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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推动城市更新加快绿色转型
本报驻柏林记者 陈希蒙

强化中越战略对接下的务实合作

颜少君

数字支付助力柬埔寨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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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大规模推进城市更新战

略，城市功能日趋合理，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公共基础设施愈加完善，居民生活质

量得到显著提高。

柏林：倡导因地制宜

柏林的绿色转型不急于对城市发展做

精细的规划，而是因地制宜，以完善的营商

环境、流畅便捷的生活体验、绿色宜人的居

住条件等优势吸引全世界的高科技人才和

创业公司入驻。与此同时，在具体实施绿

色规划的过程中，柏林注重采取先小规模

试点应用，再大范围推广的行动模式，以提

升绿色规划的整体效果。

以柏林“欧瑞府”绿色低碳智慧园区

为例，该园区前身是一座废弃多年的煤气

站，2008 年前后被私人资本买下，改建成

为 德 国 能 源 转 型 战 略 的 高 科 技 示 范 园

区。整片区域通过太阳能、风能、生物燃

料等清洁能源发电供热，提供给其中的办

公大楼、住宅、餐厅、会议中心、学校、研究

所等使用。

除了历史保护建筑外，园区内的所有

新建建筑全部采用被动式建造方法，使得

每平方米建筑能耗降低至 90 千瓦时/年。

在此基础上，园区还建设了由 1.4 万个传感

器、1000 多个数据点组成的分布式智能微

电网，对所有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监控和统

一 调 度 ，实 现 了 能 源 的 自 给 自 足 和 高 效

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市政府针对园区

内部的创新实验设有专门的资助经费，但

并不提供给整个科技园区，而是向所有企

业和研究机构开放，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

请，从而推动构建良性的产学研协作生态

系统。

汉堡：利用额外热能

在汉堡，为提高城市东部博尔西格大

街垃圾回收厂的设备效率，以每年减少数

千吨二氧化碳排放，汉堡环境、气候保护、

能源和农业部与汉堡市政府和汉堡供暖有

限公司共同推出“额外热能利用”项目。该

项目是北德真实实验室计划项目的一部

分，通过冷烟气来提供额外的热能，所产生

的热量将直接传输至汉堡市区域供暖网络

以及蒂芙施达克热电联产厂。

“额外热能利用”项目已于今年 4 月正

式投入运营，此后将为汉堡供暖公司的电

网提供约 35 万兆瓦时/年的额外热量，每

年可减少 10.4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该项

目不仅推进了蒂芙施达克热电联产厂的煤

炭淘汰工作，还在最迟于 2030 年完全淘汰

煤炭使用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

汉堡的气候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德真实实验室项目是 2021 年 4 月启

动的联合创新项目，旨在测试实现气候中

和的新方法，以便在 2035 年之前将北德地

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75%。项目期间

计划实施的项目每年可减少 35 万至 50 万

吨二氧化碳排放。

波恩：细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根据联合国“2030 议程”中制定的 17

项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德 国 城 市 事 务 研 究

所 与 多 家 机 构 合 作 成 立 工 作 组 ，为 德 国

城 市 制 定 全 面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指 标 ，

以及支持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的其

他工具。

作为德国国际政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战略职能中心，波恩市致力于通过可持续

发展新战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波

恩市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 6 个模块

专题领域内的 46 项指标，用以评估当地在

交通、能源气候、自然资源、工作和经济、社

会参与等领域发展现状。

清洁空气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波恩

的政治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与其他几个

德国城市一样，波恩正在努力降低二氧化

碳水平，以符合欧洲标准。由于波恩人口

不断增长，加之通勤客流量大等原因，该市

的机动车交通流量一直居高不下，减排工

作尤其具有挑战性。房租上涨是波恩市另

一项广受关注的议题。由于波恩市希望保

持绿地面积完整，其一半面积土地是受保

护的绿地。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实现经济

适用房和绿地之间的权衡，是当地社区面

临的具体挑战。

波恩市的经验表明利用可持续发展目

标分析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各项目

标间的协同作用，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层面联系起来，同时防止社会问题进一

步恶化。

海德堡：推出“近零能耗建筑”

