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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龙岗”文史项目是龙

岗区政协大型系列文史项目“龙

岗记忆”之第三季。 项目通过讲

述龙岗建区以来代表龙岗改革进

程和发展特色的典型案例，并以

图文影像记录龙岗人在改革浪潮

中奋勇搏击的宝贵记忆，全面回

眸龙岗建区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让全区人民和一代代后

来者从前人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

神力量、赓续优良传统，在新征

程上努力续写更多新的“春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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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方志办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的“深圳国际低碳城”，始建于2012年，处于深圳向东、向北拓展的战略通道上，是深

圳的东北门户、深莞惠交界的中心，规划总面积53.14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1平方公里，拓展区5平方公里，是龙岗推
进“一芯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的“东核”和支撑“IT+BT+低碳”产业发展布局的战略承载区。作为深圳市唯一一
个以绿色低碳为主题的重点区域，是国家开展低碳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示范窗口。

深圳国际低碳城：

绿色发展的国家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

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力。深圳国际低碳城的十余年发展，正是这

一理论的生动注解。

2012年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后，论坛始

终坚持零碳运营，产业方面淘汰了产值低污

染重的企业，成功引进了一批节能环保、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航空航天、生

命健康等未来产业为主的高端优质项目。到

2021年，龙岗区立足“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试点

建设示范区、产业低碳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赋

能典范、国家产城融合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

等新的战略定位，在全国率先发布区一级“双

碳”顶层设计成果—《龙岗区节能减碳总体方

案》和《深圳国际低碳城综合发展规划》，引入

了近零碳、碳中和等理念；2022年，龙岗区委

将深圳国际低碳城作为“一芯两核多支点”的

“低碳智造核”进行整体布局，低碳产业成为

支撑全区未来发展“IT+BT+低碳”三大产业

中支柱性产业。

截至2023年，以低碳城为核心的低碳制

造核片区共拥有上市企业11家、年产值亿元

以上企业100家、“国高”企业314家、规上企

业338家，连片预留产业用地267平方公里，

正推动国家能源产业创新中心、绿色发展产

业基金等平台落户，推动国电投、润世华新能

源、华电重工等11家重点企业投产、总投资超

615亿元，未来将打造比亚迪研发中心、新能

源汽车基地等一批千亿级先进制造业园区，

全力打造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成为龙岗区构

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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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碳注解
绿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站在深圳国际低碳城未来大厦 16

楼，蝴蝶湖和品字形的会展中心建筑

尽收眼底。丁山河绕过会展中心，穿

城而过，奔向远方。白云倒映在水底，

精致的草坪和步道蜿蜒在楼宇和水岸

之间，山鸟的叫声飘荡而来，一派诗情

画意。这就是深圳国际低碳城的核心

区，它从一个偏远落后的工业园区蝶

变成享誉国际的绿色低碳之城，只用

了短短十余年。

深圳国际低碳城。张臻斐摄

2023中国国际绿色低碳产业博览会在
深圳国际低碳城举行。龙岗融媒资料图

几个人的Idea成为国家重大项目
“说起深圳国际低碳城的由来，起点无疑是‘坪

新清产业合作示范区’构想。”参与中荷低碳城发展
战略方案制订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王东教授
说。“坪新清产业合作示范区”，是当时龙岗区为响
应广东省委《珠三角规划纲要》提出的城际合作战
略部署、推动坪地街道高桥工业园区转型发展，委
托龙岗区委党校开展策略研究时提出的一个构想。

2011年4月，深莞惠三市签署相关框架协议，决
定合作开发“坪新清”片区。由于区域行政壁垒突
破困难，到 2011年下半年，“坪新清”项目推进势头
趋于淡化。龙岗区决定寻找突破口，先把坪地片区
做起来。

同一时期，王东教授与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深圳建科院）叶青等专家
在做生态知识城方面的研究，龙岗区发改局邀请王
东教授领衔做“坪新清”区域低碳转型的课题。在
王东教授的协调下，课题取得荷兰下一代基础设施
基金组织（NGI）的资助。经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哈
工大兼职教授唐杰的推动，课题引起了荷兰代尔夫
特大学的高度关注。代尔夫特大学时任校长闻岱
博历任荷兰驻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与中荷两国
高层都保持着良好的交流。

