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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大庆市为例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　虹

资源型城市，是指以自然资源开发而兴起，并以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这

些城市不仅为国家提供了石油、煤炭等主要生产资料，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贡献

了巨额利润和税金。然而，随着资源型城市的不断发展，这些城市开始面临严峻的挑

战，特别是以“高投入、低效率”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得城市资源面临枯竭。

大庆市作为中国第一大油田、世界第十大油田的所在地，是典型的石油资源型城

市。自１９５９年以来，大庆油田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实现石油工业连续２７年５０００万吨以上的高产稳产目标，累计
贡献原油２０多亿吨。目前产量虽然还能保持较高水平，但已呈明显递减趋势，“十一
五”期间维持了４０００万吨的年产量，到２０２０年将减少到２４００万吨①。虽然目前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在积极开拓大庆外围油田和国际市场，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依旧需要依靠石油经济向非油经济不断转变，城市转型迫在眉睫。

一、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发展规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Ｒａｙｍｏｎｄ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６６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和人

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也就是要经历一

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资源型产业由于其生命周期受到资源储量的

限制，因此其产业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勘探、开采、高产稳产、衰退直至枯竭的过程。

一般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可大致分为：开发期（资源多、投产）→成长期（资源尚
多，增加勘探规模）→成熟期（资源减少、稳产）→衰退期（资源趋向枯竭、减产），最终将
被新产业取代。由于资源型城市多是单纯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例如，大庆市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其石油经济和非油经济的比率为８５∶１５②，典型以石油经济为其单一支柱产业，
因此这类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呈现与其资源型产业类似的发展轨迹，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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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资源型产业和城市生命周期规律及转型示意图

可见，寻求新的产业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纵观世界各资源

型城市的长期发展，有的资源衰竭即开始衰退进而消亡，有的则因替代产业的接续发

展或关联产业的纵深发展而不断壮大。例如，前苏联巴库就是油尽城衰的典型案例。

该油田开发始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在２０世纪初曾是外高加索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全
苏的石油基地。１９４０年，巴库油田的产量占全苏的７１．５％。但由于巴库在鼎盛时期
仅仅建立了石油加工业，并没有进行多元化的产业发展，因此随着其石油储量的枯竭，

石油加工业也日益萎缩，城市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甚至停滞。无独有偶，委内瑞拉的

玻利瓦尔油田发现于１９１７年，在顶峰时其石油产量高达近１５万吨，但由于其产业单
一为石油开采业，只形成了一些为矿区服务的地方型商业中心，因此随着油田资源枯

竭，其最大的市镇卡尔马斯的衰退则不可避免。然而，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中，成功的

案例同样不少。例如，曾是石油城市的美国休斯敦地区，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科技项

目的引进成功转型；日本九州地区从传统的煤区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区；德国的莱

茵—鲁尔区重视矿产业和非矿产业同时发展，使产业结构不断得以优化。因此，本文

将借鉴世界各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针对大庆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种种问

题，为其城市转型提出发展对策。

二、大庆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大庆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已经取得成绩，经济结构和产

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２０１１年大庆市的非油经济比重达到５３％，首次超过石油经济，
但目前石油经济依然是大庆的主要支柱产业。在受到资源储量约束的影响下，大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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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出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质量低下，产业结构欠合理等问题。

（一）主体资源不断衰减，储采比例失衡

大庆油田探明地质储量５６．８亿吨中，累计生产原油已占７５％左右，剩余可采储
量不到５亿吨。目前其石油的年产量已减到４０００万吨，到２０２０年年产量只能维持
到２４００万吨左右。油田采储比已超过临界点，油田进入中老期。原油产量下调，相
应地会使全市国内产生总值（ＧＤＰ）每年递减２０亿元左右，地方财政每年减收４０００
万元左右①。这样，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石油减产的不可逆转性和大庆经济对石

油资源的过度依赖性，使大庆资源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产业结构单一化，国有经济和石油经济占主导地位

