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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磨一城

时钟先拨回到3年前。
2019年4月，联合国召开首

届以可持续漂浮城市为主题的高
级别圆桌会议。在会议上，奥西
尼克斯公司和丹麦设计公司BIG
共同公布了一个漂浮城市的概
念——— 奥西尼克斯城。

最初设想是由漂浮岛屿组成
集群，再将集群重复6次，形成一
个可容纳1650名居民的村庄，再
将村庄重复6次，形成一个可容纳
近1万名居民的群岛。

有了基本概念，如何将其进
一步转化落地成了下一步重点。

从2019年开始，奥西尼克斯
公司向不少国际城市提出了建设
漂浮城市的原型项目，但迟迟没
有找到心仪的建设地点。直到
2021年7月，韩国釜山市与他们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釜山恰好是我们部署这一城
市原型的最佳地点。”奥西尼克斯
公司联合创始人伊泰·马达蒙贝表
示，总体立场是想要选择与最具操
作可行性的政府合作，釜山市长也
有意愿将釜山打造成绿色城市，综
合多项因素考虑后将漂浮城市原
型建设地点选择在釜山。”

另一方面，釜山同样需要摆
脱海平面上升的困境。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釜山
所在的韩国南部海岸线被认为极
其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2020年，韩国绿色和平组织警告
称，釜山著名的海云台海滩有可
能会在2030年消失。

供给与需求一拍即合。2022
年4月，韩国釜山政府宣布与联合
国人居署、奥西尼克斯公司合作
打造漂浮城市，奥西尼克斯城变
作奥西尼克斯-釜山。《纽约邮报》
指出，这是联合国人居署和奥西
尼克斯公司在全球首次推进的试
点项目。

从初具想法到圆桌提案，再到
落地建设，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4
年时间。相比于人们用乌托邦式
的幻想和科幻小说的口吻谈及漂
浮城市的岁月，4年时间显得飞快。

漂浮建筑的技术及工程问
题，逐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马
达蒙贝表示，其实，多年来横亘在
想象和现实之间最大的挑战并不

是技术问题，而在于如何征得当
地政府的同意。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房地产
大亨迈克尔·奥利弗曾经试图在
汤加海岸附近建造一座浮岛，想
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但
该计划随后被汤加国王否决。

几十年后，奥西尼克斯-釜山
作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和已有城市
的延伸，较为顺利地得到了当地
政府的“绿灯”。

自我可维系

从外观整体来看，奥西尼克
斯-釜山设计以六边形为主，整体
由固定在海床上的浮动平台组
成，随着海水涨落起伏不定，避免
被洪水淹没。

最初团队也曾考虑过圆形设
计，以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风浪。
丹麦设计公司BIG合伙人丹尼
尔·桑德林对《商业内幕》表示，圆
形设计造价昂贵且彼此之间难以
连接。随后，该团队转向自然蜂
窝寻找灵感。“就效率而言，六边
形非常接近圆形。另外，六边形
有可以相互接触的表面，可以将
两个平台连接在一起。”

虽然平台可以随海水上下漂
浮，但身处其中并不会有任何感
觉。奥西尼克斯公司设计和工程
总监马泰奥·皮特罗贝利指出，平
台设计考虑到了舒适度问题。即
便遇到最高的浪，人们也几乎没
什么感觉。

除上下漂浮外，奥西尼克斯-
釜山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可以被重
构。马达蒙贝表示，如果当地出现
气候灾难，或是某部分平台运作得
不好，需要被重新安排到其他位
置，漂浮城市的建筑平台可以从现
有结构中被拔出，移动到别处。

往里看去，据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报道，奥西尼克斯-
釜山的不同平台间通过桥梁相互
连接，平台将由一种浮力较强的
石灰岩——— 生物岩覆盖。城市中
的建筑将由木材和竹子等轻质材
料制作，高度不超过5层。

就内部循环而言，未来的奥
西尼克斯-釜山将拥有6个综合
系统：零废弃物和循环系统、闭环
水系统、食物系统、净零能源系
统、创新交通系统和沿海人居环

境再生系统。
“奥西尼克斯和釜山政府都

希望这座漂浮城市最终能在水、
能源和食物领域实现完全的自给
自足。”马达蒙贝表示，“即便最初
不可能做到100%的自给自足，但
目标是不断迭代，使他们完全可
持续。”

最终的目标也带来了最大的
挑战。马达蒙贝表示，如何平衡
包括食物、能源在内的所有核心
系统，使一切环节都能很好地互
相结合，以实现奥西尼克斯-釜山
的可持续发展和自我维系，是设
计中的最大难题。

