力基础供给，积极引进云计算龙头企业带

动培育云平台产业发展，加快“企业上云”进程。

全方位提升优势产业数字化赋能。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龙江特色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体系。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 找准技术创新突破口，打造生物经济新基地

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实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

展规划和配套支持政策，大力提升生物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能力，

推动生物产业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3） 抢抓“后冬奥”时代战略发展机遇，打造冰雪经济新标杆



深入实施冰雪经济发展规划，对接需求侧、做强供给端、延长产

业链，做好“冰雪+”文章，立足龙江、服务全国、连通世界，整合

冰雪资源、布局冰雪产业、壮大冰雪经济，拓展“冰天雪地”向“金

山银山”转化路径，推动“冷资源”变成“热经济”，着力打造“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和“后冬奥”国际化冰雪经济示范区。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4） 加快引进培育促增长，打造创意设计产业新高地

充分运用绿色、低碳、协同、系统、生态等设计理念和手段，落

实全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配套支持政策，以“产业设计化”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以“设计产业化”完善设计产业生态链，提升产

业链专业化协作配套水平，打造东北创意设计新高地。推动区域协同

发展。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3. 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国际趋势、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坚持

创新驱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迈上新台阶，闯出新高度，打造振兴

发展增长极。

（1） 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推动航空航天产业优化升级



立足黑龙江省航空航天研发制造优势，紧盯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

大的民用航空航天领域，推动民用通航飞机、卫星等优势产品规模化

运营应用，壮大产业规模，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 构建多点支撑产业发展格局，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产业跨越式发



展

以工业应用和消费需求为牵引，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产业补链延链

强链，强化招商引资，积极发展电子设备及电子元件、器件、仪器、

仪表等产业，推动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端化发展。加快发展新型

电子元器件等制造业。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3）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新材料产业绿色发展

立足黑龙江省农业和矿产资源优势，依托拥有核心技术的龙头企

业和科研院所，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精深加工为主攻方向，推广资

源循环、高效节能、清洁生产的运行模式，推动新材料产业链绿色化、

现代化发展。做优碳基新材料产业。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4） 加快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核心竞争力

立足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传统优势，围绕整机装备梳

理产业链堵点断点，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开展联合攻关，

推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实现补链延链强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业



链竞争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5） 发挥市场引领优势，推进农机装备高端智能化发展

探索“工厂+合作社+农场”的农机产品研发、生产、推广新模式，

满足农机自动驾驶精准导航与精准控制需求，推动传统农机行业与人

工智能、物联网、自控、新材料等领域的跨学科对接合作，提高农机

产品的信息感知、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4. 着力赋能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坚持数字赋能、设计赋能、创新赋能，用信息化、绿色化、服务

化改造传统产业，向资源开发和精深加工要发展，向优势产业和产品

延伸升级要发展，兴产延链，聚链成群，推动传统产业持续放大优势，

重塑优势、重振雄风，打造振兴发展新引擎。

（1） 促进“油头化尾”“煤头化尾”拓展延伸，推动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

大力实施“减油增化”。发展高端精细化学品和化工新材料，加

快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向中高端迈进。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延伸煤化工产业链条。释放优质产能，依托东部地区煤焦化副产

品富集的有利条件，发挥宝泰隆新材料公司技术优势，加快推动煤炭

从燃料到原料到材料“吃干榨净”。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 推进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打造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提高“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产业层级，推动玉米产业向高端化、循环化延伸，做强水稻、

大豆加工产业链，积极发展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水稻、玉米、

乳品、肉类加工 4个千亿级产业，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0%以上，

助力构建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万亿级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3）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医药产业集群

建设哈尔滨生物医药创新转化基地。依托哈尔滨新区利民生物医

药产业园核心承载功能，积极推动石药集团与哈兽研合作建设百亿级

国际生物谷，创新发展脂质体、纳米粒、埋植剂等高端制剂，大力发

展基因重组蛋白类药物、抗体药物等创新药，推动原位合成基因芯片、

中药抗癌粉针机理、真核细胞表达重组蛋白等创新型成果产业化应用。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4） 加快培育融合型产业生态，构建汽车产业发展新格局

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把握汽车产业变革机遇，以电动化、网

联化、智能化为重点，加快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推

动沃尔沃引进全新平台以及新车型，扩宽新能源乘用车产品矩阵，持

续扩大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5） 拓展区域市场空间，恢复重振轻工产业

建设全国汉麻产业新高地。发挥资源独特、政策先行的比较优势，

积极打造集汉麻科研创新、育种种植、纤维加工、籽叶花深度开发、

秆芯根综合利用为一体的汉麻产业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三、 黑龙江重点产业发展规划

1. 培育壮大具有龙江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聚焦科技创新关键，锚定产业升级方向，推

进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动产业全面振兴。

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组织实施

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智能农机、页岩油、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攻关项

目 70项。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示范引领，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发展壮大电子信

息等产业，支持哈尔滨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项目建设，打造数字产业

集群。培育壮大现代产业集群,对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发挥央企产

业发展主力军作用，创新央地合作模式，推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

2.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发展绿色农业为鲜明导向，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着力建设现代

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持稳面积提单产增总产，实施千

万吨粮食增产计划，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融合，主攻大面积提

升粮食单产，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为端牢“中

国饭碗”贡献龙江力量、体现龙江担当。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农产品精深加

工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推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扩量提质，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7%，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实现 4000 亿元，增

长 9%以上。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

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

3. 着力扩大内需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

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推动消费扩容升级提质,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在汽车、百货、

餐饮等领域发放政府消费券，举办系列促消费活动，扩大新能源汽车、

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加强文旅产业市场化

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不断提升文旅产业发

展质量。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聚焦构建“4567”现代产业体系，深化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推动建设一批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项

目，建设省级重点产业项目 1000 个，力争新引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占比超过 50%。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围绕构建“4567”现代产业

体系，谋划有吸引力竞争力产业项目，着力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大

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强产业链招商，引入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有针对性地强链补链延链，推动建链成群、建链集群。推进平台招商，

用好进博会、投洽会等展会，办好中俄博览会（哈洽会）等重要展洽

活动，加强深入推介对接，让更多参展商成为投资商。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黑龙江产业链招商及投资研

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情报、行业

研究报告、行业白皮书、行业地位证明、可行性研究报告、产业规划、

产业链招商图谱、产业招商指引、产业链招商考察&推介会、“十五

五”规划等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