首先，从产业结构看，１９７９年大庆建市时三次产业结构为７．９∶８９．８∶２．３，近年
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有所优化，比例已调整为３．６∶８６．１∶１４．４，第三产
业快速发展，但是依旧以第二产业为主（见图２）。其次，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看，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石油工业占据比例呈现倒 Ｕ形曲线，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２０１１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增加值１９５２亿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６５．１５％（见
图３）。最后，从国有经济比重看，大庆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国有经
济比重高达８０％以上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市场化程度低，造成经济发展
活力尚不足。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１年大庆市三次产业结构（亿元）
资料来源：大庆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大庆市历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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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大庆市工业内部结构（亿元）
资料来源：大庆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大庆市历年统计年鉴。

（三）产业关联度低，接续产业发展仍然缓慢

资源型城市各个产业之间由于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异而关联度低，相互支持能力

弱。大型企业主要同国家工业体系相联系，与地方中小企业联系较少，这使得大庆虽

然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食品制造业为代表的非
油工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２０１１年实现增加值１０４４．１亿元，已经是１９７８年的９７．６
倍，但依然没有打破石油工业为主导的局面。目前，大庆虽然石油石化资源丰富，但产

品深加工链条短，化工基础原料乙烯、丙烯大部分需要外销。特别是行业管理体制的

特殊性，造成了深度加工难以展开全面合作。大庆工业园区建设当前已经初具规模，

但物流、金融、科技、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比较滞后。

（四）城市功能和人才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弱

大庆作为资源型城市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此存在企业办社会、企业功

能等同于城市功能的不正常现象，形成了“大企业、小社会”、“重企业、轻城市”的落后

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此外，在人才结构中，虽然大庆市科技人才数量庞大，但２／３的
科技人员集中在石油石化领域，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城市

经济的自我发展。

（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存环境恶化

油田开采和人为破坏，造成了大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大庆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９．１％，部分油田开采区的草原荒漠化程度已达９５％，西部已形成区域水位降落漏斗
５５００多平方公里。目前，森林覆盖率低、草原沙化、盐碱化面积大、水资源匮乏等问
题，给大庆生存和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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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国际比较

从国外的实践看，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世界性的难题。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发达国家陆续对矿业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进行不断的探索，并且积累了不少成

功经验。

（一）德国鲁尔转型

鲁尔地区原本以生产煤和钢铁为主，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世界煤炭产量大
增，加上石油和天然气的广泛运用，鲁尔地区被迫缩小煤矿开采规模。７０年代中期，
全球发生经济危机，钢铁生产也陷入困境。为了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维持经济发展，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第一，设立机构统筹规划，加强对城市转型的指导。１９２０
年德国成立了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１９６９年协会制定了《鲁尔区域整治规划》等相关
政策，对鲁尔区以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多渠道筹集城市转型资金。

例如，利用政府投资，其主要用于减产、关矿的补贴及善后处理费，失业保障金的拨款，

对就业岗位的补贴等；利用金融组织贷款或资助，德国联邦协调银行提供９亿马克的
低息贷款；组建州发展管理公司，发行土地发展基金债券，筹集资金等。第三，改造传

统产业，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德国将煤业向利伯河以北发展，使采煤综合机械化程

度达到９５％以上，如今的鲁尔集团股份公司已跨入世界５００强行列；钢铁厂从东部向
莱茵河岸集中并以杜伊斯堡为中心，建立石油化工、汽车、电子信息、电器、消费品工

业、精密机械和仪表、纺织服装等新工业部门。第四，重视环境建设。在环境保护机构

的统筹下，在鲁尔河上建立了完整的供水系统，在１００公里河面上先后建立４个蓄水
库、１０８个清水池；全区建立了烟囱自动报警系统，各工厂建立了回收有害气体及灰尘
的装置；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区内人均占有绿地１３０平方米，矿区有３０００多个公
园。第五，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新建企业以及城市住宅区向远郊延伸，交

通负荷增大，煤管协会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３年的交通规划中提出对现有线路进行技术改造，
发展区内快车线。１９６９年鲁尔区架起高架铁道，１９７５年波恩—科隆—杜塞尔多夫—
多特蒙德和科隆—伍佩尔塔尔—多特蒙德两条高速公路竣工。