在NGI的学者眼里，坪地这个以中小企业为主
区域，是推动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发展模式向生

态城市转型的最佳场所，提出在该区域建设“中荷
低碳城”的意见。闻岱博校长将课题成果交给了荷
兰高层，引起了荷兰政界的重视。时任商务部副部
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钟山到访荷兰，“中荷低
碳城”被写进了双方合作备忘录。

2011年7月，商务部致函深圳市政府了解“中荷
低碳城”项目。深圳市政府从龙岗区发改局了解到
项目的来龙去脉后，时任市长许勤认为合作应该扩
大到整个欧盟，将低碳城项目定名为“中荷（欧）低
碳城”，确定了选址和规划面积，向商务部做了报告
后，委派时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聂新平率队到荷
兰调研。

接下来，中荷（欧）低碳城项目的中荷互动、央
地互动十分频繁。12月中旬，在国家发改委支持
下，中荷（欧）低碳专家研讨会召开，双方就低碳合
作项目的下一步工作路径达成共识；12下旬，国家
发改委气候司时任司长苏伟建议将“中荷（欧）低碳
城项目”更名为“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至此，“深
圳国际低碳城”的名称正式确定下来。

2012年 6月 9日，《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关于深
圳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实施方案的批复》
印发，将“深圳国际低碳城建设”作为深圳市两个综
合奖励项目之一予以支持，综合奖励资金计划2012
年拨付1.2亿元，2013年拨付3.6亿元。

至此，“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正式获得国家
立项。

186天建好一座城
创造深圳低碳城速度

在“低碳城”概念提出后，低碳城的建设规划同
步进行。2012年6月，第二次中荷（欧）低碳城专家
研讨会召开，专门就废物处理、水处理和绿色建筑
进行技术讨论。

2012年 7月，时任市长许勤召开了深圳国际低
碳城规划建设工作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统筹国
际低碳城建设相关工作，龙岗区也成立了相应的统
筹领导机构。

根据当时的规划安排，深圳国际低碳城采取
“核心区—拓展区—全域”三个圈层滚动开发的模
式建设。核心区1平方公里，以高桥工业园为主体，
周边5平方公里为拓展区，坪地街道全域53.14平方
公里整体纳入深圳国际低碳城的规划范围。

1平方公里的核心区最先启动，由深圳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深规院）

做规划。规划提出了“玩转一平方公里的低碳生
活”的建议，总结为“1815工程”。第一个“1”指1条丁
山河改造，“8”指周边8条道路的打通和黑化，第二个

“1”指1个会展中心，“5”指5个原有建筑的改造。这
个建议通过论证，成为核心启动区的执行方案。
2012年8月21日，核心区项目启动仪式在高桥工业
园举行，标志着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正式实施。

首先是土地整备。为高效推进土地整备工作，
深圳市将其作为全市重点项目进行推进，给予全力
支持。9月 17日，深圳国际低碳城土地整备中心在
坪地街道揭牌，通过“市区共建”模式，推进核心区
的土整工作。龙岗区采取了人盯人、人盯厂、分片
包干和每周例会等工作制度，举全区之力推进。短
短9个月，就高质量完成了深圳国际低碳城的“土地
整备”工作。

核心区最重要的项目是综合服务中心的设计
与建设，主要包括低碳技术展示交易区、低碳国际
会议区、深圳国际低碳城展厅、能源资源信息监控
中心及辅助配套功能用房、各项微市政等。项目用
地面积约 12万平方米，首期建筑规模约 2.2万平方
米。设计工作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叶青
领衔、10余名建筑师参与，最终形成了注重“循环”

“应变”理念的“绿坊”方案。丁山河整治内容主要
包括水质改善工程、河道景观提升工程、河道堤防
工程三大主要工程。

2012年12月24日，首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建
设项目会展中心和丁山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两个
关键性工程动工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仅用22天
完成了桩基础工作，59天就实现了主体封顶。

2013年 6月 17日凌晨 4点，离深圳国际低碳论
坛召开只剩6小时，室内最后一块地砖铺设完成，综
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丁山河整治和新桥世居
改造一期工程如期完成，保障了“6·17深圳国际低
碳城论坛”的顺利召开。

