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土地学会案例研究

概览

地理位置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

项目类型
生态恢复

占地面积
93.3 公顷

场地全长
13.7 公里

开发商
华润置地

总体规划设计
AECOM

景观设计
AECOM

环境规划师
AECOM

建筑
AECOM

2023 年 7 月

项目提要

深圳市位于中国南部，毗邻香
港。大沙河发源于深圳北部山区
的羊台山，向西南方向奔流18.8 
公里，贯穿深圳市南山区到深圳
湾入海。这条河虽然不长，却代
表了一条重要的绿色轴线，连通
了沿海日益富足的南山区与城市
北部多山的区域。

历史上，大沙河曾是连接当地渔
业与农业社区的纽带。然而，20
世纪90年代初深圳开始工业化
后，河流的状况迅速恶化。大
量污水和污染物被注入其中，加
上上游修建了两座水坝，导致水

流量减少；有关部门不当的防
洪措施，将原本蜿蜒的河岸硬
化、拉直。于是，先前生机勃
勃的水道很快就与当地社区脱
节了。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快速的城
市化，大量新居民涌入，让南
山区从一个农业社区变成了人
口密集的社区，目前人口达到
了约140万。对于现在这个人口
密集的社区来说，被污染的河
流不仅碍眼，而且也意味着错
失机会。因此，政府启动了一
个重大重振项目。

大沙河城市公园由此而来，从
海边到河的上游，绵延13.7公

里，项目涉及的投资相对不高，
但许多层面都被证明是成功的 :

• 将原有的片片天然绿色空间连
接起来，形成一个从大海到大
沙河上游的不间断的线性公
园，恢复了河流流域原本的生
态功能。

• 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将
社区与绿色、蓝色的开放空间
重新联结，带来了可观的社会
效益。

• 提高了当地的土地价值，吸引
大量的新企业和居民涌入邻近
的社区，为当地政府创造了大
量的税收收入。

大沙河生态长廊

中国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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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水质净化厂每天的处理量
加起来只有10万立方米，处理能力
太小，无力应对大雨时当地汇水
的径流。然而，由于大沙河有一
些不同于一般河流的特性，从而
促进了项目的成功——从源头到
入海口的距离很短，流量相对较
小，而且整个河道仅流经一个行
政区域 (从而减少了行政程序的障

碍)——这意味着清理工作可能会
行之有效，在经济上也是负担得
起的。

经过水文生态建设，河流水质被
改善到 IV类甚至更好 (预计还会进
一步改善)，在这个水平上，生态
修复也成为可能。

水资源管理

大沙河的改造规划早在2006年就
开始了，并在2013年正式启动，
初步目标是解决多年来因污水和
雨水排放导致的河水水质恶化的
问题。当时，按照中国的五类水
质分类系统，大沙河中下游的水
质被评估为劣V类 (最差的一)，使
其“基本上无使用功能”，包括
无法用于农业。上游的情况相对
较好，但溶解氧水平也不足以让
动物或植物健康存活。

最初改善水质的工作主要涉及水
处理和排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将混凝土管道置于河岸下，用以
拦截污水和泄洪。然后，将这些
管道连接到两个污水处理厂，即
南山水质净化厂厂和西丽水质净
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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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路径

随着工程和基础设施部分的完
工，大家将注意力转向项目的其
他方面，特别是恢复河流生态，
同时创造一个宝贵的休闲娱乐场
所，为周围社区带来福利。

从2017年开始，设计师们先是将
原本就有的、散布在河边的绿色
空间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几乎沿
着整个河道呈线性走向的生态走
廊。这涉及到多层次的设计，包
括多种路径、本地植被、主题景
点、现代景观和公共娱乐设施。
规划师将这些空间整合到一个长

廊中，大沙河沿岸的绿地面积从
80公顷增加到93.3公顷，沿着13.7
公里的长廊从入海口延伸到河流
上游。

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
大挑战，就是近些年为解决污染
和洪水问题而进行的工程建设，
让大沙河失去了蜿蜒的岸线。笔
直而狭窄的混凝土边缘是次河岸
排水管的副产品，它们也许能高

效地将水输送到海洋，但也让河
流自然生态系统恢复更加困难。
虽然可以应用各种景观元素对它
们做一定程度上的掩藏，但它们
也限制了规划师在场地整体开发
时的选择。

尽管存在整合问题，但接下来的
景观设计和生态修复工作采用多
专业协作的路径，效果令人瞩目 : 
恢复了本地植物和野生生物之间

AECOM / 13

 

