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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评点低碳城市建设

2008年初，中国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

“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然后陆续向全国推广开

来。目前，国内发展低碳城市的热情高涨，全国已有

保定、上海、贵阳、杭州、德州、无锡、吉林、珠海 、

南昌、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构想，

此外还有不少城市争相打造低碳城市的名片。

虽然各地争相发展低碳城市的积极性是值得肯

定的，但是有些城市盲目跟风，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现

象是不容忽视的。对此，各位专家学者给出了专业性

的评点和意见。

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谭洪卫说，各地城市热衷于进行低碳经济示范或建

立低碳城市是一件好事，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但目

前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必须按实际情况分步推进，防止

一哄而上的“大跃进”现象。推进低碳城市建设需要

防止以下几种不良倾向：

首先，国家倡导低碳城市建设，就会有不少地方

出台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的政策，去做一些

项目的示范，而这些项目往往是为了示范而示范，堆

砌展示一些并无多少推广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

其二，要防止为评级而“作秀”的做法，避免低

碳城市建设的“指标化”。

其三，要防止急功近利的做法，充分认识城市低

碳转型的艰巨性。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崔胜辉等

专家提出，低碳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城

市管理建设者，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应采取以下政策和

措施：

低碳城市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低碳能源生产和利用，

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能源保障。

低碳城市的工业产业布局应低碳化、循环化，要重新布

局、规划新型的工业布局，实施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控制

高碳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最

终实现低碳生产、可持续增长的生产模式。

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说，当前我国低

碳城市建设最有效的途径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效。专家们谈

到，工业企业是节约能源、提高能效的主力，但政府的决策

行为和居民的生活行为也同样重要。

首先，引导企业管理者树立“低碳”意识，转变经营理

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当务之急是改变粗

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排放、高消耗的发展方式，继

续加强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等工作的力度。

其次，引导地方官员在决策中要树立“低碳”意识，在

城市建设中减少耗能巨大的“样子工程”、“亮化工程”、“景

观工程”，在政务活动中避免铺张行为，在节约型社会的建

设中率先垂范，通过科学决策引领城市的“低碳”步伐。

其三，继续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倡导市民绿色消费。

应倡导人们的“低碳消费”习惯，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尽量

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彻底改变诸如餐饮浪费等与节

能减排背道而驰的陋习。

发展建设成为低碳城市已经是世界各地各城市的共同

追求，在确定适合发展低碳城市后，首先要制定合理适宜的

建设规划，千万不能不考虑地区差异，照搬照抄其他地区，

需要切合实际，因地制宜；其次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低碳经济

是全民参与的事情，从普通市民到企业管理者，再到地方官

员，都是城市的建设者，都要树立好“低碳”意识，尽好各

自的本分和职能，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要时刻将“节

约能源、提高能效”考虑在先。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已刻

不容缓，建设低碳城市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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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保护西藏湿地生态系统

作为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项目中的一项，

中国将投入 3.1 亿元对西藏湿地生态系统进行保护。

西藏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类型繁多的独特湿地生态系

统。为保护西藏脆弱的 生态系统，恢复生态区域功能，

2009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提出用近 5个五年规划期，投

入资金 155 亿 元，实施 3大类 10 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工程，到 2030 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及高原独特气候影响，西

藏形成了面积大、分布广、特征独特的高原湿地生态系

统。西藏第一次湿地调查数据显示，西藏湿地面积为 60

０0.4 万公顷，占西藏国土面积的 4.9％，约占全国湿地

面积的 10％。 林业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西藏湿地生态

系统主要包括湖泊湿 地、沼泽湿地、河流湿地和人工湿

地。其面积分别为 253.9 万公顷、320 万公顷、26.4 万

公顷和０.1万公顷。目前，西藏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41.26 万平方公里，已经占到西藏国土面积的 34.3％ ，

西藏超过三分之一国土都被纳入了自然保护区范围并得

到了较严格的保护。近年来，西藏已建 立拉鲁国家级湿

地自然保护区，８处自治区级湿地自然保护区。2009 年

西藏还建立了３处国家湿地公园。西藏自治区环保厅提

供的数字显示，截至 2009 年 底，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与建设工程已完成投资 17.5 亿元。据悉，为确切掌握

西藏湿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分布和生态状况，西藏正在

进行第二次湿地调查，调查工作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意大利佩鲁贾的新“能源屋顶”