从动工到建成共186天，就在杂草丛生、河水污
浊地方建成了一座“水清、岸绿、树葱”的国际低碳
城。186天建一座城，是继国贸大厦创造的深圳速
度之后，又创造的“深圳低碳城速度”。

“博鳌论坛+苏州工业园”
打造低碳发展的国家名片

建城不易，运营发展好更难。深圳国际低碳城
怎么避免“空城效应”呢？龙岗区发改局时任局长
张韶辉回忆说，“我们想对标‘博鳌论坛’搞‘国际低
碳城论坛’来造势，然后参照苏州工业园来落地。
我把这个模式叫做‘博鳌论坛+苏州工业园’，这个

‘博鳌论坛’搞得越好，‘苏州工业园’建设就越快。”
这个构想得到了广泛支持。因此，深圳国际低

碳城最先启动的就是会展中心。低碳城建成后就
一边搞国际高端论坛，一边采取“半步走”的滚动开
发策略，逐步推进低碳产业和低碳城区建设落地。

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是由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指导，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
深圳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龙岗区人民政府承
办，广泛邀请低碳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者、企业
家和各国政要参与的国际化高端主题论坛。论坛一
年一届，分设若干个分论坛，主题由主办单位根据每
年国际国内热点，结合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讨论设定。

首届论坛于2013年6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国
际低碳城会展中心举行，主题是“低碳发展——探
索新型城镇化之路”，由低碳发展论坛、深圳市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运行启动仪式、展示展览、创意大赛、
国际合作及重大项目签约仪式5个部分组成。共有
来自美、英、法、荷兰、新西兰等 16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机构、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共
1438位专家和代表参会。90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
专家和企业家作了精彩演讲和交流，43家优秀企业
参加了低碳技术和产品展示，与国内外政府部门、
机构和企业签订了10项协议。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省、
市媒体以及BBC、路透社等境外媒体在内的70余家
媒体对论坛的筹备和召开情况进行了报道，形成了
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在各方精心筹办下，深圳国际低碳论坛至今已
举办十一届。值得关注是，2018年的第六届论坛主
题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在国家主题论坛、国家合
作论坛等高层级论坛矩阵中专设了龙岗论坛，直接
提升了龙岗在国际低碳发展领域的曝光度和影响
力。同时，论坛更加务实，低碳产业领域企业更广
泛、更深入地参与论坛，标志着深圳国际低碳城论
坛的引领效应开始彰显。

在论坛和国际合作的牵引下，深圳国际低碳城
产业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迅速聚集一大批绿色
低碳领域的产业，成为龙岗区产业布局的核心区域。

探索“C模式”
助力国家气候谈判

“深圳国际低碳城的成功实践，为国际发展路
径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我们称之为‘C模
式’。”曾参与国际低碳城规划和负责前期运营的深
圳建科院副经理刘益民谈到。

在中国提出“C模式”之前，社会发展长期被A、
B两种模式主导。不同于“A模式”的先污染后治理
和“B模式”的迟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C模
式”是一种“融治理于发展过程”的新模式，受到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国际低碳城采取“三生融合多规合一”的
策略进行规划，制定了《深圳国际低碳城应用技术
清单》，其碳指标体系得了国际奖项认可。尽管建
设工期非常紧迫，低碳城项目仍然增加了对项目区
域的生态诊断。从地质、水文、环境、生态等方面确
定土地开发的适宜性和需要着重保护的关键格局
点，然后依据诊断指标指导项目建设，在当时是非
常前瞻的创举。

比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尊重自然风的流
向，给风让出了通道，并秉持“一栋建筑就是一棵
树”的理念，采用了 10大类 97项低碳技术，实现启
动区绿色建筑、清洁交通、污水循环、废物回收、能
源低碳等5个100%，实现年均减碳1000吨以上；未
来大厦也采用了钢结构、模块化建造、自然采光、自
然通风、直流电系统和可变空间等先进技术，外墙
上还有小鸟来筑窝；利用信息化技术将办公、居住
和休闲空间串联起来，打造了“一公里低碳生活全
体验”城区环境，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三生共融。

高桥工业园区向国际低碳城的蝶变，为国家社
会经济低碳化转型提供了生动范例。国家气候变
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以
深圳国际低碳城为例，指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有
理论、有实践”，有力回应了有关国家对中国承担气
候义务的质疑，也为国际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深圳国际低碳城未来大厦。张臻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