（二）日本九州转型

九州是日本著名的煤矿产区，最初以煤炭产业为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石油廉
价的冲击，其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产业出现危机。１９６１～１９９１年，日本政府先后采
取了九次煤炭政策，前七次都认为煤炭生产应维持一定规模，因此日本为之付出巨额

财政补贴，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从第八次政策开始，日本决定放弃对煤炭行业的高

代价保护政策，对九州地区煤矿实行全面退出的关闭措施，推动城市转型。第一，日本

在该地区兴办了一批现代工业开发区，吸引区域外企业迁入九州开发区，并按新的产

业政策开办新企业。第二，日本实行产煤地财政支援政策，包括提供产煤地域振兴临

时支付金、产煤地域活性化事业补助金等。临时支付金制度于１９６９年创设，产煤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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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化事业费补助金制度于１９９２年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因闭矿而财政严重疲软的产
煤地域的经济发展。第三，落实人才工程，对开发区内企业安置煤炭工人及其子女就

业给予补助，对失业煤炭工人实行免费培训，帮助其再就业。第四，对原煤炭生产场地

进行复垦改造，将关闭的煤炭生产矿井改造成旅游景点和科普教育场地。这些政策的

实施，使九州地区由传统的煤区转换成日本新的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区。

（三）美国休斯敦转型

休斯敦位于美国东南部，是美国巨大的石油中心，以世界“能源之都”而著称。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后，其石油开采业出现了整体下滑，但城市的发展依旧迅速，成为集资本、
知识和高新技术于一身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以石油工业为主导，

引领世界先进技术。以休斯敦为中心，东起新奥尔良，西到布朗斯维尔，形成一个以石

油为主体，以耗油工业为主要部门的现代化工业综合体系。而且休斯敦在打超深井、

火烧油层法、电磁勘探等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向外输出技术和相应产品。

第二，围绕石油开采，休斯敦的炼油、石油化工、石油机械、造船、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

等工业都有快速发展，并带动了为其服务的水泥、电力、钢铁、运输等多种产业。这些

工业的发展使就业人口增加，从而又促进了纺织、食品、造纸等轻工业的繁荣。第三，

美国政府１９６２年在休斯敦布点宇航中心，带动了１３００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第四，石油工业促使休斯敦商业兴旺、金融业聚集，使得现代农牧业和科研、教育、医

疗、国际贸易等第三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除以上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典型代表外，法国洛林、英国伯明翰以及加拿大、澳

大利亚的一些地区也积累了不少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总体来看，各国在资源型城市

转型中常用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世界各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典型做法比较

促进城市转型的典型做法 德 法 英 美 日

立法和规划 √ √ √ √ √

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 √ √ √ √ √

扶持中小企业 √ √ √ √ √

财政援助和融资平台 √ √ √

加强人才培训 √ √ √

重视环境建设 √ √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总结，总结的完全性受资料全面性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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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庆市城市转型的对策和建议

从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规律、目前大庆城市发展遇到的问题和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

的实践来看，大庆要想在石油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取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适

当的转型之路。

（一）抓住历史机遇，在政府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下积极推动城市转型

从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规律来看，进入成熟期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即开始下

降。因此，资源型城市如果在青壮年期或高产稳产期，利用资源产业积累下来的资源、

技术、人才等，滚动式带动其他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把重点转移到培育非资源

支柱产业上，减少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度，就能顺利实现城市经济的产业接替。特别

是当资源型城市的工矿业处于成熟期时，城市经济增长迅速，政府财力较为充足，对于

城市转型可以有较强的经费支持。目前大庆市的石油产业已经经过１９７７～２００２年的
高产稳产阶段，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已经进入可持续发展期，通过采油技术的不断改进，现
在保持年产量在４０００吨左右，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年采油量。因此，大庆更应该抓住
历史机遇，在政府财力尚有保证的情况下，出台各种政策，并实行财政支持，积极开展

