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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减碳行动
——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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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新加坡本岛，向南，乘船半小
时，实马高岛映入眼帘。

这是新加坡唯一的一座离岸垃圾
埋置岛，存放着新加坡约560万人日常
垃圾焚烧后的残留物。新加坡如何进
行垃圾处置、保护海洋环境等吸引着天
津记者的关注。

登上实马高岛，浓密的红树林轻轻摇
曳，很难让人把小岛与“垃圾”联想在一起。

实马高垃圾填埋场由实马高岛、锡京岛
和一条人工海堤组成，通过7公里的人工海堤
将两个小岛附近的海域围成了350公顷的圆
形区域，形成垃圾填埋区。填埋场于1999年
投用。目前，第一阶段建设的11个填埋分区
均已填满。2015年启动建设的第二阶段大
型填埋区，目前已经填埋了10%。

为防止填埋物对海洋环境的破坏，
实马高填埋场修建的海堤铺设了防渗
膜、海洋黏土，以防止有害物质向海水
渗透。垃圾焚烧后的灰烬运抵小岛，填
埋后还要再铺上泥土，这也是岛上闻不
到垃圾异味的缘由。
“新加坡每日收集的垃圾会分成三部

分处理：56%的垃圾送去工厂循环再利用，
41%的垃圾送去焚烧场用来发电产生新的
能源，而剩下的3%不可焚烧垃圾和焚烧

余灰将会用船运到这个岛。”新加坡国家环
境局实马高岛垃圾填埋场管理和运营部总
经理李国安介绍说，“按原计划，整个实马高
填埋场将于2035年被填满。”
“填埋场致力于维护实马高岛的生态

多样性。红树林是自然生态良好与否的标
志，如果有红树落叶或变黄，就说明附近的
水质在改变。”行走在岛上，李国安和他的
同事向记者介绍，实马高垃圾填埋场不仅
通过浮动废水处理设施进行严格的水净
化和水质监测，还种植了红树林。“岛边鱼
苗场养殖的鱼类，是可以吃的。”李国安说。

就在登上实马高岛的前一天，新加坡
永续发展和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向记者们介
绍了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其中
提到，2026年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量将
减少20%，而2030年则减少30%。

新加坡目前正在探索将焚烧后的垃圾
残留物作为混合建材应用于道路工程，也许
有一天实马高岛会成为一座建筑物料矿场。

离开实马高岛前，记者提问：到2035年
或是之后的某一天小岛被填满后怎么办？
“新加坡不仅国土面积狭小，海域航线

资源也格外珍贵，不能随意扩大填埋面
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量，才是出路。”李
国安回答说。

7 月 25 日至 30日，本
报记者随十五届中国新闻
工作者访问团赴新加坡采
访，围绕共建中新天津生态
城、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等
内容，实地探访新加坡在生
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减碳发
展的新成效，深入了解中国
与新加坡合作、天津与新加
坡合作的新进展。

访问期间，记者专门围绕新加坡与天津
合作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展望，采访了新加
坡通讯及新闻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贸易与
工业部、交通部、国家发展部的五位部长，了解
他们对未来新津交流合作的看法与期待。

对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充满信心

“新加坡和中国共同建设的中新天津生
态城已经迈入第15个年头，今年是习近平
主席视察中新天津生态城十周年。作为全世
界唯一的两国政府共同打造和共同实验的一
个生态城试点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在过去
15年来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成果，发挥了积
极的示范效果。”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李智
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新中双方共同推进
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5月，李智陞曾到访天津并代表主
宾国新加坡出席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说
起天津之行，李智陞记忆犹新：“新中、新津
双方领导人的密切交流，为中新天津生态
城的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调。特别是天津
工作人员的强大执行力令我印象深刻。我
对生态城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今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十周年。李智陞表示，“一带一路”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旨在推动全球化发展

和多边合作。新加坡是最早支持“一带一路”
的国家之一。“例如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就
是侧重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有利于新加坡人
民和天津市民，也有利于双方的企业。”李智陞
说，这个项目是在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
同时不断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这
种发展方式不仅适用于当地，也可以复制到京
津冀以及中国更广泛地区，甚至可以推广到新
加坡或其他国家。目前新津双方正在保持更
为密切的沟通商讨，对于生态城下一步合作细
节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对外发布。

共寻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就是两国不断与时
俱进开展合作的示范。在过去15年我们做得
相当不错，这是未来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部长杨莉明亲身参与了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开发建设。她说，推动可持
续发展需要引入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
“科技在解决绿色减碳问题中扮演重

要角色，通过人工智能、绿色材料、建筑设
计等手段，可以让建筑物更加智慧，减少能
源消耗。”杨莉明表示，放眼下一个15年，运
用好新加坡和中国在节能减碳方面的新理
念、新技术，让数字技术、智能科技融入绿
色建筑、绿色交通、智慧城市等，实现净零