该公园每天吸引 40,000 名游客

AECOM / 7

AECOM / 14

下游的划船俱乐部。

 河滨地区设有若干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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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平衡，也满足了周边城市环
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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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由该项目诞生的河道公园将
南部的海湾生态系统和北部的森林
区域连接起来。违章建筑和桥梁被
拆除，闲置土地被重新利用，根据
每块河岸的长度布置了人行步道和
自行车道。在这个过程中，先前零
散的绿色空间变成了一个连续的生
态系统链条，其中包括生态区、休
闲公园、住宅区、自然保护区，以

及 (下游) 与一系列高尔夫球场连
为一体的景观河岸区。这整条走廊
都种植了各种草坪、耐洪草，还有
大大小小的湿地区域。

社会影响

除了减少污染和修复环境，河流更
生还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中
国城市的环境密度日渐增高，意味
着生活空间不断收缩。因此，在主
要城市中心，以具有成本效益的
价格创建这种便利设施，从社区的
积极心理影响角度看，也创造了重
要价值。

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发挥了明显的
作用；同时让河流回归自然 (见下
图)，包括在上游和下游地区设置
各种栖息地，在周围密集的城市设
施中形成了天然绿洲。目前，公园
每天吸引约40,000人前去游玩，更
凸显出项目的成功。

在公园的很多地方建造了许多永久
设施，从靠近入海口的游客服务中
心 (在大沙河公园中)，到偏上游的
九祥岭湿地公园的自然教室。沿河
还设置了11个厕所/淋浴区，每隔
500-800米就有一个，市民在上班途
中运动后可以在此淋浴；新建了5
座桥 (还会建更多座)，让行人能轻
松到达对岸；各种树屋、书吧、茶
室、活动空间、瞭台、凉亭、瞭望
塔和封闭式天桥，让人们能进行各

大沙河穿越众多社区和景观

书吧和其他娱乐设施战略性地分布在河边。

排水涵洞留下坚硬的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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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休闲活动。最后，河流下游的
一个划船俱乐部，提供更正式的运
动选择。

休闲设施的建设也在完善中。需要
特别提到的是，深圳市政府规划在
2022年完成约600公里绿道建设，
贯穿深圳及周围河流的入海口 (特
别是通过深圳湾入海的)，而大沙
河是这个规划的一部分。此外，大
沙河的人行步道还将通过长岭陂、
西丽水库和羊台山森林公园与广东
省立绿道连接起来，该项目正在
建设中。

河流连续体

就生态长廊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而
言，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 如
何将沿河各个部分的居民区联结起
来，让他们能方便地进入其他特色
和设施迥异的区域。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是出于现实原
因，还因为长廊将先前孤立的南山
北部地区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南
部地区连接起来，改变了这个区的
特点和规模——现在，骑自行车
从大沙河上游地区到海边只要20分
钟。比如，它让下游拥挤的社区的
居民可以轻松前往相对偏远、自然
风光秀丽的上游地区 (反之亦然)。
此外，它还为从前不合潮流的社区
的住宅注入新的发展潜力——特

别是位于中游的西丽区块，也被规
划为高铁枢纽，成为更理想的居住
目的地。

这种观点在规划者实施“河流连续
体”的决定中也有所反映。由于河
流流经区域在自然环境和临近土地
的使用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设
计师们将其进行了细分，各个激
活，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和临近社区
的不同需求，因地制宜做填充，通
过相应类型的设施来满足不同的社
会需求 :

• 在东/西流向的上游部分，大
学城片区汇集了诸多高等教育
机构，其景观与教育背景相适
应，着重营造特有的文化氛
围，将原有的校园环境进一步
延伸。具体景观包括一个阅读
花园、几个社交空间和五座跨
河桥，未来还规划建造一个户
外剧院。

• 再往下游，河流转弯向南，流
经一个山林地带，以及一个郊
野公园 (即塘朗山公园) 的入
口。这一段的设计主题是聚焦
自然特征，让生态系统回归自
然，以及去除入侵植物。

• 到入海口的最后几公里则是滨
海区，这里更多地迎合了城市
化的环境，科技创新中心附近
充满活力。与聚焦人行步道的
上游绿色空间不同，这里的景
观设计采用了更现代的硬景观
路径，以满足更多人对社交和
锻炼的需求。鉴于附近居民的
数量较多，这个区域的建设量
也最大。

