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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域下城市灾害及社会应对研究
———以近代哈尔滨城市建设为例

刘治呈

(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在近代化演进过程中，哈尔滨饱受水、旱、火、兵等灾害的侵扰，这些自然和人为灾害对城

市生态环境和城市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危害性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而日趋严重。来自

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力量开始积极应对处理城市灾害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文章以生态文明为视角对

近代以来哈尔滨城市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作研究，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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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
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写道: “我国灾
荒之多，世界罕有。”［1］( P1) 灾荒问题不仅是简单
的自然现象，它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稳
定密切相关，并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具体考察近代哈尔滨城市频发的水、旱、
火、兵等自然和人为灾害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
响及当时社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旨在更好地
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
“哈尔滨位于中东铁路的东至绥芬河、西

至满洲里、南至大连，贯通全东北的铁路交汇
点，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哈尔滨成为东北地
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2］( P112) 自 1898 年 6
月中东铁路工程局迁入哈尔滨起，包括行政管
理、工程技术、生活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大批工作
人员陆续抵哈。同期自哈尔滨向东( 绥芬河) 、
西( 满洲里) 、南( 大连) 三个方向同时开工筑
路。“1903 年 7 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哈尔滨
正处于大规模兴建时期，筑路的中国工人一部
分返回原籍，一部分进入哈尔滨，致使这一时期

哈尔滨人口数量大增。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

哈尔滨成为沙俄的战争后方基地。大量军队在
这里集结，大批伤兵到这里医疗。为满足前线
供应，需要大批人力和大量物资，促使哈尔滨人
口迅速增加。”［3］( P459) 在日俄侵扰的情况下，清
政府以充实人口的方式巩固国防，放弃封禁东
北的政策，再加上修筑铁路，哈尔滨急需大量劳
动力，在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国内外大量人
口与资本迅速涌入哈尔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
哈尔滨城市繁荣的基础。然而，人口激增，也是
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原因之一。城
市灾害不仅对人类生存产生影响，也破坏了城
市的生态环境。

一、城市灾害频发

( 一) 水祸旱灾

“哈尔滨市整个冬季均在极地大陆气团控
制下，夏季则主要受到副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

春、秋二季为冬、夏季风交替季节。”［4］( P71) 从气
候特征上来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控制着哈



尔滨地区，这使哈尔滨地区极易受季风影响。
由于季风的不稳定性导致哈尔滨水旱灾害频
发。在科技不十分发达的近代，旱灾会对农业
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春旱，籽种无法下种，

即使下种后，也很难发芽; 夏秋旱，农作物无法
生长，以致颗粒无收，这都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
命与财产。”［5］1882—1883 连续两年夏旱，秋雨
未能均 调，所 收 获 的 农 产 品 不 及 往 年 三 成。
1907 年 8 月 14 日，报载: “哈尔滨大旱蔬菜尽
死，实为二十年来所未有。”［6］“1917 年 4 月 22
日，松花江哈尔滨江段，水势日渐低落，5 月 16
日，旱象已成。本埠( 哈尔滨) 附近日来干旱已
甚，其低下地方所种五谷尚能萌芽，不过萎黄，

至高亢地方，虽已播种，仍是一片赤地。”［7］( P163)

“1920 年 5 月 9 日，哈尔滨自夏以来，天气亢
旱，未得甘霖，年景荒歉，本年入春又呈旱象，大
田迄今未播种，人们咸报杞忧。”［7］( P164)

哈尔滨夏季雨日多，雨量大，降水集中。由
于近代城市排水系统尚不完善，导致哈尔滨水
灾频发。“1899 年松花江水溢，哈埠北岸至呼
兰间尽成泽国，高粱仅能见穗，时值九月秋收之
际，高粱尽能刈穗，灾害之重，可以想见。”［7］( P45)

“1909 年因连日暴雨，松花江水猛涨，哈埠傅家
甸局部江岸破堤泛滥，受灾农田一点六万垧。
淹没房屋七千余间。”［7］( P46)“1923 年 9 月 1 日
松花江又泛滥，马家船口水深六七尺，田禾被淹
没，已非人力所能控制，当地百姓无米无炊，无
食无 靠，松 花 江 沿 岸 溺 毙 三 千 余 人。”［7］( P53)

