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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哈尔滨市 2003 年、2010 年和 2017 年的城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运用扩展速率、空间

自相关、圈层与扇形系统等模型和方法，探讨哈尔滨市工业空间的演变规律和重构路径。结果表

明，2003—2017 年哈尔滨工业空间面积不断增加，空间扩展速率呈下降趋势，各市辖区工业空间规

模和扩展速率差异明显;哈尔滨市工业空间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 个年份工业空间集聚区明

显迁移;工业空间郊区化扩展趋势明显，城市核心区的工业不断外迁，工业空间扩展区域主要集中

在距城市中心 8 ～ 24 km 的范围内，工业空间主要向西北偏北、正南、东南偏南、西南方向扩展;工业

空间存在核心城区占比较大、集聚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较低，郊区布局混乱等问题。兼顾城市核

心区工业空间置换与保护更新、促进工业集中布局、提高工业空间土地利用率、促进郊区工业空间

与生活空间有机整合应是哈尔滨市工业空间重构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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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工业发展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并促使工业空间不

断演化和重构。工业空间是工业部门在地域空间上的落实
［1］，合理的工业空间布局是城市工业健康、高效和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工业空间格局演化与重构的基本规律可为城市工业空间合理布局与发展提供思

路。国外关于工业空间的变化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城市郊区化，相关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城市、工业

区等微观层面，重点探讨了工业空间郊区化
［2］、空间转型与重构的过程

［3 － 4］、效应
［5］

等方面的内容。国内关

于城市工业空间演变与重构的研究主要是在我国工业郊区化逐渐显著的背景下展开的，相关研究重点从中微

观视角以城市和城市核心区域为对象来研究工业空间的分布格局
［6 － 7］、演变过程与特征

［8 － 10］、演变机

制
［11 － 12］

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哈尔滨市工业

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空间扩展过快、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工业区城市服务功能弱、产业集聚效应不强

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哈尔滨市工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哈长城市群建设等发

展新环境及战略规划给予哈尔滨市工业经济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哈尔滨市工业空间发展应主

动适应工业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促进工业空间合理布局与重构，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据此，文章在立

足于国内外关于城市工业空间的理论与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以 2003 年、2010 年、2017 年为时间节点，分析东

北振兴以来哈尔滨市工业空间的演变过程与特征，总结工业空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工业空间重构路径，以期

推动哈尔滨市工业空间合理布局与重构，促进工业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空间协调布局、推进哈尔滨工业经济

健康持续发展。
1 研究区域

以《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所界定的中心城区范围为主体研究区域，包括:道里区、道外

区、南岗区、香坊区、平房区、松北区 6 个市辖区的全部区域，以及呼兰区城区及下辖的双井街道、长岭镇、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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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孟家乡，阿城区城区及其下辖的蜚克图镇、料甸乡、红星乡。同时考虑到双城区北部五家镇、新兴街道和

周家街道与中心城区联系较密切，因此也将这 3 个镇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取性，以 2003 年、2010 年和 2017 年为研究时点。2003 年和 2010 年主城

区的工业空间数据分别以《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和《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
2020)》的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矢量化得到，城市郊区的工业空间数据来源于各个区的分区规划、乡镇(街道)

规划的用地现状图结合相应年份的 Google 卫星历史影像图综合对比分析并矢量化。2017 年的工业空间数据

以 2017 年的 Google 卫星历史影像图为基础，结合土地利用图、城市土地利用拍卖与转让等资料共同整理

所得。
2． 2 研究方法

2． 2． 1 扩展速率

总的来看，哈尔滨市工业空间收缩与扩展并存，但空间扩展是主要趋势，由此，运用扩展速率来表示一时

段内的工业空间扩展情况
［13］，计算公式如下:

k =
t St

S槡0
( )－ 1 × 100% ． (1)

其中，t 为研究时段，k 为 t 时段内工业空间年均扩展速率，St、S0 分别为该时段的末期和基期的工业空间面积。
2． 2． 2 空间自相关

引入全局自相关中的 Moran's I 指数来测度工业空间相关性趋势，计算公式为:

