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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钢筋混凝土成为建筑界的主

角后，木制建筑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

记忆。但在当今建筑界，用木头建造

摩天大楼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

势。一些国家竞相建起高大的木制

建筑，比如挪威米约萨湖畔 85.4 米高

的米约斯塔内特大楼，就完全用木材

替代了钢筋混凝土。在 2022 年美国

威斯康星州高达 87 米的大楼竣工前，

它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木制建筑的

纪录。

如今，“木头城市”也要来了。

去年，一家瑞典公司宣布，计划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建造世界上

最大的“木头城市”。这个名为“斯德

哥尔摩木城”的项目计划于 2025 年开

始，占地超过 25 万平方米，第一批建

筑预计于 2027 年完工。预计 10 年后

项目完全竣工时，“木头城市”将建成

2000 套住宅和 7000 间办公室，并为

公众提供“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包

括工作场所、住房、餐馆和商店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木制建筑因

为需要大量木材，会对生态环境造成

不小的破坏。而且，木制建筑的防火

性能、坚固程度、耐久程度等也令人

担忧。既然如此，为什么建筑界还会

重新选择木制建筑？

答案可能会颠覆人们的认知：今

天的木制建筑不仅低碳环保，甚至在

多项性能指标上丝毫不逊色于钢筋

混凝土建筑。

现代建筑业一向是能源消耗大

户。钢筋混凝土在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二氧化碳，与之相比，生产木

材的碳排放量则低得多。有研究数

据表明，使用 1 立方米木材代替 1 立

方米混凝土等其他建筑材料，平均能

减 少 0.7 吨 至 1.1 吨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有一栋 10 层高的

木制建筑。据测算，该建筑通过将主

材替换为木材，减少了约 74%的碳排

放和 46%的能源消耗。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分析也表

明，如果用木材等可再生建材替代水

泥，20 年后，全球建筑业温室气体排

放预计将减少 30%以上。

不 仅 如 此 ，按 照 树 木 的 生 长 周

期，其在青壮年期可以吸收大量二氧

化碳并释放氧气。若能在树木的壮年

时将其采伐，便能将二氧化碳“锁定”在

木材内，起到固碳的作用。测算结果

显示，1 立方米木材可吸收约 1 吨二氧

化碳，并将之长期封存在被使用的木

材里。因为这种储碳特性，也有人将

木制建筑称为城市的“第二森林”。

除了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现代

木制建筑还具有防火性能良好、建造

效率高、隔声隔热等一系列优点。这

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木制建筑的用料

了。实际上，这种用料并非“自然之

木”，而是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后的

“工程之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一

种 叫“ 正 交 胶 合 木（CLT）”的 建 材 。

它通常是由几层

板材以特定角度黏合

在 一 起 ，然 后 经 过 高

压压制而成。这种材

料具有刚度高、塑性好等特点，

可用于制作楼板、墙板和梁柱

等，目前正在被广泛使用，被称

为“未来的混凝土”。

得益于正交胶合木的应用，

现代木制建筑耐火性能大幅提升。

由于这种材料是一种实心工程木产

品，燃烧时材料外层会炭化形成保护

层，可降低内部木材的燃烧速度，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材料燃烧时的

结构完整性。专家表示，其火势甚至

会比钢筋混凝土建筑更加具有可预

测性。此外，建筑物配备的洒水装置

和阻燃层等多种消防设备，也能给建

筑再上一道防火保险。

另外，由于正交胶合木能够在工

厂预制，所有木制建筑构件和连接件

都能实现标准化生产，只需在建筑工

地完成装配即可。这样一来，其施工

速度将远快于混凝土建筑建造速度，

施工难度会大幅下降，施工工期也随

之缩短，能大大节省人力和资金成

本。同时，因建筑构件已经预制，只

需在工地组装，所以现场施工噪声

小、无污染且不会产生建筑垃圾，对

工地周边居民的干扰也较小。

当然，一栋建筑物的好坏并不能

仅仅以其技术含量和环保价值作为

唯一评判标准。建筑归根到底是为

人服务的，所以，人的使用感受也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

木制建筑在给人提供舒适体验

方面恰恰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木

材是天然的绝缘体，在隔离冷热方面

效果很好。同时，它还是一个很好的

噪声吸收器。所以，居住在木屋中不

仅冬暖夏凉，而且更容易给人以安宁

的感受。另有研究显示，长期生活在

木 质 建 筑 物 中 有 助 于 舒 缓 紧 张 的

情绪。

如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渐成共

识，新型工程木材料也迅速发展，现

代木制建筑正在为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提供更多可能性。

虽然木材是可再生资源，但在保

护资源和利用资源之间还是要做好

规划、把握平衡。“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在各国对林木资

源和绿色发展普遍重视的当下，城市

里的“第二森林”值得期待。

汽车缓缓驶入亚马孙雨

林深处，一座巨大的现代化

矿山映入眼帘，绿底白字的

标语写着：“欢迎来到米拉多

铜矿”。这便是“赤道之国”