AECOM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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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

除了水质问题，大沙河集水区还存
在一个问题——区域内从前的农
业用地大部分被硬化了，整个深圳
的河流集水区都存在这个问题。如
今地面无法有效吸收雨水，而该地
区常有高强度暴雨，导致洪水量增
加，并连同相关的污染物一起被冲
入河道。这些污染物含有富营养
物，导致深圳湾和珠江三角洲有毒
藻类大量滋生。

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已经开
始修建可暂存雨水至降水消退的设
施，从而防范洪水，减轻当地排水
和水处理系统的压力。这一概念在
世界各地有多种不同的名称，如水
敏性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排水系统、低冲击开发，在中国被
叫做海绵城市建设。

虽然海绵城市在中国相对来说是一
个新兴概念，但人们“吸收”这一
概念的速度很快。至少在一定程度
而言是这样的，由于无节制的发展

造成诸多风险，包括城市山洪造成
大范围的破坏和死亡，因而人们对
此的认识不断提高。

深圳在2016年被列为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此后建设了诸多保水设
施，包括口袋公园、绿色屋顶、透
水路面和街区雨水花园，来加强对
地表径流排放的管理。今天，深圳
无疑是中国在这一领域最先进的城
市之一。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0
年，深圳建成区24%的面积达到海
绵城市要求；而雄心勃勃的2030目
标已出台，要求建成区80%以上的
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大沙河生态长廊在建筑材料 (如透
水路面)、植物选择、景观设计等
方面也应用了海绵城市的概念。此
外，项目还沿着河流中段建了人工
栖息地岛。它们应用加固的混凝土
基础，缓冲洪水影响的同时，为水
生植物和水鸟提供了栖息地。设计
师还沿着河道种植了风格相近的物
种 (包括风车草、芦苇和金印草等
湿地植物)，还建造了一些雨水花
园和斜坡，使雨水形成薄层水流，
成为景观和公园设施的一部分。

AECOM / 10

河岸区域就像海绵一样吸收雨水径流。

AECOM / 4

 

大沙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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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开发了两个“人造湿地”，原
则上可以吸收洪水；但在可用土地
有限的情况下，仅设计用作污染沉
积物和化学品的过滤器。

水资源短缺

规划者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 : 大
沙河沿岸的供水问题堪称一把双刃
剑——除了洪水，大沙河还面临
缺水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有很多。首先，该地区降水量的季
节性变化很大。其次，20世纪90年
代上游建造了两座水坝，“上游取
水”导致河道宽度缩减一半，仅有
15米，同时也让河道变浅，导致船
只无法通航。上游流量减少还有一
个副作用，就是让下游雨水径流中
的污染物更加集中。

最后，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水路一
样，防洪优先，导致地方政府将河
岸拉直、硬化，从而让水更容易流
向海洋。本研究采访的一位消息人
士认为，“从工程的角度来看，这
个系统是可行的；但谈到生态景观
就很糟糕了，因为水道被设计成笔
直的，还有铺设有混凝土，每年除
了有几天是水满的，其他时间就是
一条满是污水的细流。”

为处理这个问题，项目采取了以
下措施 :

• 在大沙河边设计了一座污水处
理厂 (即西丽水质净化厂)，将
净化后的水直接注入大沙河来
提高水流量。虽然不能做到完
全干净，但经过处理的水改善
了河流的视觉外观，并且足以
用于很多用途，包括上面提到
的生态修复。深圳其他缺水的
河流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增
加供水量。

• 建造人工湿地， (同样如上所
述) 其设计不仅是通过吸收雨
水来防洪，也是通过逐渐向水
道释放存留的水来缓解缺水状
况。截至目前，沿河建造的人
工湿地已达8.8公顷，每天能够
为河水补充的水量高达30,000-
45,000立方米。此外，水库水位
足够的情况下，上游的两个水
坝也能按需放水。

• 将毗邻的唐朗山公园的自然径
流引入大沙河，补充中下游段
的供水。

人工湿地中的植被旨在吸收洪水。



8  |  大沙河生态长廊

再野化

项目规划者还喜欢另一个重要
的设计理念，即致力于“再野
化”——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
地恢复大沙河流域原有的植物和野
生动物生态系统。这一路径不仅

