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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生态化仍处“初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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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生态化仍处“初绿”阶段
本报记者 杜 铭

“人的自然健康是绿色发展的首要前提,生态环境是人的自然健康的最基本保障”。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要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生态良好的城市。

我国生态城市的健康状况如何？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生态城市绿皮书：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

（2014）》，通过每年一度的“体检”，试图为我们揭示城市的健康状态，并针对现有的雾霾等城市病开出“药方”。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 ，2013 年 我 国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了
53.73%。但是同时，大范围长时间雾霾肆
虐、“城市病”日益加深的严峻现实令人忧
虑，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的生态化仍处于

“初绿”阶段。
“空气污染、居民生活饮水污染事件频

发，食品药品监管不力，严重影响居民健
康，也影响着社会稳定。汽车发展及其交
通基础建设需要进行规范，汽车的排污已
经成为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城市基础设
施改造换代与服务还跟不上新型城镇化发
展需要。城市群带圈之间，生态建设还很
不平衡，生态亏损与生态盈余城市群之间
差距较大，东中西部生态城市建设模式、标
准需要进一步探索、总结与细化。城市内
外自然带、农业带、人文带三带相衔建设还

没有得到和谐发展。”《绿皮书》对当前生态
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专家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发
展迅速，成就突出；另一方面，中国的城
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城镇化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高。但是，在中国城镇化进
程加快的同时，有许多问题制约着中国
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

“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群，集中
了 3000 多万城市人口，远超过当地的生
态环境承受能力。交通问题、水的问题等
都比较突出，同时雾霾天气和周围的污染

物排放也是大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生
态城市绿皮书》顾问陆大道说，在张家口、
承德地区十几万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对生
态环境有一系列的限制，保持了生态服务
的基本功能，才保证了密云水库的水符合
饮用标准。他认为，当前“城市病”凸显，生
态环境的支撑条件是一个较大问题。

《绿皮书》总结，“一是经济、社会、人
口、资源、环境不协调，支撑城市发展的
生态环境条件日益脆弱。二是城市规划
短视，随意更改，城市管理粗放”，导致各
种形式的“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未来我国将处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城镇化进程，而与之伴随的各种“城市
病”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城市发展
必将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上面临更
为严峻的挑战。生态城市建设是未来我
们国家的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部
分。在《绿皮书》中，刘举科、孙伟平、胡
文臻等专家提出：城市病治理是一项综
合工程，需要强化制度、创新技术，并以
持之以恒的决心来实现。绿色、智慧、健
康、宜居的生态城市建设成为最大的民
生工程。

陆大道说，我国应进入中速经济增
长期，不能像过去那样将绝大部分精力
集中在追求经济增长，现在要逐步增加
国家投资在完善社会服务保障能力、建
设生态文明方面的比例。“到了一定的阶
段，比如人均 GDP 在 5000 到 1 万美元的
阶段，人民有更高的要求。养老、社会保
险、医疗、卫生、环境，都需要国家拿出更
大的投入，经济指标要相对低一些。”他
认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形
成我国发展的“三维空间”，才能达到最
和谐的社会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院院
长曾刚认为，要重视跨界生态城市建设的
合作。针对雾霾、环境污染等问题，各地
在积极探索跨越城市的行政边界、行政管
制范围的合作，但实施起来还缺乏一种长
效机制。同时，生态城市建设要充分利用
市场化的工具。他举例说，我国已经有 7
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但目前的交易
量还不到 10 亿元人民币，而全球在 2009
年时碳排放交易的总规模就超过1000亿
美元，现在已经接近 2000亿美元。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能源领域为世
界作贡献的潜力还很大。

《绿皮书》中还专门对汽车问题与生
态城市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
发展规模、数量、技术标准、排放标准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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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日前发布《生态城市绿皮书（2014）》，试图为雾霾等城市病开出“药方”—— 生态经纬度

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向，成为越

来越广泛的共识。但是，谁来为绿色发展付费、谁来做

绿色投资却仍然是个问题。因为多数绿色产业有着前

期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很难得到短线金融资本

的青睐。但是，绿色经济真的不是赔本生意，其中原

委，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国际市场上，绿色经济赔不了钱。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绿色经济报告》

指出，近几年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增长迅猛、相

关设备的制造成本下降、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本身也在

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可再生能源贸易增长速

度超出了全球贸易的增速。预计到 2020 年，仅太阳能

板一类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就将增长至每年

1.9 万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况且，国外股市似乎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一家上市

公司是做绿色经济的，投资公司会认为它的股票肯定

能保底。因为它代表着总体的趋势，今天经营的“绿”

很可能预示着明天业绩的“红”。

国内发展中，绿色经济更有政策和资金保驾护航。

如今，“改革”二字已经渗透到我国经济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关停钢厂到支持水泥生产线协同处理城市

垃圾、从与欧洲加强绿色低碳城市合作到把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列入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国一直在用行动