“1929 年 9 月 7 日，哈尔滨江北江水出槽，平民
船坞沿江一带各灾区，房屋均被淹倒塌，水深数
尺，日余未落。灾民“船居露处”啼饥号寒，惨
不忍睹。”［7］( P56)“1932 年 8 月松花江洪水———
为该流域自 1898 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一
次洪水。”［8］( P40) 其中属哈尔滨灾情最重。“自
哈尔滨市区进水后，市民纷纷逃难，流离失所。
水漫道外之后，当时的滨江路公安局 8 月 16 日
发表的调查情况是: 受灾面积约六点二五平方
千米，受灾房屋一万九千零六十余户，难民达到
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余人，死亡约五万余人。避
难楼上者三万零一百七十一人，急需救济者四
百九十三人，倒毙家畜约二百余头，倒坏房屋一
千一百零四间。”［7］( P62) 1934 年 7 月 20 日《时
报》载:“傅家甸之堤，连日为松花江怒涨之水
所冲击，致今日决口，该江右岸，遂成泽国，近数
日内许多商民，为预防计，纷纷挟货远徙，其留
者与居民，因今日决堤之故，皆陷水中，闻目前

情势至危，当道现正努力救济灾民。”［9］“城市
人的双脚虽然自沾满浸透城市粪肥的泥土中拔
出，但是他们的身体仍然与其呼吸的空气、摄入
的饮 食、消 耗 的 能 源、共 存 的 生 物 息 息 相
关。”［10］可见，水旱灾害直接破坏了乡村生态系
统，同样作用于城市生态环境，且由此衍生出的
城市生态问题却更为复杂和严峻。

( 二) 火灾

近代以来哈尔滨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
中，屡被火灾侵扰。据统计，中东铁路局办公楼
自 1905 年 11 月 27 日至 1906 年 1 月 8 日，共
发生 5 次火灾。［11］“1906 年 12 月，哈尔滨俄国
将军部房屋及火药房均遭火灾焚毁。”［12］

城市火灾的频繁发生给居民造成了巨大的
精神打击和物质损失。对于城市中普通居民来
讲，生命安全时刻受到火灾的威胁，一场突如其
来的火灾有可能导致家毁人亡; 对于城市中小
本经营的工商业者来说，多年来努力奋斗的成
果，会因遭遇火灾而付之一炬。此类事例，不胜
枚举。如“1922 年傅家甸地方，中国工厂货店
等一千二百家，均遭火灾焚尽，情况极惨。”［13］

“1930 年，哈尔滨道外，因建筑不良之故，致屡
肇火警，损失之数，动辄数十万元。”［14］“哈道外
六道街大火，延烧而百余家，损失近百万。”［15］

“1931 年，哈 尔 滨 道 外 水 晶 街 大 火，焚 毙 五
人。”［16］同年 6 月，“哈埠犹太教堂火灾，房屋蓋
塌，伤毙救火员多人。”［17］1936 年 6 月 30 日
《时报》载:“哈尔滨道外四平街平康里桃源班，

二十六日晨一时起火，延烧至翌晨一时始熄，平
康里妓院八九家及附近住户机关一八九户悉成
灰烬，毁房五百余间，损失百万元，烧死二十九
人，伤十八人，失踪十七人。”［18］

哈尔滨火灾发生频率之高，既与人们防火
意识缺失和粗心大意有关，也离不开自然环境
的影响。首先，哈尔滨地区纬度较高，冬季寒冷
并且干燥。烤火取暖是当时人们应对寒冷的普
遍选择，所以用火较多。在干燥多风降水稀少
的情况下稍不注意，星星之火转瞬就会变成燎
原之势。其次，近代城市的某些地区，道路狭
窄，公私建筑杂乱，商铺密集且水源较少，火势
骤起，极难扑灭。

( 三) 兵灾

战争在给人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

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自近代起，

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哈尔
滨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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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基地。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下，哈尔滨地区发
生了很多战争。“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哈尔滨地区的主要战事有清末民初围攻哈
尔滨沙俄护路军之战; 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抗日
保卫战、反攻哈尔滨之战; 解放战争时期收复哈尔
滨之战、剿灭国民党建军土匪之战等。”［19］( P75) 而
对哈尔滨影响最大的还是日俄为争夺在东北利
益发生的战争，以及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
中国而发动的侵华战争，都对哈尔滨的生态环
境产生了亘古未有的冲击。比如，为争夺在东
北的利益，日俄双方均曾向哈尔滨派军。“哈
尔滨原系俄人之势力范围，此次哈埠俄方军事
机关，由于日军在满蛮横逞暴，肆意侵占，为自
卫计，于二三日前，防务加强……日军不加详
查，于占领辽吉之余，犹逞其勃勃野心，贸然调
集大队，准备向哈尔滨进发。查首先进发者，为
日第二师团先锋一三两联队，乘日舰抵哈，预备
登陆，此时哈埠俄军以先准备，即拒绝其登岸，