厄瓜多尔规模最大的露天铜

矿 ， 位 于 该 国 南 部 的 萨 莫

拉-钦奇佩省。

记者日前从厄瓜多尔首都

基多出发，乘飞机前往第三大

城市昆卡，再转乘汽车，穿越

安第斯山脉和一众河流，行驶

约 4 小时后终于抵达目的地。

米拉多铜矿营区内，红

白相间的房舍整齐排列，纵

横 交 错 的 小 径 绿 意 盎

然，清脆的鸟鸣声

在 山 林 间 回

荡 ， 让 人

越发感到宁静。

营区不远处有一处占地超过 30

公顷的植物园，主要用于保护矿区

内 的 动 植 物 ， 园 里 配 有 动 物 救 助

站、有机垃圾堆肥区、喷播草种实

验和晾晒区等。采矿前，要把开采

区的植物移栽至植物园进行保护。

植物园里的草种成熟后，会被均匀

喷播至矿山开采区的边坡，以防止

水土流失。

进入采矿区，周围立马热闹起

来。重型矿卡扬起卸料斗，将矿石

倾倒至破碎机。经过研磨、浮选、

脱水等程序处理，矿石最终变成精

砂并被包装成袋进入市场。

米拉多铜矿由铜陵有色集团和中

铁建集团共同出资建设，2019 年 7 月

建成投产，年采选矿石规模达 2000

万吨。米拉多铜矿总裁朱学胜告诉记

者，截至今年 7 月，铜矿已累计生产

铜金属约 45 万吨，金约 7.5 吨，银约

110吨，全面实现达产达标。

一袋袋精砂运往港口，一批批居

民走向富裕，米拉多铜矿直接带动了

周 边 地 区 的 经 济 增 长 和 就 业 。2023

年，该铜矿对厄瓜多尔国民经济出口

贡献达 11.8 亿美元，占厄瓜多尔矿业

生产总值 40%、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铜矿人力资源部经理弗朗西斯

科·弗莱雷告诉记者，目前铜矿直

接就业人数近 5000 人，约 97%员工

为厄瓜多尔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是矿山所在的通代梅镇居民。

阿方索·希门尼斯 2018 年入职

铜矿后成为机械工，不久前升任维

修车间副主任。“每当遇到语言和技

术困难时，中国同事总会耐心指导

我。”希门尼斯说，他和中国同事总

以家人相称。

希门尼斯住在铜矿附近一个小

镇 ， 去 年 在 首 都 基 多 买 了 一 套 公

寓。他笑着说，此前从未想过能离

开偏远的小镇去首都生活。

铜矿周边有 10 个社区，穿越成

片的香蕉林和玉米地，记者抵达了

其中的米拉多社区。

“10 年前，我们的社区通往外界

仅靠一条土路，雨林里降雨量大，这

条路常年泥泞难行。”米拉多社区主

席佩德罗·萨宁比亚告诉记者，铜矿

建成后，土路变成公路，饮水、供

电、互联网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社

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米拉多社区居民长期以来主要

以务农为生。“以前，我们种的农作

物一年收获一次。在矿区技术人员

指导下，现在一年能收获两次。”萨

宁 比 亚 说 ， 如 今 大 家 还 养 了 鸡 、

鸭、罗非鱼等，家庭平均月收入达

到 500 美元。

米拉多铜矿生产的铜精砂经卡

车运往 300 多公里外的马查拉

港，运输精砂的多数卡车由通代梅

货运公司管理。记者走访这家公司

时，只见进出的重型卡车络绎不绝。

货运公司总经理玛丽亚·查查

回忆说，公司成立之初，只有 3 辆卡

车。如今，公司与 14 家企业建立了

合作关系，运营卡车超过 100 辆。

“以前，通代梅镇在地图上只显

示为一片绿色山林，没有名字。”查

查说，“我没想到生活会有如此大改

变，更想不到铜矿竟将这么多人的

命运联系起来。”

