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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城市属于防水的预制
结构，通过相互连接的模块化
系统和人工礁石永久性地安置
于海洋或潟湖之上。联合国正
在敦促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
私营部门合作，在风险地区推
进此类城市的建设。例如，马
尔代夫浮动城市设计可容纳
20000名居民，每个单元售价约
为 25 万美元。而巴拿马的漂
浮舱（每个舱室可容纳两人）的
售价则在 29.5万美元至 150万
美元之间。然而，漂浮城市的
长期可持续性和抵御大型风暴
的能力尚不明确。

漂浮城市的前期投资较
少。以马尔代夫漂浮城市为
例，其耗资预计为 10 亿美元，
但其维护成本可能相对较高，
且建筑材料容易受到潮汐和海
浪的腐蚀与损坏。

韩国最大的港口城市釜山
此前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人居署）及美国技术企业奥
西尼克斯公司合作，将在釜山
港口附近建造世界上首座漂浮
在海上的城市。这个全世界首
座可持续发展的漂浮城市总面
积 15.5 英亩（约合 6 万平方
米），一开始可容纳1.2万居民，
有可能将来发展到可容纳 10
万人。按照设计，每个街区都
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用途——居
住、研究和住宿酒店。

去年 6 月，日本初创公司
N-ARK发表“同源城市”构想，
宣布拟在2030年建成一个可供
1万人共同居住生活的海上漂浮
城市。这个“同源城市”直径
1.58公里、周长约4公里，看起来
宛如一片铺陈在海面的荷叶，形
状大致为圆形，边缘有一圈湾
岸，被设计成一个环形公园，可
供人健身跑步。湾岸内部
是各种漂浮在海上的大小
不一的建筑，承担
着居住、办公、公共
服务等各种不同的
城市功能。

漂浮城市需
要额外的能源来
维持海水淡化和废
物处理等基础设施。
这些设施可能会出现
故障，保险和维修费
用将给居民和政府带
来经济负担。为了解决这
些潜在问题，政府必须更
新当地的气候适应计划，
同时还需要投资社会服务和关
键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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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海平面正在持续升高，若不大幅削减
温室气体排放，至2100年，海平面或将飙升1米乃至
更高。这一严峻现实正威胁着近10亿低洼沿海地区
的居民。以尼日利亚拉各斯为例，今年7月，暴雨、高
潮位与加剧的海岸侵蚀“联手”肆虐，导致约2000处
住宅被洪水吞噬，居民流离失所，现状触目惊心。

面对这一挑战，《自然》杂志认为，城市规划与智
能技术将成为沿海地区气候适应与缓解策略的关
键。在此背景下，“未来海上居住”概念（旨在增强抗
洪能力的未来主义定居点设计）正日益受
到追捧。

从设计类型来看，目前，开发商将
海洋和近海区域转化为宜居空间的方
式主要有三种，即漂浮城市、人工造地
和两栖住房。

人们在水上居住的概
念并不新鲜，在秘鲁的的
喀喀湖上，土著乌鲁族人
长期居住在由树根和芦苇
制成的人工岛上。从越南
到柬埔寨，再到贝宁和尼
日利亚，高跷屋和水上村
落更是随处可见。而在阿
姆斯特丹、雅加达、墨西哥
城和西雅图等城市，船屋
和水上市场早已成为生活
的一部分。

与传统城市的基础设
施不同，“未来海上居住”
旨在打造高科技城市，配
备太阳能发电板、深海冷
却系统、医疗中心、学校、
休闲区和商业设施。

支持者认为，“未来
海上居住”旨在扩大住房
供应、减轻土地压力、提
高能效、促进环保交通和
减轻洪水影响。而批评
者则认为，这些项目是借
科技之名，行抬高沿海、
湖泊及河流周边房地产
价格之实。

“未来海上居住”能否
帮沿海地区抵御气候变化
的风险，还需综合考虑实
用性、生态系统影响、公平
正义和监管框架等问题。

比如，在“漂浮城市”
逐渐成为现实的过程中，
公众的接受程度、相关的
法律法规、造价和工程技
术可能会成为比较关键的
难点。与生活在陆地上相
比，生活在水上可能会给绝
大多数人不稳定、不安全的
感觉。社会大众如何在心
理上真正接受“漂浮城市”，
需要工程师加强对稳定性
和安全性的保障，也需要一
段时期的过渡。

“漂浮城市”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也会成为潜在的
风险。如何从位置、气候、
地形、水文和环境等方面
对“漂浮城市”的位置、运
行、排放和物质与能量循
环进行综合论证和技术分
析，依然有赖于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两栖住房被固定在
地面并靠水的浮力支
撑，适合建造在海岸线、
河流、洪泛区和城市港
口或其他水位缓慢且可
预测上升和下降的地
区。欧洲拥有众多两栖
住房，阿姆斯特丹的 IJ⁃
burg社区便是一个典型
例子。该社区建在人工
岛屿上，居住着约 45000
人。然而，扩大此类项
目规模可能会变相鼓励
人们迁入洪水高风险地
区。

这类“未来海上居
住”项目相对便宜。它

们靠近陆地，便于接入
电力、淡水和废物处理
设施，从而降低维护成
本。

两栖住房和漂浮城
市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

影响。例如，它们可能
会改变当地的风向、蒸
发、阳光和热量模式。
噪声和污染可能危及鱼
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和
植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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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大 量 砂 石 、黏
土、水泥或岩石倾倒入
海洋，以形成适合建设
的新陆地，全球约有 50

个国家进行了这样的
人工造地。多哈的珍
珠岛、沙特阿拉伯尼奥
姆的奥克森城以及尼
日利亚的埃科大西洋
城等都是此类“未来海
上居住”的范例。这些
项目拥有标志性的建

筑设计，旨在吸引跨
国投资。然而，批评
者指出，这些项目可
能会对环境和周边
社区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人工造地

可能引发并加剧海洋
酸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和珊瑚礁破坏。海底
疏浚会破坏海洋环境
并污染水体，有可能释
放出长期埋藏的有毒
化合物。人工造地可
能会消耗红树林和湿
地等自然缓冲区，而这
些自然区域原本可形
成天然的碳汇，并能抵
御风暴潮、海浪和洪
水。尽管海堤或护岸
可以缓解部分风险，但
可能无法防止侵蚀或
地面沉降。

此外，一些工程可
能会加速温室气体排
放。例如，埃科大西洋
城建在数百万立方米
的疏浚沙土之上，数千
吨石头被运到项目现
场，这些过程也会释放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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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珍珠岛等人工造地项目遍布多哈海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