因双方言语不通，又兼发生意见，遂致酿成重大
纠纷，……双方开始冲突，各用大炮机关枪射击
颇烈，激战约一二小时，犹未尽息，死伤无辜，损
坏建筑，一 时 未 能 查 明。”［20］“1932 年 2 月 3
日，日军主力抵达哈尔滨南郊，以飞机、重炮、坦
克为掩护，向市区进犯……抗日自卫军为了阻
止敌人前进，利用围墙和高房作工事，发炮阻击
敌人，奋力抵抗。”［19］( P86) 但在日军猛烈炮击和
轰炸下，以房屋和院墙为基础组成的防御工事
几乎被夷为平地，城市面貌尽毁。

二、城市环境恶化

城市灾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也严重破坏了近代哈尔滨城市的生态环境。
第一，灾害毁坏城市面貌。以水灾为例，近

代哈尔滨城市由于排水系统尚未完善，预警机
制还不健全，水灾时常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如:“1917 年 6 月 13 日，松花江水大涨，
6 月 14 日，市场竟被水淹。道外江滩市场，小
本营业，家搭棚而居者栉比鳞次。前日大雨倾
盆，猝未及防，水势过急，被冲刷而失去者约十
之七八。道外南五道街，闻所有住户多系土房，

该处地势洼下，一遇大雨即成泽国。数日来阴
雨连绵房屋全在水中，以致相继倾倒，男女老弱
露宿湿地，哭声相继，地方有同者，似宜急筹宣
泄之法，以奠居民也。”［7］( P52) 水灾崩坏房屋，摧
毁田亩，短时间内使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除水灾之外，“干旱是气象灾害中位居第二位、

仅次于水灾危害程度的人类又一大灾，对农业
危害尤为显著，造成了农业的大面积减产和歉
收，带来社会经济的衰败。”［21］如:“1921 年，黑
龙江省的哈尔滨、拜泉、嫩江、呼兰、宁安、东宁
等几县受灾。各地灾情主要是集中在春夏季
节，久旱无雨，致使各县受灾田苗无法生长。加
之前两年的旱情没有完全得到恢复，土地干旱
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大面积荒芜，农民苦不堪
言。民食的长期缺乏，使饥民遍野，灾民备受煎
熬。”［22］水旱灾害致使大量难民涌入城市，造成
城市人口激增，由于这些难民不具备最低的生
活保障，为求苟活，他们只好以城里的树皮草根
危食物来源。1915 年，呼兰“春夏连涝，秋大
风。入冬十室九空，糠屑豆饼吃尽，遍地冰雪，

难寻草根野果……”［22］“1916 年，滨江五、六两
区因去岁歉收，民食不继……两区人民闻已无
粮可食，掘草根以为食料。若不早为赈贷，难免
饿殍载道云。”［23］“干旱引起饥饿，饥饿吞噬了
植被，植被的丧失又招致更大的灾害，于是人类
便在一轮又一轮因果循环的旱荒冲击波中加速
了自然资源的覆灭，并有可能最终覆灭人类自
身。”［8］( P50) 难民取草根树皮以为食给城市内部
及周边的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加剧了城市生态
环境的恶化。

第二，灾 害 滋 生 疾 病 并 产 生 城 市 垃 圾。
“干旱、洪水、风沙、地震等各种灾害，还会恶化
水质，污染空气，造成大量生物体死亡腐烂或者
垃圾、粪便等地表排泄物的漂流，严重损害环境
质量，导致疾病流行，瘟疫狷獗，给灾后馀生带
来更为巨大的威胁。”［8］( P50) 大灾之后，必有大
疫，由于涌入城市的灾民居无定所、食物匮乏、
身体虚弱，致使城市内疾病爆发的几率明显增
加。如: 1911 年“哈尔滨段松花江水自五月节
后迄今三月有余，陆续涨发，共一丈八尺余深，

该江滩之房屋亦被水围绕，此处居民非用船不
能出入云”。［7］( P48) 同年，“据俄京消息，哈尔滨
中国人居住之地，每日因疫死者约一百五十
人。”［24］“1919 年哈尔滨旱情严重。春夏哈尔
滨少雨，七月二十五日，天气酷热……说者云:

自本埠开辟以来未有如此之炎热云。”［7］( P163) 同
年《远东报》刊登一则消息: “近日本埠( 哈尔
滨) 又发现天花及冬瘟各症，甚至年长者亦传
染天花，故本埠官医院为预防起见，刻正施种牛
痘，以免传染日广云。”［25］“1932 年 8 月 10 日，