根据德国《节能法》要求，2021 年起所

有新建建筑达到近零能耗建筑标准，2050

年所有存量建筑改造成近零能耗建筑。根

据欧盟《建筑能效指令》，“近零能耗建筑”

意味着建筑物具有非常高的能效水平，运

行过程中所需的能耗几乎为零或非常低，

而这部分能源中的很大一部分应由建筑自

身或附近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采用被

动房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体系和提升可再生

能源使用比例，是德国实现上述目标的主

要技术路线。

海德堡“列车新城”毗邻海德堡市中

心，占地面积 116 公顷，是德国最大的城市

开发项目之一，也是欧洲地区已建成的最

大规模被动房居住区。新城内建筑严格按

照被动式房屋节能标准建造（即取暖空调

达到零能源消耗）。与传统的住宅建筑相

比，采用这种设计的建筑所需的能源要少

50%至 80%。

“列车新城”通过以木材为动力的热电

联产厂，利用 100%可再生能源提供区域供

热。同时，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该地区

所有住户都安装了智能电表，这些电表能

不断更新能源消耗情况和产生的费用。海

德堡市还为“列车新城”的所有居民、投资

者和规划者制定了节能规划概念，以提高

该区的能源效率。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建设

规划，也适用于后续使用。

近日，中越两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指出要推动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

划。这为中越开展务实合作，推进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新方向。

近年来，中越双方充分发挥地缘相

近、产业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

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已连续多

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

年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强劲，前

7 个月双边贸易额达 1450 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过 20%。中国对越南投资

不断扩量提质。越南统计总局 6 月 29 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新投资项目占越

南上半年外资项目总量的 29.1%，位居

第一。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越两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生命力。中方愿同越方保

持密切战略沟通和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

持，加快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设

施“硬联通”，提升智慧海关“软联通”，携

手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一是深化战略互信。中越两党两国

领导人开创的中越友好道路为持续深化

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

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为双边关系的

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应继续发挥两国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

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规划，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和周边地区。充分发挥党际渠道特殊作用，进一步加

强两党全方位合作交流，强化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协调

作用，加强外交、国防、安全等战略领域机制化合作。

二是提升基础设施“硬联通”“软联通”水平。基础设施是互联互

通的基石。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互联互通，是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重点，有利于加快

中越两国战略对接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经济发展。中越国际班列开辟

了中越物流运输新通道，加强了双边贸易往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据统计，截至 8 月 18 日，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今年累计发送

7850 标箱，同比增长 15 倍。展望未来，中国同意为越南制订谅山—

河内、芒街—下龙—海防标准轨铁路项目规划和老街—河内—海防

标准轨铁路项目可研报告提供支持，推动中越友谊关—友谊、浦寨—

新清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试点建设，这将持续提高两国和地区间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惠及两国民众。

三是推动两国合作提质升级。在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关键时

期，中越双方坚持落实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六个更”目

标，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越经贸联系紧

密、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能源、数字

经济、绿色发展、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合作提质升级。中

国的“双碳”目标和越南的净零排放承诺为双方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方面深化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大批中国企业赴越南助力当地发

展可再生能源，在绿色科技领域实现更深层次协作，为全球可持续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四是加强在多边机制下的协调配合。中越两国同为联合国、《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澜湄合作机制等多边机制成

员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越两国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

业链供应链，推动中越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符合两国利益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应继续强化双方在联合国、东盟、澜湄合作等多边机

制下的协调配合，推进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三大全球倡议框架内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