“能源屋顶”是佩鲁贾中心区 Via Mazzini 的一个

天棚，也是进入到考古地下通道的入口。这条通道连接

着 P 当地的地铁站。

“能源屋顶”是佩鲁贾中心区 Via Mazzini 的一个天

棚，也是进入到考古地下通道的入口。这条通道连接着

Pincetto 地铁站。

“能源屋顶”将为城市发电，西附楼的朝向是为了获取

光照，东附楼则是为了捕捉风力。屋顶有三层：顶部的发

电层、中间的结构层和底下的薄板玻璃与透明气垫。

顶层的光电电池能够发电和遮蔽阳光。每个单独的光电

电池都通过电脑编程进行朝向的最优化。

结构层中安装了 5座风力涡轮。屋顶和地下通道都是能

源自给自足的。“能源屋顶”为佩鲁贾带来独特和高度识别

性的标志，也是可持续性的建筑与古老的 Via Mazzini建筑

结合的典范。

越南河内“首尔公园”引发争议

据韩联社报道，在越南首都河内迁都 1000周年之际，

与该市缔结友好关系的姐妹城市韩国首尔，计划将在河内

建立“首尔公园”。
首尔计划 2010年建造 1500平方米规模的公园，并在公

园中建造可体验韩国传统文化的韩式建筑物及文化财产。

除此之外，首尔还计划向河内派遣韩国文化传播团，通过

举办象征首尔、河内友好的联谊会等形式，进行各种文化

交流活动。

首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促进与河内的友

好关系，将在这一年里举行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首尔市还计划为纪念河内迁都 1千年，并深化两市之间的

友谊，在河内博物馆埋藏小型时间囊。

该时间囊将会在 1千年后开启，里面貯藏韩国和越南的

象征物，以及记录两市交流合作史的物品。

此举一经报道，立即引发日本网民热议。有留言称，“韩
国此行是去污染越南”，“韩国打算把越南当作自己的国家

吗”，“对于越战期间，韩国士兵的暴行，越南 人从未要求

韩国道歉或者谢罪，韩国人在这方面应当好好跟越南学一

学”。





韩国致力于脆弱植物物种的保护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山林厅将对因气候变化而濒临灭绝的山林植

物展开“物种适应工作”研究，为这些植物提供自生地以外的“避难场所”。
据报道，山林厅已将冷杉、福寿草、山菊等 100种植物列为气候变

化脆弱物种，并将这些物种的部分自生地划为调查区域，设立气象观测

装置，持续监测植物的 开花、长叶、结果等生长过程和温度、湿度、

风向、降雨量、日照量和土壤水分等环境变化。

此外，山林厅还在全国 9个“气候变化脆弱植物物种保护园”内人工建

设了与植物自生地相似的生长环境，对濒临灭绝的物种进行保全和复

原。

山林厅预计，通过监测积累的气温分布地带等数据，有助于从 2013
年起对这些植物提供系统化保护管理方案，并有助于绘制预报各物种开

花、长叶，以及标记植物生长地域等的植物栽培地图。

据报道，过去 100年间韩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 1．5摄氏度。受此影

响，过去不会在首尔开花的山茶树开花，这类自生植物栖息地移动现象

越来越突出。此外， 汉拿山的冷杉、雪岳山的矮紫杉等高山性耐寒树

种也出现明显减少。对此，山林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平均气温每上升

1．5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就会有 20％至 30％的动植物面临灭种危

机，气候变化脆弱植物的保护工作将对维持山林生物的多样性有很大帮

助。

联合国 2010201020102010年首次气候谈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２３日在德国波恩宣布，２０

１０年的联合国首次气候变化谈判将于４月９日在德国波恩举行。

该秘书处 指出，这一决定是在２２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代表会议上作出的。波恩谈判为期３天，将于４月１１日结