I =
n∑ i∑ j

Wij(xi － x)(xj － x)

∑ i∑ j
Wij(xi － x) 2

． (2)

对 I 值要进行 Z 检验:

Z = I － E( I)

槡Var
． (3)

其中，n 为空间单元数，xi、xj 为区域 i、j 的属性值，x 为区域属性平均值，Wij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E( I) 表示 I
的数学期望，Var( I)表示 I 的变异系数。通常，I∈［－ 1，1］，I ＞ 0 且越接近 1，表明工业空间在区域集聚;I ＜ 0
且越接近 － 1，代表工业空间在区域内呈现空间差异性;I 趋近于 0，表示区域相互独立且随机分布。
2． 2． 3 核密度分析

基于 ArcGIS 10． 2 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可用于计算空间要素在区域内的空间集聚特征
［14］，计算公式为:

λ( s) = ∑
n

l = 1

1
πr2

φ(dls / r) ． (4)

其中，λ( s) 是地点 s 处的核密度估计，r 为核密度函数的搜索半径，n 为样本数，dls 为地点 l 与 s 之间的距离，

φ 为dls 的权重。
2． 2． 4 圈层与扇形区分析法

借鉴王智勇等的圈层与扇形区系统
［15］，以哈尔滨大直街和红军街的交点为圆心，2 km 为半径由内向外

缓冲 24 个等距离圈层，第 24 个圈层以外的区域视为第 25 圈层，同时过圈层的圆心划分 16 个均等的扇形区，

并用方位的英文首字母对 16 个扇形区进行标注。通过计算各个圈层工业空间和各扇形区的面积增减来分析

工业空间的时空格局与演变。
3 哈尔滨工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

3． 1 工业空间规模变化特征

整体来看，哈尔滨工业空间不断由城市中心向外围扩展，特别是随着呼兰县、阿城市撤县(市) 建区、利民

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香坊工业新区的成立、哈南工业新城建设以及一系列郊区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工业空

间郊区化扩展越加显著。由表 1 可见，2003—2017 年，哈尔滨工业空间共扩展了 39． 54 km2，年平均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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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2 km2。从扩展速率来看，2003—2010 年、2010—2017 年两个时间段的工业空间年均扩展速率分别为为

3. 22%和 2． 54%，整体扩展速率呈现减缓的趋势。在各个市辖区层面，香坊工业空间规模最大，三个年份分

别占哈尔滨市的 29． 69%、28． 62%、25． 51%，处于城市核心区的南岗工业空间规模不断收缩，平房、松北、呼
兰、阿城等市辖区的工业空间规模则快速扩展。从各市辖区工业空间扩展速率来看，区域间扩展速率差异明

显，2003—2010 年双城北部年均扩展速率达到 21． 38%，其次是松北和阿城，年均扩展速率超过 6%，南岗工业

空间则出现小幅收缩。道里、道外、香坊等尽管有工业新区的建设，但同时也进行工业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空

间的置换，导致工业空间扩展较慢。2010—2017 年，工业空间扩展速率整体减缓，只有平房、松北和呼兰保持

5%以上的年均扩展速率，南岗工业空间收缩速率加快，道里、道外、南岗、香坊等城市核心区域的城市功能置

换逐渐显著。
表 1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工业空间规模与扩展速率演变

工业空间面积 /km2 工业空间扩展速率 /%

2003 年 2010 年 2017 年 2003—2010 年 2010—2017 年

哈尔滨 81． 06 101． 17 120． 60 3． 22 2． 54

道里区 10． 77 12． 66 13． 21 2． 34 0． 61

道外区 13． 13 15． 31 16． 53 2． 22 1． 10

南岗区 10． 15 9． 74 8． 38 － 0． 58 － 2． 13

香坊区 24． 07 28． 94 30． 76 2． 67 0． 87

平房区 7． 08 9． 45 15． 07 4． 22 6． 89

松北区 4． 35 6． 58 10． 86 6． 09 7． 42

呼兰区(中心城区范围) 6． 75 9． 27 13． 09 4． 64 5． 06

阿城区(中心城区范围) 3． 93 5． 96 8． 18 6． 12 4． 63

双城区五家、新兴、周家街道 0． 84 3． 25 4． 52 21． 38 4． 83

3． 2 工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运用 ArcGIS 10． 2 将研究区域分割为 1 km ×1 km 的网格，计算每个单元网格内的工业空间面积，并以单