排放目标，让中新天津生态城在绿色可持
续发展中发挥辐射作用。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
与记者分享了新加坡在城市垃圾分类处置
方面的经验。目前，新加坡主要将垃圾分为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个大类，蓝色
垃圾桶投放可回收垃圾，绿色垃圾桶投放不
可回收垃圾。蓝色垃圾桶再细分为四类。

傅海燕说，2021年，新加坡已经对电子
垃圾实施制造商延伸责任。她进一步分析
说：“这种做法是从上游开始分类，把垃圾
分类的责任放在生产销售企业上，卖电器
的就要对电器回收负责，卖饮品罐的就要
对饮品罐回收负责。运用这种延伸责任，
可以有效地把可持续可循环的物品分拣出
来。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大型商业建筑对厨
余垃圾进行分类和妥善处理。”

傅海燕表示，新加坡与天津在城市特
点上有很多不同，我们希望通过共同探索
绿色减碳经验，相互借鉴交流。

推动港口智慧绿色发展

长期以来，天津港与新加坡港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在采访中，新加坡交通部代
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表示，正
在就绿色数字航运走廊建设与天津进行沟

通。新加坡愿与中国各个港口开展合作。同
时也要看到，新加坡港具有枢纽港的特性，而
包括天津港在内的大部分中国港口以进出口
为主，既有所不同、又有相似之处。新中双方
港口合作远远大于竞争，其中新方最看重的是
供应链稳定顺畅以及港口工作效率。
“我们了解到中国港口在货运车辆无人

驾驶等人工智能科技运用上有很多先进技
术，新加坡将与天津港以及中国其他港口加
强交流互鉴、相互学习，共同寻找互惠双赢
的机会。”徐芳达说。

在谈到港口合作时，新加坡贸易与工业
部部长颜金勇在关注供应链、港口运作效率
的同时还提出了战略性思考——港口数字
化和能源可持续性。

颜金勇表示，未来的港口合作必须实时共
享信息数据。一个产品生产商会从不同国家和
地区获取所需要的组件，需要数字化将世界港
口链接起来。能源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新的挑
战。目前，绿色能源替代包括氢能和氨能两种
方案。如果一艘船已经在新加坡加了氨能燃料，
那么到达另一个港口可能无法再添加氢能燃
料。像天津的港口具备空间和体量去容纳使用
不同燃料的邮轮，而新加坡港则没有这样的空
间。这就需要世界更多港口参与分工合作。未
来的航运事业一定是全球互联互通的事业。

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一道共同努力。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30多平方公里，大体上与天津的绿色

生态屏障占地面积相当。这是一个大海环绕、人口密集的城市
国家，缺少宽广腹地，水、粮食、能源等对外依赖度极高。同时，
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更让新加坡寻求绿色突围势在必行、迫
在眉睫。

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2021年，新加坡发布了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并正在采取
坚定行动加以推进。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向记者介绍，“我们旨
在兑现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的承诺，
并使新加坡能够在2050年实现长期净零排放目标。”

新加坡政府作出承诺：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并作
为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
量减至每年6000万吨。

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涉及大自然
里的城市、可持续生活、能源重置、绿色经济、具韧性未来等五项
重点，具体包括：到2030年再种植100万株树木、太阳能部署量
增加5倍、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废料减少30%、所有新注册的汽车
转为清洁能源车型等等。

覆盖城市治理运维的方方面面

实现这份绿色发展蓝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新加坡
教育部、国家发展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贸易与工业部、交通部
等五个牵头部门，工作覆盖城市治理运维的方方面面。在绿色
发展蓝图制定之初，新加坡就将绿色公民、绿色企业、绿色政府
列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需要各方合作以达成目标，
考验着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效能。
“在‘大自然里的城市’这一部分，制定了到2030年，新加坡

全岛各处再种植100万棵树木，并于2026年添加超过130公顷
公园设施，并改善现有约170公顷公园。每户家庭只需步行10
分钟即可到达一座公园。”傅海燕介绍说，“2030年新加坡绿色
发展蓝图不仅需要政府带头实施，同时也需要宣导说服民众参
与配合。目前新加坡已经完成了56万棵树木的种植，这些都是
民众自发组织开展的。”

在城市绿色交通部分，包括到2030年，新加坡将实现所有
新注册车辆和出租车均为新能源车型，地铁网络提升到360公
里等。
“新加坡始终将私家车视为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出行必需

品是城市的公共交通。如果人们在新加坡买车，会缴纳很高份
额的附加注册费，如果你买的是超级豪车将被征收更高的车
税。”新加坡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在接受
采访中谈到，新加坡的气候不太适合长时间骑行自行车，我们鼓
励市民从家里骑行至巴士、地铁站换乘出行。“总之推行一种观念，
就是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既有利于环保，也减少堵车。”

