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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以我国现有各类建制市为单位设卷，既记述每座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又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管理、公共设施、建筑、交通、服务、教育、文化、
环境、历史遗产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
每卷书的内容大致由这座城市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的回顾、城市建设中的问题研究，以及城市未来
发展的展望等三大部分组成。
它既不同于已有的当代地方简史，也不同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报告，更不是学者个人的学术专著，而是
在城市领导机关的主持或支持下，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既是面向城市决策者、建设者、管理者、研究
者的权威性的科研成果，又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科学性、普及性读物，是史论结合、篇幅适度、图文并
茂、规格统一、装帧精美的系列图书。
它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城市问题、查询城市信息的参考书、工具书，也可以起到城市名片的作用。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各卷的写作班子，一般应是由当代史、地方志的学者，城市各方面问题
的专家，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三结合的写作队伍。
每卷书在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把
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在展望城市发展的远景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方针、政
策，立足国情市情，尊重城市规划部门和其他工作部门的意见，并力求吸收和借鉴当代国外有关城市
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中的一卷。
它是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参与研究
、撰写，经市领导审定同意出版的一本学术性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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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篇　第一章  交通商贸型近代都市的形成与发展    一、古老悠远的流域文明    二、世纪末哈尔滨一
带村镇聚落及经济状况    三、依“路”迅速崛起    四、因商而兴的短暂繁荣和畸形增长    五、早期的
都市规划和建设    六、“华洋杂处”的多元文化社会    七、民族抗争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第二章  支援
全国解放的战略基地    一、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二、在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中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探索　第三章  工业主导功能的确立和市区扩张    一、国家重要机电工业
基地城市的初步形成    二、在曲折中前进的城市经济    三、经济地位和贡献    四、市区人口剧增与滞
后的城市基础设施    五、城市规划和城区拓展    六、科技教育的初步发展    七、独具魅力的“哈夏”
音乐会和“冰灯”初放　第四章  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后哈尔滨在全国经济地位
的变化    二、在改革中探索摆脱困境走出低谷的发展道路    三、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和支柱产业的
培育    四、“哈洽会”和开发区牵动高科技与外向型经济发展    五、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和弥补历史“
欠账”    六、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七、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冰雪旅游名
胜    八、科教文卫事业蓬勃发展    九、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的变化专题篇　第五章  政府定位与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问题    一、政府定位问题    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性思考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问题    四、“强政府”与加强区域竞争策略　第六章  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形成与调整改造     一、中央的
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老工业基地问题的表现与实质    三、工业复苏的内在原因    四、国
有企业改革    五、重点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发展　第七章  区域平衡增长与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门    一、
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的倒“U”型理论    二、“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地域结构    三、县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内在机理    四、“城乡一体化”——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第八章  服务业的发展    一、服务业
长期高增长的内在动力    二、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评价    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
　第九章  空间开发和城建投融资体制    一、百年以来哈尔滨城市空间演变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哈
尔滨空间开发过程与方向    三、经营城市面临的课题    四、控制营商成本与城建适度超前　第十章  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    一、城市交通管理    二、城市社会治安管理    三、城市公益设施管理　第十一章  城
市的文化竞争力    一、哈尔滨文化竞争力总体评价    二、政府的作为    三、领导人率先垂范与知识分
子引导文化的作用展望篇　第十二章  城市发展新阶段    一、哈尔滨城市经历的发展阶段    二、哈尔滨
发展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三、哈尔滨发展新阶段的特征　第十三章  城市发展战略构想    一、新世纪
初期的哈尔滨城市发展定位    二、哈尔滨中长期发展规划    三、哈尔滨的发展取向　第十四章  城市空
间拓展    一、城市空间与城市发展    二、哈尔滨城市空间状况    三、哈尔滨城市空间战略构想　第十
五章  城市功能整合    一、城市功能概述    二、哈尔滨城市功能状况    三、哈尔滨的城市功能整合　第
十六章  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    一、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二、哈尔滨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的演
进    三、哈尔滨城市形象定位与建设结语  走向明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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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作用　　七、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冰雪旅游名胜　　源于20世