元网格内的工业空间面积为变量，对 2003 年、2010 年和 2017 年工业空间的 Moran's I 进行测算并检验( 表

2)。3 个年份的 Moran's I 值均大于 0，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此 3 个年份哈尔滨市工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性，即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集聚性。三个年份的 Moran's I 指数呈现为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尽管工

业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并向郊区扩散，但在空间上集聚是主导趋势。为进一步揭示哈尔滨市工业空间的空间集

聚特征与演变过程，对三个年份的工业空间进行核密度分析( 图 1)，2003—2017 年，工业空间集聚区域发生

明显的变化。2003 年，工业空间主要集聚在道里与南岗的中部、道外与香坊的西部，对核心城区形成较严密

的包围圈层，并且主要分布在京滨、滨佳、拉滨铁路线两侧。同时在呼兰老城区—铁东工业区与利民经济开发

区、南岗朝阳镇—平房北部等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空间集聚。2003—2010 年，城市中心区东部的哈东、
三大动力工业区以及呼兰铁东工业区等较稳定，集聚区没有发生明显的迁移，西部区域由于旧城更新和群力

新区的建设，工业空间向西转移，在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周围形成显著的空间集聚。同时，哈南工业新城和利

民开发区工业空间扩展迅速，形成明显的工业集聚区。2010—2017 年，工业空间进一步向城市郊区扩展，利

民经济开发区、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哈南工业新城集聚特征更加突出，集聚区域进一步扩大，同时在道里区

新发镇西南部、阿城区的城区西北部、双城区新兴街道、松北区松北街道、香坊区向阳乡等郊区乡镇(街道) 的

高速公路和城市干道两侧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集聚区。由于城市“退二进三”“退二还绿”战略的持续推

进，工业空间郊区化进程加快，同时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腾退更加显著，道外和香坊区西部的传统工业空间集

聚特征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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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哈尔滨市工业空间 Moran's I 指数

Moran's I Z( I) E( I) P

2003 年 0． 08509 4． 84810 － 0． 000678 0． 00001

2010 年 0． 096671 2． 211591 － 0． 000461 0． 026995

2017 年 0． 126655 3． 056727 － 0． 000412 0． 002238

图 1 2003 年、2010 年和 2017 年哈尔滨市工业空间核密度

3． 3 工业空间扩展特征分析

借助 ArcGIS10． 2 空间统计分析功能计算出 25 个圈层和 16 个扇形区的工业空间面积。结合研究区域和

3 个年份的工业空间分布将 25 个圈层作如下划分:1 ～ 4 圈层为城市核心圈层，对应哈尔滨市城区的核心区

域;5 ～ 8 圈层为过渡圈层，范围主要为三环路与环城高速之间的区域;9 ～ 12 圈层为近郊圈层，范围涵盖了与

建成区紧密相连的近郊区乡镇(街道);13 ～ 25 圈层为远郊圈层，范围涵盖了远郊乡镇和阿城城区、呼兰老城

城区等卫星城镇。由图 2 可见，哈尔滨工业空间郊区化扩展趋势明显。2003—2017 年，核心圈层工业空间占

比由 30． 60%降至 12． 13%，城市核心区的工业不断外迁，“退二进三”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工业空间的极值由

4 圈层向外迁移至 8 圈层，过渡圈层与近郊圈层工业空间面积占比不断增大，利民开发区、哈南工业新城、迎
宾路集中区等集中连片的工业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此外，工业空间扩展区域主要集中在过渡圈层和远郊圈