哈尔滨市区进水，道里、道外一片汪洋，中央大
街、新成大街( 今尚志大街) 、石头道街、十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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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透笼街、地段街、买卖街等各主要街道全部
进水，街面已可泛舟。……哈尔滨江北太阳岛
一片汪洋。全市除南岗外，几无干净土，难民近
十万人。8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在七十七天
中，哈尔滨收容灾民每天平均计一万八千三百
九十二人。由于难民密集，饮水奇缺，生饮污水
者常见，致使病疫蔓延。自 9 月 1 日至 30 日，

共收尸体二千零九十八具，均系死于传染性疾
病。”［7］( P60) 一方面，灾害致使城市公共卫生环
境不断恶化。因灾致伤或致病的人员得不到有
效的医护，人畜尸体也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在
这种城市环境下，导致疫病的大规模爆发。另
一方面，战争使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陷入崩溃，

以至于病菌的滋生和传播，对市容市貌造成了
恶劣影响。

第三，灾害导致资源的大量耗废。水灾、火
灾和战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大量城市建筑
物的损毁，无论是修缮还是重建，都需要大量木
材资源，致使木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此，哈
尔滨周围的森林资源被迅速消耗。更为重要的
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巨额军费开支
使政府无暇也无力顾及民生和市政建设。据夏
明方先生统计，“北洋军阀时期军费支出达到
39%，十年内战时期达到 43． 84%。”［8］( P377) 奉
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把
势力伸向了关内，不断扩军备战。其入关最具
代表性的战役就是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
可以说张作霖的利益诉求，大都是以战争为手
段来获取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力量对
近代战争来说尤为重要。长期频繁的军阀混战
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民力消耗，不仅
政府无力承担，所辖民众也深受其害。从军事
动员学的角度来看，战争需要政府集中力量进
行最大限度的动员。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政府
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战争的胜利，人们政治、
经济和日常生活也都聚焦在战争上。所以在当
时的条件下，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市民群众都
无暇且无力考虑建设城市生态环境。

三、城市环境的改善

古人云: 福祸相依。灾害一方面使城市机
制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也使近代哈尔滨人
逐渐了解了城市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城市生态的建设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关
注。首先，政府在进行灾后赈济的同时，也为解

决由灾害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市政建设。如: 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机构的设立上，据统计，黑龙江地区所辖地市最
早建立卫生行政机构的是哈尔滨市公议会成立
的医务卫生局。“1909 年，哈尔滨市公议会决
定，设立医务卫生局，办理公共卫生事宜。局内
设事务、检验、防疫三部。主要工作是检验市场
上的饮料食品，街道庭院清洁; 检查茶馆、饭店、
旅店、妓院及娱乐场所的卫生; 处理有碍卫生
者，对卫生工作进行宣传教育，统计生死病亡数
字; 调查传染病疫源等。”［26］( P233)“1922 年，在
哈尔滨市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公署
的警务管理处内设卫生科，掌管特别区之医药、
保健、卫生防疫事项。”［27］( P426)“哈尔滨特别市
于 1928 年成立清道队，配清道夫 100 名、汽车
司机 2 名、运秽夫 4 名、汽车两台、手推车 50
台，专门负责道路的清扫工作。东省特别区市
政管理局卫生清道处下设三个组，配清道夫
200 名，分别承担八站( 今道外区) 、新安埠( 今
顾乡) 和马家沟地区的街道清扫任务。”［28］( P140)

“1932 年 2 月 5 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哈尔滨。4
月 8 日，日伪政权确定设哈尔滨特别市。1933
年 6 月，统一市制，7 月 1 日，成立哈尔滨特别
市公署，随即，在市公署内设卫生处，直至 1945
年抗 日 战 争 胜 利，市 公 署 暨 卫 生 处 一 并 解
散。”［26］( P233)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卫生机构的设
置和完善，监管工作更加有序和规范，一定程度
上优化了哈尔滨城市生态环境。

在管理法规和制度章程的构建上。1907
年，建立黑龙江行省公署。在行省公署巡警总
局内设卫生局、管理中医中药、防瘟疫、检査食
物、视察屠宰、组织清扫队清扫街道事项。1911
年，巡警总局改为警务公所、卫生局改为卫生
科、掌管事项不变。［27］( P425) 其中，由警务公所拟
定的《检疫章程》就明确要求: “各住户与清道
夫应逐日打扫街道巷里的污秽地方; 各住户每
天打扫厕所，并撒生石灰; 掩埋死的牛羊和不干
净的饮食原料; 各所检疫委员应预备避瘟药以
备急需; 疫病流行时，戏园、妓馆等营业场所均
得暂时封禁。”［29］“1920 年 3 月，黑龙江全省警
务处兼省会警察厅长宋墨林以春风浩大，火警
日有所闻，推其原故，系各牛马店柴草车及各住
户各小巷各工艺小商院内堆积大垛茅草、牛马
粪垛及房顶压着稻草，一有不慎即生火险。警
务处长有鉴于此，召集会议公决。”［30］( P1349) 制
定了《预防火险办法》。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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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规章。其内容包括: “瞭望巡警不分昼夜
每三点钟换班一次，轮流更替。遇火警各区均
有协助之责，一闻警笛即须驰往，不得籍故不
到。火场警察职务分二种，一曰警戒，一曰救
护，禁止车马闲人搜查盗贼窃咎及形迹可疑者
为警戒，全保被难者性命及搬运财物者为救护，