是基于重建河流原始生态的渴望， 
也是为了创建一种优于传统景观公
园的、更适合增进民生幸福的整体
环境 。

因此，长廊上遍布各种本土植物物
种，而不是中国大多数公园里那种

整齐划一的植物。之前再野化在中
国并不是常见的策略，直到最近在
大沙河系统的成功，才让它在深
圳其他开放空间项目中得到应用。

然而，实施再野化是颇具有挑战
的。工期紧张是一方面；此外，大
部分地方河道狭窄，水质和水量情
况差，附近人口和社区密集，这些
都限制了设计者想吸引的野生动
物的类型。因此，必须在创造公共
娱乐设施的需求，和野生动物对于
大量人类接近的承受度这两方面取
得平衡。

最后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是尽可
能采取低技术、低影响的修复措
施——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
以多专业路径来处理综合规划不
仅更有效，而且也是低成本和可
复制的。

生态和景观工作的具体方面包括

生物学家研究河流生态系统。

AECOM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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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 SPECIES20河流的浅水区已建成，为涉水鸟类建造狩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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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非本地植物物种，防止它
们取代本地物种。此外，还要
致力于保留成熟的树木和植
物，围绕尚存活的原有植被布
置路径，并在这一基础上修建
了一个通往树冠的空中通道。
在这两个案例中，基本的前提
是在尊重原生境的基础上让地
块得到修复。虽然要付出相关
的维护费用以确保非本地物种
不再回来，但这种低干涉的整
治方法的成本效益也是经过验
证的。

• 在河道上段坡度变化的地方，
保留长期淤积形成的原始沙洲
基。这种沙坑可让下游的沉
积物有所减少，通过每年的清
理，可以持续改善水质，维护
生态栖息地。不过尽管这样，
河中的沉积物仍然是一个问
题。

• 因地制宜改变中游和上游的地
表水区以吸引野生动物。项目
打造了水流较慢的深水潭，有
助于水生动物避开捕食者；在

一些水流较慢的地段插上了木
杆，为翠鸟提供觅食的地方。
项目还巧妙设置了各种大小的
石头渠道，在河道中创造出急
流，形成流速更快的区块。这
不仅能给水通气，也给涉水鸟
类提供了觅食平台。

• 提升生态走廊，促使野生动物
迁徙到大沙河流域。幸运的
是，几个大面积的自然绿地，
包括塘朗山公园、西丽水库和
长岭陂水库，已经与大沙河邻
接。由于这些区域之间连通性
的加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动
物迁入，大沙河也因此获益。

• 合并抗洪功能，包括前面介绍
过的人工湿地和较小的类似空
间。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保留和
过滤径流，除了植物选择，还
在景观布局中得到了实施。例
如，让河岸逐渐向水面倾斜，
在上面种植野草 (包括狼尾草)
和其他耐洪品种，以拦截和吸
收径流——这也是一种简单而
有效的设计方法。

• 安装小装置，如巢箱和昆虫酒
店，帮城市化地区常见的本地
动物和昆虫物种存活下来。

• 激活桥梁下的灰色空间，比如
在檐下和侧面放置蝙蝠屋和雨
燕巢箱。

河岸上的野草吸收径流。

蝙蝠屋

AECOM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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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性和连接性

创造一个从大海到河流上游的连续
通道，是项目的主要设计目标之
一。然而，这个目标实际是有问题
的，因为河流流域是北 / 南走向，
而城市及其主要交通基础设施是东 
/ 西轴线，二者有冲突。因此，河
流被多处合法和违章的桥梁切断，
沿河两岸的方便通道也被打断。此
外，多年来形成了许多障碍物，
如违章建筑和市场，让问题更加复
杂。因此，沿着河道两岸建造连续

的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是项目的最
大挑战之一

即便如此，两岸已有的大量绿色开
放空间加速了这一进程。设计师们
可以利用几座城市公园、两个上游
水库、一个大学城和一个郊野公园
等元素，来整合或促进河流走廊
的发展。在下游，有几个高尔夫球
场沿东岸而建，提供了重要的临河
面，也都被临时征用。在长期计划
中，这些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将被城
市收回，政府也制定了规划，选择