层，即在距城市中心(大直街与红军街交点)8 ～ 24 km 的范围内。2003—2017 年，5 ～ 12 圈层之间的区域工业

空间面积大幅度的扩展，而在 13 ～ 25 圈层的远郊工业空间面积变化较小，只在郊区卫星城所在的个别圈层表

现为小幅度的增加，表明除了郊区卫星城以外城市的远郊区没有出现明显的工业化现象。
由图 3 可以看出，3 个年份工业空间主要分布在西北偏北、东部、南部和西南部，这些区域主要分布集中

连片的工业区，并且有城市干道、高速公路贯穿其中。而在东北和西部工业空间分布较少，这些区域主要是松

花江及两岸的地区，多为水域滩涂，部分地区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无法吸引工业集聚。2003—2010
年、2010—2017 两个时间段的工业空间扩展方向大致相同，但扩展程度有所差异。2003—2010 年，在南向、东
南偏南以及西南方向空间扩展较显著，主要是由于哈南工业新城和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迁和

新投资企业在此集聚，而其他方向的空间扩展较小。2010—2017 年，扩展方向主要为西北偏北、南向、东南偏

南，利民经济开发区、哈南工业新城等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江北科技园区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新兴工业园等

郊区园区形成一定规模;东北偏东、东、东南偏东等方向扩展依然缓慢，哈东工业区等老工业区工业置换与小

规模的邻域扩展同时进行;此外在东南向、西南偏南向则出现小规模的空间收缩现状，主要是由于哈西、三大

动力等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取得一定效果，工业空间扩展的面积小于空间置换的面积。
4 哈尔滨市工业空间现状分析

4． 1 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比重较大

随着中心城区“退二进三”“退二还绿”城市战略布局的推进，哈尔滨核心城区的工业空间进行了明显的

空间置换和迁移，如哈尔滨车辆厂的改制与外迁、顾乡、群力等街道工业空间的大面积置换与腾退。但到目前

为止，工业空间占核心区的比重仍然较高，2017 年，在城市三环以内仍然分布着 16 km2
以上的工业空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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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哈东工业区、三大动力工业区以及南岗区和道里区中部零散的工业小区，这些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京滨、
滨佳等铁路沿线或学府路、城乡路等城市干道两侧，并与城市居住、商业区相互穿插分布，对居住环境、城市交

通组织等造成了较大干扰。

图 2 2003 年、2010 年、2017 年哈尔滨市

各圈层工业空间面积变化图

图 3 2003 年、2010 年、2017 年哈尔滨市

各扇形区工业空间方位变化图

4． 2 工业空间集聚水平有待提高

随着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民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阿城经济开发区、香坊工业新区等工业

园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工业空间不断向以上重点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集聚特征逐渐显著，但与此同时在道

外区西部、南岗区中南部、双城区北部、阿城区北部、香坊区东部等城郊地区以铁路、城市干道、高速路为发展

轴分布着众多中小型的工业小区，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独立的工业斑块零散分布在城市核心区域或郊区乡镇

居住区。这些工业小区或零散分布的工业斑块在景观上和农用地、郊区城镇混杂交错，缺乏合理的规划布局，

对郊区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分散的小规模工业空间不能集中提供必要的工业发展基础设施或基础

设施重复建设，增加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此外，小规模的工业空间通常产业等级较低、企业间缺乏产业关

联，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4． 3 工业园区土地利用率较低

随着哈尔滨市“东扩、南移、西进、北拓、中优”的城市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哈尔滨城市框架逐渐向外围

郊区伸展开来，与此同时，工业园区的建设成为城市拓展的主要推动力。哈南工业新城、利民经济开发区、高
新区迎宾路集中区、江北科技园区、道里新榆园区等工业园区不断向郊区乡镇圈地，一方面由于土地出让后缺

乏有力的土地监管，导致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建筑容积率较低，在工业厂房之间、厂房与道路之间存在大面积的

闲置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香坊工业新区、阿城经济开发区、新榆工业园等郊区工业园区表现突出，部分