城市转型的道路探索。

（二）立足资源型产业，大力发展石化产业，使之成为重点接续产业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固然是城市转型的必经之路，但是立足优势产业、向纵深发展，

也可以成为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动力。例如，前面提到美国休斯敦就是由一座石油开

采城市通过拓展延长与石油相关的产业而成功蜕变成一座石油研发城市，并带动了其

他产业的发展。德国鲁尔区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煤炭产业，并进一步做大做强。因

此，大庆市可以立足资源型产业的优势，大力发展石化精深加工，使石化产业成为最大

的接续产业。根据任玉琨、娄岩（２００９）①、仲冰（２００７）等人的研究，大庆市应努力延伸
乙烯、丙烯、碳四合芳香烃等产业链，发展聚烯烃和有机化工原料两大系列的产品深加

工。重点以聚乙烯、ＡＢＳ、氨纶、丙烯酸酯橡胶和丙烯酸等为原料，发展高附加值下游
产品、终端产品，努力建成国家级丙烯烃、汽车家电配件、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石油树

脂和涂料六大石化产品深加工基地。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天然气资源优势，围绕其开

发利用，发展甲醇、合成氨和二甲醚三大产品系列，重点开发尿素、复合肥、醋酸乙烯和

甲酸甲酯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加工项目。通过发展精深加工业，壮大接续产业规

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实施产业多元化战略，积极发展多种替代产业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替代产业的发展通常因地制宜。例如，世界各国资源型城市

多采用新型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替代产业，但也有英国伯明翰通过发展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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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融、咨询、零售等与服务相关的产业成功实现转型。因此，大庆市应该立足于已经具

备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培育替代产业。例如，装备制造产业在大庆具备比较雄厚的基础，

只是以油田和石化机械制造为主，目前还较为分散，未来可以依托现有技术和市场，积极

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群，发展石油石化装备制造、环保设备、电力设备、工程机械等制

造业。再如，大庆具有中草药资源优势，可以培育以蜂产品、蛙产品、蚁产品、芦荟产品为

主的动植物源保健品，积极发展新型医药产业。此外，大庆还可以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农

牧产品加工、纺织、电子信息、绿色有机食品、现代服务业、生物工程等替代产业。

（四）发展循环经济，注重环境保护，开设文化生态旅游特色产业

循环经济的发展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经之路。大庆市应该积极推广先进的科

学技术，在农业、水利、建材等基础性行业方面大力发展循环产业，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走出一条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充分利用资源的和谐转型之路。并且，通过发展循环经

济，改善生态环境，由石油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积极转变。实际上，大庆的草原、湿地、

地热等自然资源原本就十分丰富，被称做“百湖之城”，因此可以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

础上，利用丰富的湿地资源，发展湿地生态游；利用丰富的地热资源，发展温泉休闲游。

此外，大庆拥有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石油科技馆等丰富的铁人文化和石油文化的宣传

基地，可以打造特色旅游和精神文明教育项目。

（五）抓住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契机，大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大庆市是黑龙江省西部经济带的中心，交通线距离省会哈尔滨市１５９公里，距离
齐齐哈尔市１２９公里，借助黑龙江对俄开放贸易区的建立和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良好契机，大庆市应该积极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制度，避免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导致

区域内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的问题，积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启动建设新型工业园

区，加快招商引资，逐步建设成为哈大齐工业走廊的核心区。同时，利用大庆大量可开

发的土地资源，将城市核心区向外围转移。例如，王若菊等（２００９）指出，距离大庆市
７４公里的肇东市和与大庆市比邻的安达市都是哈大齐经济带上的黄金地区，拥有巨
大的发展潜力。

（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大庆虽然临近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但在地理位置上没有东南沿海优越，在对外

交通上不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发达，因此要注重区位优势的再造，积极

改善投资环境。对内应该继续强化城市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

市功能，提高城市承载力；对外应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加快跨市、跨省通道建设。

此外，大庆市应该积极实行科教兴市战略，培养和吸引多元化的人才，开展石油工

作人员的再培训，进一步推动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建设，完善城市居住和服务

功能，这样才能加快城市转型的步伐，在石油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保持城市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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