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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生态城：1965-2011-未来

Singapore Eco-city 1965-2011-Future

0  引言
近年来，许多新城市都把自己称为生态城。我认为真正的生

态城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建成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

从建国至今的经历就是一个生态城的演变。新加坡在1965年获得

独立，那时新加坡并没有一个生态城市。然而，它今天被认为是

一个生态城市，是因为46年的演变。而新加坡作为一个生态城市

的转型经过了三个阶段，这便是：生存 > 保护 > 栽培。

本文将针对三个阶段的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希望能借此作为

生态城的发展榜样。

1  生存：解决基本生活所需（1965~1984年）
生存阶段是生态城市的第一部曲。新加坡获得独立时，面积

只有581平方公里（图1），却还需要预留足够的土地以设置军

事防御建设和军事训练。同时，提供每户人口的住房也成为一个

高度优先考虑的事项，政府必须快速建起公共房屋。此外，还必

须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以给近两百万的人民提供就业。即使在忙于

建国的初期，政府也特别注重建立即时园林城市，给城市一个新

的面貌。这一切的考虑点在表面上看起来和生态城的概念没有关

系，但事实上，生存所需才是生态城的真正起步点。1967年，新

加坡政府邀请联合国的专家提供规划意见，专家提议了一个环路

计划把新加坡岛四方连接起来（图2）。这项宏图大略也保留了新

加坡唯一的中央自然热带雨林，其重大突破便是认同大量填土和

兴建住屋的大方向。

1.1 建立国防

一般的规划不会考虑到建立国防所需。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

国防几乎是国家存亡的第一考虑点，因此规划局毫不犹豫地拿出大约

1/10的土地作为国防用途。至今，这些土地还是保留作为备用土地。

1.2 居者有其屋

第二件最紧急的问题便是老百姓的住屋。虽然国家人口在

1965年时还处在两百万之内，但是人口分布很不均匀。旧城区内

的房子老旧拥挤，实用效率和卫生程度很低。更大的问题是存在

种族冲突的可能性。政府很快在岛中部建立起新加坡的第一个新

镇——大巴窑新镇。在接下来的20年里，新加坡的组屋容纳了全

国85%的人口。组屋的规划和设计不仅让人民很快接受搬迁，更让

不同的种族和谐相处。

1.3 新工业发展

对一个缺乏资源的弹丸小国而言，新加坡不可能单靠发展金

融企业生存，必须有自己的工业，于是政府很快便决定将西南部

14.78平方公里的大块土地作为工业用途。政府也成立裕廊镇管理

局负责基本工业基础设施发展。在短期内，裕廊镇管理局承担了建

设厂房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任务。

1.4 新市中心区

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现有市中心区已经达到了饱和点。

要使新加坡成为一流的金融中心，必须寻找增加土地的办法。政

府开始在市区海岸线外大量填土作为新城区，填土面积高达360公

顷，足够建设260万m2的新办公楼和2.6万个住屋单位。填土迅速

完成，地下隧道和基础设施在1990年代进行。

1.5 花园城市

1970年代的新加坡市容还非常老旧，为了尽快改变市区形

象，园林局迅速把即时树木和花园引入。由于新加坡的气候温暖，

雨水量大，花草树木生长很快，于是仅仅是短暂的十年，新加坡就

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花园城市。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即时

树木和花园是美化市容的一个很经济实用的好方法。园林局也保留

了现有的所有湿林和热带雨林。

2  保护：科技突破解决长期问题（1985~2010年）
保护是生态城市的第二部曲。满足基本需求后，新加坡把目

标转向大型工程方案以尝试解决长期基础设施的需求（图3）。主

要需求之一是确保足够的食水供应。政府开始寻找建立集水和再生

水的解决方案，再加上废物处理和处置的发展，这些设施给土地有

限的小国家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开始鼓励人

口增长，外来人才的涌入带来了对房屋需求的增加和房价高涨的问

题，这给建屋发展局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建屋局也开始尝试采用高

层高密度的解决方案。即使面对众多的挑战，城市仍必须保持活力

和吸引力，以让国人和外来人才感觉到有归属感。

2.1 新加坡河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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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起，环境局便开始清理新加坡河的10年计划。通过