束。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了严

重的分歧。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表示：“我们将尽可能的进行努力。我

认为，共识难产的主要原因是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因为在应对气

候问题时，必须牵涉到经济上的成本。我们希望能够在下一次会议上取

得全面、广泛、坚实的共识。”
此外，联合国还计划今年再组织两次主要谈判，一次于５月３１日

至６月１１日仍在波恩举行，另一次于１１月２９日到１２月１０日在

墨西哥坎昆举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说，上述安排

在去年１２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闭幕后作出，无疑有助于保证各方

迅速回归谈判，推动计划 今年年底举行的坎昆气候变化会议取得成功。

德布尔还指出，迄今已有１０９个国家就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发

表的《哥本哈根协议》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作出积

极回应，这些国家的能源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８０％。

最高的木质摩天大楼

挪威巴伦支海秘书处日前宣布将打造世

界最高的木制摩天大楼。该秘书处希望，这

一新建筑能成为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集多种

风格与知识进步象征意义的标志，以及可持

续发展建筑和碳排放平衡的典范。

现如今世上最高的木建筑位于俄罗斯西

北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它

高达 144 英尺，有 13层楼房之高。而新的

木塔将建在挪威的希尔科内斯（Kirkenes）。

按照设计，整个大楼将有 16-17层，全部选

用自然建筑材料，使用创新的环保方式。挪

威奥斯陆莱夫-朗姆史丹建筑所将负责整个

宏伟的工程。

为了达到碳平衡，莱夫-朗姆史丹建筑所

将使用全新整合系统以保障建筑适合季节

和气候变化，同时选用可生物降解日用品和

工业废品来生产沼气。这栋宏伟的木制摩天

大楼将采用传统的俄罗斯、瑞士、芬兰和挪

威风格。

该建筑将成为挪威巴伦支海秘书处的节

能办公室，并配置图书馆和小影院、为艺术

家、学生及研究者提供富有创造性的空间以

及其他各种设施。该机构希望将这个庞大的

木结构大楼打造成该区域中可持续发展的

建筑典范，同时也作为俄罗斯、芬兰、瑞士 、

挪威等国的合作中心。

在当代这样一个由钢筋水泥建成的社

会，木质摩天大楼是一个既有环境效益又兼

顾设计美感的突破性念想。这更将是一个成

功的设计



“永不落幕”的世博会

关注世博，关注世博园区的后续利用

巴黎世界博览会后，塞纳河、埃菲尔铁塔成为巴黎的象征性景点，闻名世界。

美国西雅图 21世纪博览会结束后，世博园区定位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城区——西雅图中心，现已成为美国西

北太平洋沿岸地区首屈一指的聚集地，经常举办一些大型活动。

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大阪博览会结束后，政府用盈利资金建立了大阪世博会纪念公园、主题儿童游览园。世博

会期间供职员和参观者居住的“世博会城”，在世博会结束以后就变成了公众居住区。世博会期间的管理大楼成了纪

念展览馆，至今仍举行着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那么，上海世博会后，世博园区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又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什么不同？世博园区内的各项工程

建设已进入了收尾阶段，随着世博会的日益临近，关于世博园区如何后续利用的问题已摆在眼前。

事实上，中国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注册报告中已经给出了世博园区后续利用的初步计划。世博会后续利用

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场馆的后续利用；二是土地的再次开发；三是新增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继续发挥后续效用 。

中国馆将永久保留，成为中国与国际展览局合作举办 2010年世博会的标志。公共活动中心会后将作为一流的

大型会议中心。演艺中心在会后将继续作为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部分具有特色的建筑及大型场馆设施将予以保留。部分国家有建造永久馆的良好意愿，将依据相关参展方的参

展方案、展示内容、技术要求，并考虑后续利用的合理安排。获得保留的外国独立展馆，将是符合 21世纪绿色和

环保的时代主题，凸显绿色、环保、健康和节能特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展示设计与生态相

结合的典范之作。

江南造船厂原址保留建筑群，将结合后续利用规划，改建为以大型工业博览展示和文化交流为主导功能的近代

工业博物馆。

世界博物博览馆及其附属设施在会后将留给上海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和展示研究中心。

世博村综合已有的建设现状和景观现状，充分考虑后续利用，规划定位为以酒店式公寓功能为主，服务设施配

套完善，综合商业、旅游、娱乐休闲等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性社区。

公共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应充分结合世博会园区的后续利用规划，通过保留、改造和拆除等方式成为世博会园区

后续利用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好的世博会的规划更重要的是世博会后如何后续使用。其实，举办世博会正是促进举办城市快速发展的一

大契机，通过将筹办和举办世博会与城市建设发展结合起来，明确城市的未来发展定位，改造城市的景观设施，赋

予城市更新的特色和标志，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对于上海来讲，世博园区位于黄浦江两岸，正是位于城市重点发

展和改造地区，将世博建设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这样一来，世博设施必将在日后得到有效的后续使用，对上海的

未来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2002年摩纳哥国际展览局大会上，上海承诺世界有信心举办一次成功的世博会，相信 2010年上海能给世界展

现一场空前的盛会，同样这也是对于上海市民的一个承诺，上海同样也有信心给广大市民构建一个更好的城市，享

受更好的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将贯穿于 2010年世博会的始末，更将会成为未来几十年间城市发

展弘扬的主题，世博会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必将持续久远。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场“永不落幕”的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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