表达着对发展绿色经济的强大决心，也让不少投资者

坚定了进军环保产业的信心。以我国确定的推动城镇

化建设六大任务为例，其中的第五大任务对建筑质量

提出了严格要求，使得行业各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的

建筑建材上市公司或将独享城镇化建设的红利。加之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于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也就意味着绿色建材行业将受到更多的关

注，未来成长性看好。

除了政策，绿色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也正在得到重点解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5 月末，工

商银行在生态保护、清洁能源、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

绿色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就已经超过 6000 亿元，有力

地支持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在把握这些宏观形势之后，我们不妨从企业的微

观角度再作分析。近些年的市场变动已经印证了一个

规律，谁能够早日向绿色转型，谁就抢占了市场先机。

绿色经济绝不是绿色壁垒，每一个中国企业都要

认真面对越来越高的市场门槛。对他们来说，使用绿

色科技、追求绿色增长在初期阶段或许意味着成本的

提高，但从长远发展考虑，将节约更多的资源和能源，

最终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收益。在只计算

低碳部分财富的《2013 胡润低碳财富榜》上，前 10 名的

平均财富达到 112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了 61%。而

在此前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低碳行业是除了 IT 行

业之外平均财富上涨最快的行业，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也让企业

界人士意识到，绿色经济是一块刚刚摆上桌面的大蛋

糕，谁能在初始阶段就抢占一席之地并站稳脚跟，那

么，谁就将是未来经济的领跑者。

由此看来，绿色经济真的不是赔本生意，因为一个

越绿越赚钱、逆势者出局的大趋势已然形成。实践证

明，今天的经济是昨天乃至过去 10 年投资的结果，同

样今天作出的决定也将塑造我们未来 10 年或 20 年的

经济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早、尽好地借助

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使我国的绿色经

济发展壮大起来。

生态城市有“短板”

通过使用动态评价模型对 280 多个大中
城市进行考核评价，《绿皮书》评选出生态城
市健康发展 100 强和特色发展 50 强。结果
显示，2012 年生态城市健康状况排名前 10
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广州、上海、南京、大
连、无锡、珠海、厦门、杭州、北京。

《绿皮书》分析 2012 年中国 116 个生态
城市的健康状况发现，生态健康状况良好的
城市，在生态环境、生态经济以及生态社会建
设方面采取了一定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
加强环境绿化、保护水资源、保持生物多样
性、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做好城市污水处
理、加强生态意识教育以及普及法律法规等
措施，加强生态城市的建设。”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我国的
生态城市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国生
态环境建设空间格局还很不平衡，就是突出
的一个表现。

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举科
分析认为，虽然排名前 10 位的生态城市健
康状况指标得分较高，但整体排名靠前的同
时，也存在明显的“短板”，指标得分不均
衡。例如，深圳市综合排名、生态环境排名
和生态经济排名均位居前列，但是生态社会
排名第 99 位；北京绿化覆盖率排名第二，但
因为雾霾频发，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二。无
锡、珠海、厦门、杭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说
明各城市需要统筹兼顾，在巩固突出优势
时，进一步提升综合水平。“一些生态城市建
设成效显著的城市，还应进一步完善生态建
设制度，探索构建生态城市治理体系，不断
提升生态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生态城市建设
的质量。”

破解水资源瓶颈、提升用水效率，也是摆
在生态城市建设面前的一个急迫问题。《绿皮
书》显示，2012 年我国城市人年平均用水量
为 68.1 吨，而德州、榆林、曲靖等城市人年平
均用水量都没有超出 10 吨。水资源短缺已
经成为一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以德
州为例，因为地表水资源短缺，客水资源不稳
定，地下水资源也已经严重超采，使得德州的
人年平均用水量仅为 4.7 吨，水资源人均占
有量仅是全国的十分之一。同时，城市节约
用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绿皮书》显示东莞
的人年均用水量高达 881.7 吨，成为全国最
费水的城市，亟待提高用水效率。

空气质量是衡量生态城市的一个重要指
标。《绿皮书》显示，在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排名
中，兰州、北京、乌鲁木齐、成都、天津成为垫
底城市。2012 年中国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的
城市有厦门市、汕头市、梅州市、河源市、珠海
市、安顺市、钦州市、内江市、黄山市、赣州市、
宜春市、萍乡市、海口市、三亚市。2012 年中
国 116 个生态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平均为 341
天,空气优良天数最低的为 270天。

每天一大早，都会有六七辆运送燃料
乙醇的油罐车从山东禹城龙力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鱼贯而出。公司董事长程少博
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地下没油田，
但可以从土地里种出‘油’来，这燃料乙醇
就是从玉米芯中提取出来。最关键的是这

‘油’不与人畜争粮，不与粮林争地，具有资
源丰富、低碳环保等诸多优势。”

在石油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燃料乙
醇作为新的燃料替代品，可减少对石油的
消耗，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同时，还具有清
洁、可再生等特点，可以降低汽车尾气中
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排放，减少大气
污染。龙力公司利用玉米芯提取燃料乙
醇，促进了我国非粮食原料生产乙醇产业
的快速发展。