重新开发时，会将其中部分土地划
入生态长廊。

还有一个重要的可及性问题是现实
原因导致的 : 多年的河流污染和忽
视，让社区和水道脱节。尽管生态
长廊有31个入口，从周围社区进入
长廊的人数并不理想。直到最近，
政府几乎没有制定任何激励措施以
便优先考虑周围社区的物理连接，
而是聚焦于地铁和公交车站的行人
通道。特别突出的问题是，从附近
的商业和住宅区直接通往河边的行
人通道，被一条与河西岸平行的多
车道快速路挡住了。

河流修复计划让大家更加关注如何
解决这些连接问题，也成了地方政
府为原有的街区流通和连接问题找
到解决方案的催化剂。

尽管现在河流与行人的连接状况已
有改善，但再现历史水平的连接并
非小事。当地政府正在计划进一步
改善河西岸的人行道系统，例如，
取消地面上的过街通道，代之以新
的人行天桥 (特别是在快速路上方) 
与公园连通。

该地区由来已久的道路交通循环问
题也正在解决中。长期看，当地
政府已表示有兴趣将快速路移至地
下，然后将地上空间转换为一个方
便行人的慢行系统。同时，在公园
内也需要修建更多的桥——虽然
目前长廊中已有25个跨河连接点，
但其中有19个是在上游部分。

大沙河景观长廊沿线共 3座已建跨沙河西天桥，4座
待建跨沙河西天桥，13 座有非机动车道的跨河桥

依据大沙河生态长廊景观工程及沙河西快速化工程设计图纸
及施工现状，理清大沙河景观长廊沿线立体交通现状，可知
现状立体慢行交通存在联系不足，需绕行；缺少无障碍设施
等问题，需要整改。

周边市政道路分析
URBAN TRANSPORTATION ACILITIES

3）立体交通

跨河桥人行道：缺少人非、机非分隔

跨河桥人行道：缺少无障碍设施

跨沙河西路人行桥：缺少无障碍设施

Expressway Overpass

 Cross River  Bridge

Completed Planned

 
Bridges and Overpasses

战略性地修建了新桥梁，以方便通行。

桥梁和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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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时间线

虽然大部分河流相关的工程和基础
设施部分在景观设计和修复工作开
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但生态走廊的
建设仍然是在非常紧凑的时间框架
内进行的，从2017年的设计阶段到
项目投入使用，仅用了三年左右
的时间。

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下
游的2公里。这一段的设计方案一
经完成即开始施工，剩余约12公里
的上游部分也开工了。华润置地选
定了五个不同的施工队来实施该计
划，所有施工队同时工作。由于最
初的调查数据不够准确，需要临时
更改设计，设计和施工团队的压力
非常大。但是，最终在 2020年 5月
前，大部分的建设工作都已完成。

该项目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
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
的建设速度通常会更快一些，部分
原因是企业文化的要求，另外是中
国的河流修复项目的监管框架往往
不像西方国家那么错综复杂；在西

方国家，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社
区协商过程已经是常态了。

除此之外，大沙河项目独有的情况
也是一个因素。首先，当地政府设
定了严格的期限，他们希望在深圳
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之前
完工。其次，沿河两岸建成一个连
续的公园所需的所有土地都已归政
府所有，没有永久居留者，因此不
需要进行冗长的诉讼以获取空地。
此外，在生态走廊工程开始之前，
大部分水利工程已经完成，这也有
助于加快建设进程。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之
所以能够加快进度，是因为项目管
理方是当地的开发商 (国有企业华
润置地) ，它还作为主要协调方，
与市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华润置地
不仅能在人力方面比当地政府调动
更多资源 (从而加快了设计和施工
相关的进度) ，而且熟悉政府相关
程序，且与政府内部有联系，与
私营的运营者相比，能更高效地应
对挑战。

如今在中国，选定国有实体为项目
管理方以及与地方政府的中间人，
被视为接洽大型公共 / 私营环境修
复项目的有效方法。

Construction Timeline

大沙河靠近深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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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社会社区联系、提供市民
空间的方式，可能会变得越来
越重要。

• 补救工作可能非常昂贵，而规
划周密、低影响的方法其成本
不会太高。

• 更高的土地价值和新的、更富
裕的居民和企业的涌入，为更
新地区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一部分 (或
者可能是全部) 支出。因此，
前期成本只是更新工作未来价
值的首付。

• 有种高效的策略，往往是由地
方政府指定一个有经验的，可
能是国有的地方开发商作为中
间方，监理行政流程，并雇用
承包商。例如，大沙河上游的
几所大学不愿意向公众开放他
们的水面时，华润置地能够与
他们以及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
洽谈，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
的折中方案。替代方案 (也是
在中国其他地方越来越有带动
作用的) 可以是雇用开发商来
负责所有的工作，以附近地块
开发权的形式做实物支付。