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8 月 19 日，柬埔寨国家银行推出“巴孔

（Bakong）游客应用程序”，帮助柬埔寨的

外国游客使用该国通用的二维码支付系统

在超过 300 多万个零售商户进行支付。

推出巴孔游客应用程序是响应柬埔寨

首相洪玛奈指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此举

旨在为来柬埔寨旅游的外国游客提供高

效、便捷的支付服务，使外国游客在柬埔寨

享受数字支付的全新体验，并解决破损或

陈旧美元钞票被拒收等旅游业存在的问

题，更好地促进柬埔寨旅游业发展。

据柬埔寨国家银行介绍，到柬埔寨观

光的外国游客，即日起可下载巴孔游客应

用程序至手机并注册成为用户，通过机场

自动提款机或任何银行分行进行充值，以

便能够在全国商铺进行扫码支付，省去兑

换和使用外币消费的麻烦。

巴孔游客应用程序的推介，是柬国家

银行致力于发展无现金支付的另一成就。

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谢丝蕾指出，新程序

不仅为外国游客提供扫码支付的选择，也

可以鼓励柬埔寨国家货币瑞尔的使用。目

前柬埔寨全国接受扫码支付的商家超过

330 万家，接受信用卡结算的 POS 系统约

15 万台，巴孔游客应用程序将为外国游客

提供购物和消费便利。在不久的将来，巴

孔游客应用程序将直接绑定外国用户的信

用卡进行充值和消费。

这款专为外国游客设计的新应用程

序 得 到 了 柬 埔 寨 旅 游 业 界 的 热 烈 欢 迎 。

亚太旅游协会柬埔寨分会负责人表示，推

出巴孔游客应用程序是提升外国游客在

柬埔寨旅行体验的重要一步。通过二维

码支付，不仅方便了外国游客购物，还可

促进外国游客以当地数字货币消费，对柬

埔寨旅游业的数字化发展和全面复苏提

供帮助。

柬埔寨旅游部报告显示，得益于柬埔

寨及区域经济增长加快、基础设施连通性

增强、柬埔寨国际航班数量增长，以及柬埔

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今

年上半年柬埔寨接待外国游客人数大幅增

长，达到 31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23%。其中访柬的中国游客近 3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45%。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前 7 个月吴哥

古迹公园共接待了超 58 万人次的外国游

客 ，同 比 增 长 33% ，门 票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3.8% 。 其 中 接 待 中 国 游 客 同 比 增 长

33.4%，占吴哥古迹公园外国游客总人数

的 7.5%。显示柬埔寨旅游业的复苏正进

一步加速。

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重要支柱，被

视为“绿色黄金”，是柬埔寨经济复苏的重

要驱动力。2019 年柬埔寨共接待外国游

客超 660 万人次，当年旅游业创收近 50 亿

美元，对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

12%，解决了 60 多万人就业。柬旅游部预

计，2025 年柬埔寨旅游业将恢复至 2019 年

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2020 年 10 月，柬埔寨国家银行正式

推出巴孔支付系统，旨在推动柬国货币的

使用和电子支付的普及，同时增强金融机

构之间的互联互通。柬国家银行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巴孔支付系

统的成员机构已增至 72 家，巴孔支付系

统处理了 2.2 亿多宗支付交易。其中，以

柬币瑞尔为基础的交易共计 9805 万宗，

总交易金额达 77 兆柬币。以美元为基础

的交易则达到 1.2 亿多宗，总交易金额为

463.3 亿美元。通过提升支付效率和降低

交易成本，该系统不仅促进了金融创新，

还 为 消 费 者 和 外 国 客 户 提 供 了 更 多 便

利。这次柬埔寨国家银行正式启动专为

外国游客开发的扫码支付应用程序，将进

一步推动柬埔寨旅游业快速发展和经济

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中越双方充分发

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

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务

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

44 月月 99 日日，，在德国柏林在德国柏林，，人们走在盛开的樱花树下人们走在盛开的樱花树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任鹏飞摄摄

4 月 13 日，人们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活动庆祝柬埔寨新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