在龙力人眼里，昔日当柴草的玉米芯
如今可是“宝贝疙瘩”。他们以每吨 600
元左右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购过来，在公
司货场，堆起了四、五座像小山一样的玉
米芯垛。成立于 2001 年 6 月的龙力生物
将“玉米全株”产业做到极致，目前已成为
中国低聚木糖产品的标杆企业，形成融功
能糖、新能源、新材料为一体的绿色、循环

经济产业链条。
玉米芯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

素、木质素。龙力生物对玉米“一芯三
吃”，进行三次开发，实现了产业的不断裂
变，构筑起“一链三业”的战略布局。“一
链”即“玉米全株循环经济产业链”，“三
业”即功能糖健康产业、纤维素乙醇新能
源产业和木质素新材料产业。

第一步，提取玉米芯中的半纤维素成
分，制取低聚木糖、木糖醇、食品级木糖等
功能糖产品；第二步，提取废渣中的纤维
素成分，生产出二代生物燃料——纤维素
乙醇；第三步，提取废渣中的木质素成分,
生产新型绿色高分子材料木质素。

此外，龙力通过自建沼气发电项目，
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可以收集起来生
成沼气用来发电；玉米芯在龙力生物经过
了功能糖、纤维乙醇、木质素等一系列提
取过程，最后剩下约 10%的“灰分”，龙力
将其送往电厂燃烧发电，最终实现将玉米
芯“吃干榨净”，让龙力成为在产品生产流
程上不产生垃圾的企业。

如今，龙力生物已成为“功能性配料
专家”，并与箭牌、卡夫、蒙牛、无限极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能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构筑“一
链三业”，龙力生物靠的正是科技创新和
核心技术。

龙力创立之初，程少博面临的最大难
题是找到合适的微生物酶，对玉米芯进行
酶解。但当时这项技术被国外企业独家
掌握，每吨低聚木糖产品售价甚至高达近
50万元。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程少博带
领技术人员经过层层攻关，国内首条低聚
木糖生产线终于在龙力生物建成投产，结
束了我国低聚木糖生产长期依赖进口的
历史，而这项技术也荣获了 2006 年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功能糖研发成功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了：生产功能糖会产生大量糖渣，禹城每
年能产生 50 万吨糖渣，仅处理糖渣的运
费就达上百万元。如何让这些下脚料也
能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功能糖的玉米芯在酶解过程中，
其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相互束
缚的坚固结构变得松散，这为纤维素乙醇
的酶解制备法打开方便之门。几乎“废

物”一样的糖渣，由于其成本低、转化率
高，有望成为制备纤维素乙醇的理想原
料。经过攻关，“以玉米芯废渣为原料制
备纤维素乙醇”的生物转化技术，从试验
车间，走向了工业化生产。2011 年,由龙
力生物完成的“玉米芯废渣制备纤维素乙
醇技术与应用”项目、“嗜热真菌耐热木聚
糖酶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分别
荣获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与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通过自主高新技术
的运用，龙力实现了原料的逐级资源化，
使 1吨玉米芯增值 5倍多。

我国“生物质能源‘十二五’规划”提
出，到 2015 年，我国生物燃料乙醇年产量
将达到 400 万吨。业内人士预计，随着粮
价上涨和粮食安全问题的突出，第二代非
粮乙醇将成为我国燃料乙醇行业发展的
重点。目前，龙力生物已经建成 6 万吨级
纤维素乙醇生产线，成为山东省内第一家
拿到燃料乙醇定点资格的企业，正式为国
内石油系统供货。“依靠高新技术，玉米

（芯）里不仅能榨出功能糖等‘甜点’，更能
榨出燃料乙醇‘液体黄金’。”程少博对自
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

玉米地里“种”油田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崔珠峰

玉米地里“种”油田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崔珠峰

本报讯 记者文晶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俞书宏教授研究组与工程科学
学院丁航教授研究组合作，在清理回收水面浮油装置
的设计及应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在《德国应用化学》上，并被该刊选为“热点论文”。

频繁的石油泄漏事故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环境
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进一步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来
高效清理并回收水面低粘度浮油和不溶于水的碳氢化
物，已迫在眉睫。

中国科大将经过疏水纳米二氧化硅处理过的疏水
亲油海绵与自吸泵相结合，成功设计出一种新型浮油
收集设备，能在水面上连续而且高选择性地收集水面
浮油。这种设计方案大大减少了疏水亲油材料的用
量，省去浮油回收操作，而且这种疏水亲油海绵很便
宜，将大大降低浮油清理与回收的难度和成本。在将
来的实际应用中，这种浮油收集设备可进一步集成，形
成一张浮油收集网，浮油收集船可拖曳着这个具有无
限吸油容量的“大网”，像捕鱼一样收集水面的浮油。
此外，这种材料还可折叠起来，作为油轮和海上钻井平
台的应急设施，以便快速处理低粘度油品或密度比水
小的碳氢化物泄漏事故。

中国科大研发回收水面浮油新技术

辽宁凌源市青龙河省级森林自然保护区是当地滋养

水源，改善生态，使辽西地区环境得到恢复的一道绿色生

态屏障。图为保护区内农民在进行林地整理。 宋澍摄人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