工业园区甚至直接改变了土地用途，将规划工业用地转变成为居住、商业等其他用地，在利民经济开发区等地

尤为显著。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增长乏力，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设施建设推进缓慢，或是长期停滞建设，

企业没有按期入驻，大量园区内的用地被闲置。
4． 4 郊区工业空间布局混乱

伴随着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的置换和腾退以及城郊工业新区的建设，哈尔滨工业郊区化愈加凸显。而工

业空间的扩展用地主要来源于郊区乡镇和街道的原有居住空间和农业生产用地。然而，由于工业空间的规划

布局不当、土地利用监管缺位、拆迁改造进程缓慢等原因，出现了“工业围村”的现象。如香坊区域朝阳镇的

镇区、富明村、安乐街道红升村，道里区群力街道城西村、道外区新一街道红光村、呼兰区利业镇新生村等。在

工业郊区化进程中逐渐由“工业围城”转变为“工业围村”，同时也将工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大气、水、噪
声污染及其他影响由城区转嫁到相对弱势的农村。
5 哈尔滨市工业空间重构路径

5． 1 兼顾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腾退置换与保护更新

首先，对城市核心区内空间布局混乱、规模较小、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空间，如京哈铁路、哈佳铁路、绥滨

铁路、城乡路沿线的工业小区或独立的工业斑块，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置换和外迁，因地制宜改造为居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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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休闲、仓储、广场绿地等城市功能空间。其次，对具有较长生产历史、能够凸显哈尔滨工业文化的工业

企业，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轴承厂、哈尔滨电碳厂等进行保护性升级改造

和合理的使用功能置换，一是促进工业空间与居住、商业等其他城市空间有机整合，如加强绿化隔离、合理组

织交通流线等，二是对污染较大的企业进行搬迁腾退，并转变旧工业厂房职能，如改造成为商业服务、办公休

闲、文化创意空间等，三是对旧业空间适当进行景观化处理，促进工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5． 2 促进工业集中布局

以环城高速、机场高速、京哈高速、绥满高速为纽带，以利民经济开发区、江北科技产业园、高新区迎宾路

集中区、哈南工业新城、香坊工业新区为核心、以呼兰铁东工业区、阿城经济开发区以及宾西经济开发区等郊

区工业园区为次中心，在物质空间层面，不断吸纳城市核心区外迁企业、郊区中小园区整合搬迁的企业以及新

投资的工业企业向以上工业园区紧凑集聚，在产业层面上，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新兴企业和传统优

势企业为骨干，不断延长产业链，加强园区内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有效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在

城市功能层面，进一步推进哈南工业新城、利民经济开发区等工业新区的产城融合进程，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大

力发展商业、办公、金融、教育、医疗等城市服务设施，不断降低对核心城区的依赖性，形成独立的工业新城。
5． 3 提高工业空间土地利用率

在规划引导层面，首先，对于哈南工业新城、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江北科技产业园、利民经济开发区等发

展基础较好的重点工业园区，可以根据发展需求适度向外围郊区扩展发展空间，盘活园区内部的闲置用地，并

对空置率较高的工业空间进行改造与置换，严格限制哈东工业区、三大动力工业区等核心城区外围的旧工业

区进行近域扩展，严格限制新企业入住，不断推进旧工业空间改造升级。此外，对郊区零散分布的小规模工业

园区、乡镇工业园区和独立的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合并，适当调低规划面积，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郊区工

业空间集约化、高效率发展。在土地投资与监管层面，一是严格贯彻执行园区规划政策与内容，健全和优化工

业园区管理体制，制定并严格把控园区投资强度和经济密度，二是严格控制工业企业准入门槛，对企业投资建

设进行实时监控，守住土地投资强度标准的底线，三是收回长期闲置或使用粗放的项目用地，并杜绝随意更改

土地用途。
5． 4 促进郊区工业空间与生活空间有机整合

在不断优化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与生活空间协调布局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工业郊区化过程中新工业空间