上流污水处理，环境局成功地振兴了已严重污染的潮汐河流。这个

计划终于在1987年完成，使新加坡多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水上活动

中心。这项清理工作为这个城市迎接下一个重要工程奠定了基础。

2.2 滨海堤坝

滨海堤坝是新加坡创建的第15届水库，是新加坡设在城市心

脏的水库。滨海集水区的集水面积多达10 000公顷，约1/6的新加

坡面积。它是岛上最大和最都市化的集水区。滨海水库把新加坡的

半天集水提升到全国土地面积的2/3。

2.3 深隧道排污系统

36.5亿新元的深隧道排污系统（DTSS）是一种高效和具有成

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新加坡的长期用过的水收集、处理、回

收和处置的需要。

2.4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垃圾填埋

场，于1999年4月1日开始运作。它位于新加坡南部岛屿之间，总

面积3.5平方公里。实马高垃圾填埋场拥有63万m3的能力。据目前

估计，这个垃圾填埋场将持续用至2045年。

2.5 政府组屋

新加坡岛需要容纳550万人口，这其中包括140万外国人，人

口密度将达到7 148人/平方公里。在这样的土地压力下，单靠建造

高层住屋不能解决问题，建屋发展局需要迅速地寻找新的解决方

案。2010年完成的Pinnacle@Duxton便是建屋发展局的一个大胆尝

试，高达50层的公共组屋，其最新概念便是采用处于高空的空中

花园来增加人们的活动空间。

2.6 海湾花园

海湾花园是国家公园局建立在一个城市里的花园，101公顷的

土地包括新加坡河河口湾、东湾、南湾。中央花园一期包括最南

湾，预计在2012年6月正式开放。这个计划明确传达出政府要把新

加坡变成一个美丽花园中的城市的决心。

2.7 绿色的总体规划

为了要让新加坡成为能源有效的绿色城市，政府组织了由

几个部门形成的环境委员会带领推出新的绿色总体规划蓝图。到

2030年，至少有80％的现有建筑物将要达到合格的绿色标志评

级，这将节省能源成本高达16亿新元，建设局将给予业主100万新

元帮助翻新旧建筑物。

3  栽培：建立社会团结（2011至将来）
栽培阶段是生态城市的第三部曲。2011年的新加坡已经是一

个很成功的城市，但是要成为更成功的生态城，新加坡还有一段路

要走。但是新加坡已经再没有新的空间来建更新的生态城，也没有

更多的海上空间填海，它必须要在现有土地上保持其可持续性。在

完成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后，新加坡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如面

对社区连接、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创新的挑战。这些事项需要有一个

显著不同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需求将超过普通的“绿

色”的框架。作为一个新生态城，新加坡要达到三重底线的全面可

持续发展，即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我认为新的综合性

生态城市需要考虑以下的双整合：1）规划＋增长；2）自然＋城

市；3）旧＋新；4）维持＋创造；5）国＋家。

3.1 规划＋增长

将来的城市发展不能单靠规划来管制城市发展，一个城市的

健康发展要考虑如何创造空间以鼓励天才的培养，需要在高度的管

制和适当的发挥空间之间达到平衡。

3.2 自然＋城市

新加坡要继续保持其生态和城市化之间的平衡，同时还要面

临楼价迅速上升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的花园城市需要更进一步

演变成不可思议的空中花园城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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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旧＋新

瑞士银行业巨头UBS的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发现，新加坡是世

界上排名第三的老龄化国家，65岁及以上的比例将在2020年增加

一倍甚至更多。新加坡虽然成功地保留了旧建筑物，但更重要的是

将来如何给老龄化的人民带来一个优美的生活条件，尽量让老一代

和年轻一代能和谐相处。

3.4 维持＋创造

新加坡不能停止经济的增长，但必须寻找新的技术，克服制

约因素。将来的制约也还是有限的土地面积和垂直空间，是否有新

的科技能让我们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3.5 国＋家

新生态城必须要为其公民创造一个有归属感、忠诚度和承诺

感的背景，这是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从来没有考虑的。

4  结语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总之，我认为这个

世界里没有即时的生态城市，一个真正的生态城市必须要经历一个

对她的市民有意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有可能就是：生存 > 保

护 > 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