纪60年代的冰灯游园会，在1979年复办以后规模逐年扩大。
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灯光效果更好，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加之媒体广为传播，影响日益扩大。
冰灯和冰雪逐渐成为哈尔滨有别于其他许多城市的重要特质文化。
哈尔滨的别称也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
一些外地人，甚至国外报刊称哈尔滨是“具有神奇般冰灯的城市”或“冰城”。
最初，哈尔滨人并不情愿接受，也不喜欢这个称呼，担心影响哈尔滨的对外形象。
为此《新晚报》曾辟专栏进行讨论。
哈尔滨是“冰雪带”城市，冬季漫长而寒冷，特别忌讳别人说冷，极力向外界宣传和展示的是哈尔滨
美丽的夏天。
但随着冰灯游园会的恢复和日益红火，影响不断扩大，“冰城”称谓广为流传。
不少中外游客在隆冬季节，冒着严寒，专程慕名来哈尔滨观赏冰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哈尔滨人逐渐接受了这个国人约定俗成的称呼，开始自誉“冰城”，并更加钟
情于冰雪文化的建设和开发。
1985年经哈尔滨市人大通过，确定每年的1月5日是“哈尔滨冰雪节”，从此，哈尔滨人民有了自己特
有的地方性传统节日。
　　第六届冰灯游园会是在庆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喜悦气氛中进行的。
“向四化进军”和“奔向2000”是游园会的主题。
1981年的第七届冰灯游园会被列为哈尔滨市政府当年要搞好的12件大事，成立了专门的冰灯办公室，
作为规划、设计、组织、管理冰灯游园会的常设机构，使冰灯游园会这-季节性的工作，变成了常年性
工作。
以1982年举办的哈尔滨第八届冰灯游园会为标志，哈尔滨的冰灯艺术活动进入发展成熟期，规模继续
扩大。
第八届到第十六届冰灯会用冰量由2800立方米，递增到16000立方米。
每年的展品都达到千件。
还在儿童公园、平房等地开办小型冰灯会。
冰灯取材内容广泛，雕塑风格多样，冰建筑种类繁多，制作工艺精细。
线条复杂、造型多变的中国古典建筑，诸如廊、榭、亭、轩、屋、楼、塔、寺等等，它们飞檐翘角，
斗拱重叠，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特别注重形光动声结合，巧妙配置灯光，重视音响效果，尽量调动游人的视觉和听觉感官，突出冰灯
的整体效果。
从1987年起，在冰灯游园会上举办国际冰雕比赛。
1987年有来自日本、丹麦、加拿大等国的8个代表队参加。
到1989年又有美国、澳大利亚等6国9个代表队参加。
哈尔滨先后赴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大连、南京、杭州、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举办冰灯展览
会，哈尔滨冰灯艺术逐步走出冰城。
　　与冰灯交相辉映同步发展的是雪雕艺术。
早在1963年首届冰灯游园会上，已经出现有最初的雪雕作品。
当时是用堆雪人的方法，在兆麟公园堆塑了一尊大象。
第二届冰灯会上，又出现了4件雪雕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哈尔滨的冰雪雕塑艺术工作者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性比赛，与国际同行交流雪雕技艺。
许多作品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88年在太阳岛举办“首届雪雕比赛”，揭开了有组织的群众性雪雕活动的序幕。
雪塑艺术活动的开展补上了冰城冰雪造型艺术的短腿，使哈尔滨有了名副其实的“冰雪节”。
　　1994年国务院批准哈尔滨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哈尔滨冰雪艺术活动更加繁荣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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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灯游园会规模气势更为宏大，综合性更强，每届冰灯会的用冰量都在1.5～2.0万立方米。
1998年用冰量突破2万立方米的宏大规模，被载入《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在兆麟公园设中心展区，在哈尔滨市内各公园设分会场，在中央大街搞冰灯艺术一条街。
同时，又举办“黑龙江滑雪节”，在亚布力滑雪中心和二龙山滑雪场，开展滑雪和“雪城、雪趣”冰
雪度假活动；在木兰县搞“滚冰节”；在海林举办“雪乡”旅游。
冰雪文化成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发展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
　　1999年12月31日举行的哈尔滨第十六届冰雪节开幕式，把冰灯、冰雪游园活动和“千年庆典神州
世纪游”活动结合起来。
开幕式期间举办了大型花车游，数千人参加的千年庆典狂欢游，两次盛大的焰火晚会以及各种群众性
的文化活动，营造出隆重热烈，独具冰城特色的节日气氛。
冰上婚礼、老年舞蹈百花赛和秧歌表演、花灯表演、民间舞蹈表演、时装表演等，在寒冬腊月形成了
元旦、春节和元宵节三次热气腾腾的文化活动高潮。
首次出现在松花江冰冻的江面上、融东西方历史文化特色于一体的大型冰雪旅游乐园——松花江冰雪
大世界占地20万平方米，用冰量60000立方米，用雪量12万立方米，园内景观520多处，创造了工程规
模最大，单体建筑最高，工艺材料新，项目设置多，活动区域开阔，规划布局有新意，与大自然结合
完美的新的记录，堪称20世纪规模最大的冰雪艺术精品工程。
　　以“中国风·五洲情——2000浪漫冰雪游”为主题的第二十六届冰灯游园会，设有盛世欢歌、五
洲海游、千禧龙年、飞雪迎春、中华庆典、艺海荟萃、迷你乐园、四季采风等8个景区。
用冰2.4万立方米。
2000件构思巧妙的冰雕作品，寓意2000年吉祥。
太阳岛上的雪雕艺术博览会，格外引人入胜。
来自加拿大、丹麦、德国、马来西亚、日本、俄罗斯、美国、瑞士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个代表队参
加了国际冰雕比赛，8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个代表队参加了国际雪雕比赛。
这届冰雪节期间，接待海外游客3万多人次，国内游客157万人次。
同时，把冰雪观赏旅游和经贸活动相结合，冰雪节经贸洽谈会总成交额14亿元。
据旅游部门的统计，冰雪节期间旅游收入达7.8亿元，向社会提供了1.2万个就业岗位。
国内外有百余家新闻单位对哈尔滨千年庆典和冰雪大世界进行报道，发稿千余篇。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等都作了专题报道。
　　把冰雪作为文化品牌来打造，大大提高了哈尔滨的知名度，也带动了包括有地方特色的金源文化
、京旗文化及各类异域文化的保护、恢复、建设和开发。
每年的冰雪节和冰灯会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兆麟公园的冰灯游园会、太阳岛
雪雕、亚布力滑雪场、玉泉狩猎场成为冬季海外旅行者来中国的首选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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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旨在全面回顾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和历程，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现代化
建设和管理的重大问题，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以及历史遗产
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以系统总结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努力
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本书秉承《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的编著宗旨，通篇较好地把握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史论结合
的研究视角，另一个是当代人写当代城市的时代视角。
正是这两个独特的视角，使得这套丛书有别于以往出版的单纯介绍性的城市类书籍。
以史为鉴，以论资政，站在时代前沿，在新的发展基点和历史起点上回顾、审视和展望，对于探寻城
市文明、推动城市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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