与郊区居民生活空间的优化布局。对于“工业围村”现象，一是要严格监控工业企业三废处理，二是做好村庄

与工业空间的充分隔离，防止工业三废与噪声污染，三是对规划区内的居住空间应该优先搬迁腾退，四是要加

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强郊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改造，提升其综合服务水平，推动村庄与工业

空间有机融合。
6 结论与讨论

第一，哈尔滨工业空间面积不断增加，空间扩展速率呈减缓趋势，各市辖区工业空间规模和扩展速率差异

明显，香坊区规模最大，道里区和道外区规模相当，平房区、松北区和呼兰区等外围市辖区扩展较快，南岗区工

业空间不断收缩，道里、道外、南岗、香坊等城市核心区域功能置换逐渐显著。
第二，哈尔滨工业空间不断由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但空间集聚是主导趋势。2003 年工业空间主要集聚

在城市核心区外围铁路两侧，以及利民经济开发区、南岗朝阳镇—平房北部地区，2003—2010 年，城市中心的

东部老工业区变化较小，西部集聚区西向迁移，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哈南工业新城和利民开发区成为主要工

业集聚区。2010—2017 年，利民经济开发区、高新区迎宾路集中区、哈南工业新城集聚更加突出，郊区形成多

个小规模的工业集聚区，道外和香坊西部的传统工业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减弱。
第三，哈尔滨工业空间郊区化扩展趋势明显，城市核心区的工业不断外迁，“退二进三”效果明显，工业空

间扩展区域主要集中在过渡圈层和远郊圈层，即在距城市中心(大直街与红军街交点)8 ～ 24 千米的范围内，

除阿城、呼兰老城等卫星城以外城市的远郊区没有出现明显的工业化现象。2003—2010 年工业空间在南向、
东南偏南以及西南方向空间扩展较显著，2010—2017 年扩展方向主要为西北偏北、正南、东南偏南方向，向西

和向东扩展的程度较低。
第四，目前哈尔滨市核心区工业空间比重较大，工业空间集聚水平有待提高，工业园区土地利用率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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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郊区工业空间布局混乱，存在“工业围村”现象。对此，兼顾城市核心区工业空间腾退置换与保护更新、促
进工业集中布局、提高工业空间土地利用率、促进郊区工业空间与生活空间有机整合应是哈尔滨市工业空间

重构的主要路径。
探索城市工业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重构的基本规律可为城市工业空间合理布局与发展提供思路。本文

基于三个年份的哈尔滨市工业空间数据，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初步揭示了东北振兴以来哈尔滨市工业空间的

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并基于现状问题提出几点空间重构路径。由于数据有限，文章研究时间尺度较短，后续

研究需要增加研究数据，扩大研究时间尺度，全面揭示哈尔滨市工业空间演变的基本规律。此外，定量分析哈

尔滨工业空间演变机制以及对比分析区域内其他城市乃至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业空间演变规律将是后续研究

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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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 temporal Evolu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in Harbin
YANG Hai，YANG Qi － feng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urban land use data of Harbin in 2003，2010 and 2017，the evolution law and reconstruction path of industrial
space in Harbin are discussed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by using the models and methods of expansion rate，spatial autocorrelation，

circle and sector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space area of Harbin increased from 2003 to 2017，while the spatial expan-
sion speed decreased． The industrial space scale and expansion rate of different urban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 is spatial
clusters in Harbin industrial space significantly． Within three years，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migr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clusters，
and the industrial space of Harbin has clearly expanded to the suburbs． Obviously，the industry in the urban core area is moving out con-
tinuously，and the expansion area of industrial space is mainly within the range of 8 ～ 24 kilometers from the urban center． The industrial
space mainly expands to the north － west，south － south，south －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direction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ndus-
trial space in Harbin，such as large proportion of core urban areas，low level of agglomeration，low rate of land use and chaotic layout of
suburbs．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eplace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in urban core areas，the promotion of indus-
trial centralized layout，the improvement of land use rate of industrial space，and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living space in
suburbs． Machine integration should be the main way of industr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Harbin．
Key words:industrial space; spatial － temporal evolution; space reconstructio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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