米 拉 多 铜 矿 设 施 仍 在 不 断 完

善，规模仍在扩大。2023 年 11 月，

通代梅尾矿库加高详细设计方案获

厄 瓜 多 尔 政 府 批 准 ； 今 年 8 月 15

日，岩土实验室启用，工程质量和

矿 山 重 要 设 施 安 全 性 得 到 保 障 ；

2025 年 7 月，矿山二期扩建项目将

建成投产，届时年采选矿石规模将

增至 4620 万吨。

通代梅镇道路宽阔，有不少中

文标识。镇长爱迪生·梅尔昌告诉

记者，米拉多铜矿建成前，镇上常

住 人 口 仅 300 多 人 ， 如 今 已 超 过

1500 人。“我希望这座被遗忘的小镇

能为世人所知。”梅尔昌说。

（据新华社电）

华 尔 街

是 一 座 从 来

不 缺 少 观 众 的

舞 台 。 那 里 日 复 一

日、年复一年地上演着

各种资本的悲喜剧，然而台

前 幕 后 却 似 乎 永 远 笼 罩 着

一层迷雾，看着热闹却不甚

真切。直到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席卷全球，习惯于被

仰视的华尔街，终于被置于

放大镜下。

尽 管 已 经 过 去 了 十 几

年，那场影响甚广的危机依

然不断被提及、被研究，阴

霾 至 今 难 消 。 我 们 不 妨 重

读美国财经作家安德鲁·罗

斯·索尔金所著的《大而不

倒》，看看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 机 之 后 美 国 主 要 监 管 机

构和投行的众生相，也许会

得到不一样的启发。

在这部作品中，你可以

看 到 雷 曼 是 如 何 一 步 步 自

断生路，监管机构是如何在

各种掣肘中作出选择，各大

投 行 又 是 如 何 在 危 如 累 卵

的 环 境 下 力 求 自 保 的 。 这

些细节，复盘了美国国内的

经 济 危 机 如 何 引 发 国 际 金

融危机的过程，也再现了银

行、监管机构乃至整个美国

身处危机第一现场的混乱。

就 像 本 书 书 名 所 揭 示

的，通过同业传导，大型金

融 机 构 的 破 产 会 产 生 巨 大

外部效应，各国监管当局往往就如何

应对持审慎态度，其可能引发的“蝴蝶

效应”是所有业内人士的梦魇。

一方面，从大而不倒的内在逻辑

看，一旦对一家金融机构实施救助，那

么救助规模更大的机构也就成了“自

然而然的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在无

形 中 鼓 励 金 融 机 构 的 高 风 险 经 营 行

为；另一方面，政府救助将给全社会带

来强烈的信号，即“隐性担保”真实存

在。当危机再次出现时，政府哪怕压

力再大也得实施救助，即便很多人已

经明确意识到其中隐藏的道德风险。

正是监管当局的“审慎”以及左摇

右摆的态度，纵容了大而不倒，最终演

变成“越大越不能倒”。因此，仅从理

论上看，救助策略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然 而 ，现 实 往 往 比 逻 辑 复 杂 得

多。在道德风险与经济崩溃之间，两

害相权孰为轻？

大而不倒的故事被反复讲述。比

如，1984 年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联手救助大陆银行，1985 年英格兰

银 行 挽 救 约 翰 曼 特 利 银 行 家 公 司

（JMB），1994 年法国政府拨款救助里

昂信贷银行，1998 年美联储拯救长期

资本管理公司，日本政府曾长期实行

拒 绝 金 融 机 构 破 产 方 针 ，

等等。

当 然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各 国 政 府 的 救 助 举 措

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书

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前财政

部长保尔森最初制定救市

政策时的 3 个主要原则：其

一 ，流 动 性 可 救 ；其 二 ，政

府 不 可 直 接 购 买 ，只 能 辅

助交易；其三，公司持有者

不能从救助中获益。这就

解释了保尔森为什么决定

挽 救 贝 尔 斯 登 ，却 放 弃 了

雷曼兄弟。当雷曼兄弟融

资 无 望 时 ，巴 克 莱 银 行 曾

试 图 收 购 ，却 被 英 国 监 管

部 门 坚 决 制 止 。 在 此 期

间 ，美 国 政 府 并 没 有 为 促

成 交 易 作 出 任 何 有 效 努

力 ，一 切 均 因 雷 曼 资 本 金

不 足 ，首 先 就 不 符 合 流 动

性可救原则。

讽 刺 的 是 ，形 势 的 发

展很快就超出了保尔森和

美国金融决策者所能预见

和 控 制 的 范 围 ，他 最 终 不

得 不 放 弃 这 些 原 则 ，美 国

联邦政府也随即在危机中

变身为大而不倒的忠实践

行者——先后斥资 4000 亿

美 元 救 助 房 利 美 和 房 地

美 ，针 对 全 美 大 型 金 融 机

构推出 7000 亿美元救市计

划 ，拨 款 2000 亿 美 元 救 助

美国国际集团（AIG），甚至

为 三 大 汽 车 巨 头 提 供 800 亿 美 元 融

资，等等。

如此看来，大而不倒似乎成了华

尔街的“护身符”，即便一错再错，终究

有人埋单。

但是，这一切合理吗？华尔街的

金融家们真的不用付出代价吗？当美

国政府无力兜底的那一天来临时，华

尔街又该如何继续讲述自己大而不倒

的故事呢？

这 也 是 多 年 后 的 今 天 ，《大 而 不

倒》这 本 书 依 旧 值 得 重 读 的 意 义 所

在。相较于那些艰深难懂的模型、貌

似 笃 定 的 论 断 ，还 原 那 一 刻 的 历 史 ，

揭开理性迷失背后的狂热与贪婪，能

够 为 今 天 的 人 们 提 供 更 多 思 考 的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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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里 建城 市 里 建““ 第 二 森 林第 二 森 林 ””

一座带来希望的现代化铜矿
廖思维

真能大而不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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