但以先救人命而后财产。火熄后倘有人民馈送
礼物不准收受。”［31］( P52 － 54) 在整顿相关行业卫
生环境方面，1926 年，哈尔滨特别市颁布了《哈
尔滨特别市管理饮食物营业规则》以及《哈尔
滨特别市修正关于理发店卫生规则》等城市公
共行业卫生管理法规。以求达到“唤醒民众，

使人人了解卫生之意义，人人明了简要卫生之
方法，人人能遵从卫生规律，人人能实行卫生”
之目的。［32］

城市公园是现代城市整体的有机组成部
分，有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市容之功效。自
中东铁路工程动工伊始，哈尔滨的公园建设运
动就揭开序幕。在 1903 至 1931 年间，“哈尔滨
的公园大小约有四十散处”。［33］在对城市公园
大加建设的同时，还通过栽植行道树、花卉等方
式对哈尔滨市区内的主要街道进行绿化，以优
化城市生态。比如，当时滨江地区就规定“马
路中间一律用土垫平……以此项地方用备将来
种植小榆树之用。”［34］( P1)

官方力量在加强城市生态建设上固然是有
所作为，但民间力量亦不可等闲视之。如: 在城
市清洁方面，1917 年至 1920 年，在哈商人出
资，先后成立了清洁公司、除秽公司。［35］( P237) 在
消防救火方面，早在滨江厅巡警局成立之前，哈
尔滨市民就已经在傅家店自发组织了自治消防
队。1909 年，滨 江 商 务 会 筹 款，在 新 平 街 51
号，建立了商务消防会。“道里一域华俄杂处
尤为趋重之地，商等六十余家在道里旧八杂市
承领地基建筑板房，占第七第八第九道街计共
六十余家，向保险公司投报火险，各公司均以板
房接连特不肯应保，商等亦以倘有不慎曼延最
易，是以公议自购救火应用器具，勘定适宜地点
穿井数眼以备汲取救急，集合实力遇灾奋登借
以补助消防。”［36］可以说民间力量是官方力量
在消防事业上的重要补充。

四、结论

就目前情况推断，城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将是人类聚居形式的最高发展阶段，是
组成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重要成分之一。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环境保护成为一个
重要而突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
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将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洒向全世界，曾酿成四天内就造成四
千人丧命的伦敦烟雾事件、因为二氧化硫排放
量过大而导致的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以及
洛杉矶光化学事件等诸多“公害”事件，引起了
全世界范围内的震惊和反思。目前中国仍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城市的占地规模、
常住人口、经济产值都有显著上涨。在飞速发
展的表象之下，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需要政府
和公众及时关注、研究并解决。而对近代化过
程中哈尔滨城市演进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则可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经验。哈尔
滨是近代才兴起的新城市，仍面临着灾荒和生
态破坏的老问题。自哈尔滨开埠以来，由于政
府的不合理开发，以及建设者缺乏合理的城市
规划，致使各种城市灾害在近代哈尔滨频繁发
生。除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外，这些灾害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尤为严重。从近代哈
尔滨城市灾害的发生及其社会应对上来看，当
时官方和社会各界虽然为应对城市灾害而制定
并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例如随着
近代哈尔滨城市结构的不断优化“警政制度作
为维护城市稳定与安全的保障在此时应运而
生”。［37］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上的调整
并未触及城市生态问题的本质问题。杜绝城市
生态灾害，只依靠制度保障和救助措施并不足
够，还必须要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于历
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
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
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
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影响。”［38］所以人类只有
顺应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环境灾害才会远离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是
人类基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必然选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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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Urban Disasters and Social Ｒespo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Harbin City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LIU Zhi-cheng
(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Harbin has suffered from many disasters，
such as flood，drought，fire and military． Thes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urban appearance，and their harmfulnes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All kinds of
forc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began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rban
disasters，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is pa-
per studies the urban disasters and social response of Harbin since modern times，aiming to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 city in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rban disaster; Harbin; soci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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