• 如果大沙河的水量大很多，该
项目可能无法实现。然而，由
于大沙河的水流量相对有限，
这种修复策略是可行的 :

● 将处理过的污水和洪水重新
引入河中，同时还

● 致力于自然的  (或“海绵城
市”) 过程，保留和过滤雨
水径流，

    这种策略的作用是缓解水道中
的干旱和洪涝，同时还有助于
保持水质的基线标准。

变体也越来越常见，即政府指定
合格的国有开发商自行执行所有
的工作，并以土地出让的形式进
行实物支付，作为报酬的土地可
以是项目所在地块，也可以是其
他地方的土地。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这样的安排
往往比完全由国家主导项目效果
更佳。正如大沙河项目的一位参
与者因本研究而接受采访时所讲
的 : “有时候问题是，在中国，无
论你的设计有多好，施工质量却
不一定好，致使最终结果并不总
能符合预期。但是，大沙河项目
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好项目，原因
之一是质量控制——华润置地在
中国做了很多高端开发项目，他
们将类似的标准应用到了这个项
目上。”

同时，项目成本对于地方政府而
言很可能是相对可承受的，因为
城市改造所在的区域，通常有至
少部分土地未被充分利用且价值
相对较低。因此，他们能够以被
低估的资产进行实物支付，否则
只能维持原状；而一旦破败的地
区得以重生，还可以获得更多的
收入。近来，在中国其他地区，
这种模式被普遍应用到地方政府
主导的城市改造项目。

经验总结

• 多专业的路径是关键。将各个
不同方面作为单一总体计划的
一部分来完成，修复工作才能
更有效地进行；而不是 (像通
常那样) 从一开始就将高优先
级的工程事宜委以他人，而生
态方面的工作放在事后才做考
虑。

• 这类市中心更新的社会价值很
难量化，但仍是非常真实的。
此外，随着市中心人口密度不
断增加，这种提升社会福利、

融资

大沙河生态长廊的建设由南山区
政府出资，耗资约15亿元人民币 
(约合2.35亿美元) 。相比看，最初
建造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费用为
46亿元人民币。虽然这是一项重大
的投资，但与中国大城市其他的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造价相比，
它并不算高。

从整个地区价值提升的角度来
看，该项目的成本更是不高。从
社会角度来看，其价值可能难以
量化 (尽管其价值仍然是实实在在
的) 。但即便从较窄的财务角度来
看，投入的金额往往能够带来巨
大的回报。

在这一案例中，南山区政府计算
出，修复工作可以直接货币化 : 
它会吸引新的技术型企业入驻附
近的国家级创新基地——大沙河
创新走廊。在这个过程中，项目
会让土地价值得以提升，让商业
活动更活跃，并提高相关税收收
入。虽然缺乏官方统计数据，但
现在的回报可能已经超过了基本
投资。此外，由于其声誉和公众
形象的提升，深圳市在无形中也
有获益。 

在中国，河流修复项目还有一种
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 (通常都
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与当地国有
企业合作。在这个案例中，华润
置地 (CRL) 作为中间人奔走于私
营承包商和政府乃至规划设计方
之间，使与项目相关的地方政府
和行政程序的处理更加顺畅，并
推进了设计和开发工作。在这个
案例中，多个分包商同时进行项
目不同部分的工作，如果没有华
润置地作为中间人和推进者，可
能无法达到被高度压缩的时间要
求。

因此，这种模式带来了更高的运
营效率。如今，这一路径的一个



项目信息[插入

项目开工时间

— 2017年 7月

项目竣工时间

— 2020年 5月

占地面积

— 93.3 公顷

生态公园全长

— 13.7 公里

人工湿地面积

— 8.8 公顷

人工湿地补水量

—  30,000 - 45,000 立方米 / 天

处理后废水最高排放量

— 100,000 立方米 / 天

日人流量

— 40,000 人 / 天

公园长廊入口数量

— 31

跨河桥数量

— 25 座

厕所 / 淋浴间数量

— 11 个

河流宽度

— 15 - 85 米

河岸走廊宽度

— 70 - 200 米

原有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成本

— 约46 亿元人民币

景观设计 / 修复工作成

— 约15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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