徐芳达说：“到2030年，全新加坡会将充电桩扩增至6万
个。按照绿色发展蓝图中相关部署，预计到2040年之后，新加
坡路面上汽车将逐步完全转换为新能源车型。6万个充电桩还
不够，我们会及时调整策略，进一步解决后续问题。”

为加速减排，新加坡从明年起分阶段上调碳税：从现在的每
吨5新元上调至2024年和2025年每吨25新元；2026年和2027
年45新元；预计最迟在2030年上升到50至80新元。所征收的
款项将用于提升工业转型。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颜金勇就征收碳税问题分析说，
新加坡在东南亚率先出台碳税制度，希望通过将碳税的收入投
入到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上，助推企业转型。最终想看到的是
收到的碳税越来越少。政府部门中的经济发展局、能源市场管
理局等，将会与不同的企业一对一洽谈，帮助它们达到减碳减排
的效果。

应对气候变化需各国共同努力

在探讨能源重置问题时，颜金勇表示，目前新加坡最主要的
能源来源是天然气，首要是提高天然气的使用效率。同时，部署
使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新渠道，比如太阳能发电。此外，去
年6月开始，从老挝开展低碳电力进口，由老挝经过泰国、马来
西亚将电输送到新加坡。还有，诸如地热、碳捕捉等方面的技术
也在研发之中。“新加坡将使用氢能视为主要脱碳路径，这需要
开展国际合作。我们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做法，希望
与中方深入合作。”

颜金勇还表示，在讨论绿色发展蓝图时，非常清晰地认识
到，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非常小的国家，但希望通
过切实的举措能够为世界起到示范性作用，启发更多国家思考
谋划，带动更多人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共建中新天津生态城 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新天津生态城、数字科技、绿色建筑、绿色低碳生活、港口合作——

五位部长眼中的新津交流合作

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涉及城

市绿化、垃圾处置、能源替代、公共交通、

绿色经济、海岸保护、延缓城市热岛效应

等多项举措，这也为人口密集型超大城

市、沿海港口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思路——

被竹筒“裹起来”的办公楼
——走进新加坡首个净零银行建筑

竹帘和植物外墙包裹着大楼外立面，
利用回收塑料废料合成物铺设的院区道
路，布满太阳能板的屋顶……

这里是新加坡星展集团位于武吉知马
路135号的星展纽顿格林（DBS Newton
Green），也是新加坡第一个由银行金融机
构自主设计打造的净零办公建筑，于2022
年7月18日正式开放。

打造零碳建筑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推进低碳降耗的重要措施。去年10月，我
国首套建立在生态体系下的“零碳示范单
元标准体系”率先应用于中新天津生态
城。就在上个月，生态城还为“超低碳产业
园区”“超低碳工厂”“低碳社区”授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者跟随访问团
走进星展纽顿格林办公楼，对这座净零建筑
一探究竟。

这座4层高的建筑，是由旧办公楼翻新
改造而成。大楼超过50%的外墙装有竹帘
植物墙，花花草草错落其间，远远望去，像是
给大楼披上了一件“蓑衣”。这样的外墙设
计不仅“打眼”，而且有助于遮阴、通风、降温。

大楼不仅身披“蓑衣”，而且头戴“斗
笠”——屋顶1000平方米的太阳能板，能够
供应楼内运维所需电力。走上屋顶，星展银
行可持续性、企业房地产策略与管理部主管

普莱斯考特·盖洛德介绍说，太阳能板采用双
面模块，楼顶专门涂成白色，不仅吸收太阳直
射光，也吸收屋顶反光。“太阳能电池板是中
国制造。我们引入人工智能优化器，提高运
行效能和性能。”盖洛德说。

来到大楼内，原本10%的冷气区域转为
自然通风空间。办公室内的空调也转为智能
感应开关，人们走进室内才自动开放。翻译
小林感受颇深：新加坡地处热带，一般建筑的
室内空调设置温度都很低，降温用电量很大。
“我们坚持四个设计理念，尽量减少能

源使用、尽量做到能源再循环再利用、尽量
使用太阳能等免费能源、尽量使用自然材料
和循环材料，减少碳排放。”盖洛德说，旧楼
体每年耗能约84.5万千瓦时，现在减少了高
达70%的能源消耗。“改造工程投资超过500
万新元，另外部分经费由新加坡建设局赠款
支付。”盖洛德说。
“实现新加坡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需要

政府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企业各司其职。”当天
下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李智陞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谈道，不仅政府部门要提供奖励
机制，企业也会超额完成减碳承诺目标，以吸
引绿色减排降碳意识越来越高的消费者。
李智陞表示，新加坡愿通过中新天津生态城
的合作，深化绿色建筑等领域的交流互鉴。

红树林在垃圾埋置岛上轻轻摇曳
——新加坡实马高岛纪行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魏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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