具体而言，皮特罗贝利指出，
除水之外，奥西尼克斯也在研究
各种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海浪、
风能和藻类。与此同时，该漂浮
城市还将采用3D垂直农业技术
生产粮食。这种耕作方法创造了
一个带有漂浮长线的水下花园，
这些线条将支持垂直作物和粮食
种植。

在奥西尼克斯-釜山上的生
活，也被设计得尽量低碳环保。
马达蒙贝表示，奥西尼克斯-釜山
将实现“无车出行”，鼓励民众步
行，并为远距离移动以及运输货
物配备了电动交通工具。

在日常生活方面，漂浮城市
与陆地城市相比，并不会发生巨
大变化。马达蒙贝指出，奥西尼
克斯-釜山仍受当地政府管理，只
是作为釜山扩展建设的一部分，
建在水上而已。

创新引争议

眼下，奥西尼克斯-釜山的工
作仍在准备阶段。

“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
将与釜山政府以及首尔政府合
作，以获得行政许可，这是进行任
何建筑项目都需要完成的步骤。”
马达蒙贝介绍道，将于明年年底
开始建设，全部建设工作预计将
需要2.5年至3年。

外界声音担心，建造漂浮城
市可能会给海洋环境带来二次伤
害。马达蒙贝解释称，首先，整体
建筑是在陆地上建好后，被拖到
水中，并不是在水中完成建设。
其次，奥西尼克斯-釜山采用了
3D海水养殖和生物岩技术，理想

情况下，它们可以对海洋环境产
生积极影响。

待到建设完成后，下一个问
题变成了：谁将成为奥西尼克斯-
釜山的首批居民？

根据奥西尼克斯公司的设
想，未来奥西尼克斯-釜山很有可
能会变成国际性城市，既有韩国
釜山民众参与生活，又有来自其
他国家对蓝色科技创新和蓝色经
济感兴趣的人加入这个社群。

理想虽是如此，但并不是所
有人都负担得起漂浮城市的居住
成本。

奥西尼克斯-釜山预计建设
耗资2亿美元。马达蒙贝指出，可
购性也是当下重点关注的问题，
奥西尼克斯-釜山正努力与所在
地区的生活成本保持可比性，希
望漂浮城市住房可以逐渐满足所
有人的需求。

奥西尼克斯-釜山是联合国
人居署和奥西尼克斯联合推出的
首个原型项目。这意味着，一旦
原型项目建设成功，类似项目极
有可能被推广至其他易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然而，横亘其中的仍是成本问
题。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和地区，未必有能力斥资打造漂浮
城市。推广漂浮城市最关键的问
题在于，是否可以惠及最贫穷和最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民众，而不是仅
针对富有国家的解决方案。

马达蒙贝也承认建设漂浮城
市存在耗资成本问题。不过，她
解释称，任何创新科技最初的应
用都很昂贵，经过持续改进后，随
着技术越来越普及，成本也会越
来越低。

漂浮城市的构建为沿海城市
和岛屿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正如联
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娜·穆
赫德·谢里夫所描述的那样，“其
思路在于，与其与水斗争，不如学
会与水和谐共处。”

谈及漂浮城市未来的发展，
马达蒙贝认为，漂浮基础设施建
设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全球趋势。
整体来看，未来需要更加聚焦如
何建立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城市，
拥有完整的系统、社区，解决可持
续发展问题，致力于与自然和水
下生命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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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在釜山

釜山所在的韩国南
部海岸线被认为极其容
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
响。2020年，韩国绿色
和平组织警告称，釜山
著名的海云台海滩有可
能会在2030年消失。而
且，釜山市长也有意愿
将 釜 山 打 造 成 绿 色
城市。

●如何建造

设计以六边形为
主，整体由固定在海床
上的浮动平台组成，随
着海水涨落起伏不定，
避免被洪水淹没。

每个浮动平台间通
过桥梁相互连接，平台
将由一种浮力较强的石
灰 岩 — —— 生 物 岩
（Biorock）覆盖。

城市中的建筑将由
木材和竹子等轻质材料
制作，高度不超过5层。

●建设目标

旨在建设一座可以
自我维系的城市，在水、
能源和食物领域实现完
全的自给自足。

漂浮城市将拥有6个
综合系统：零废弃物和循
环系统、闭环水系统、食
物系统、净零能源系统、
创新交通系统和沿海人
居环境再生系统。

2022年4月，韩国最大的
港口城市釜山表示，它已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
居署）及海上城市开发企业奥西尼克斯公司（Oceanix）合作，将在釜山港口附近建
造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原型——— 奥西尼克斯-釜山（Oceanix-Busan）。这座总面积约合6万平方米的互联
互通海上城市一开始可容纳1.2万居民，将来或发展到可容纳10万人。

海上漂浮城市的建设初衷并非要实现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出于现实问题考虑。漂浮城市概念的
提出与建设，无疑给面临严重土地短缺、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提供了新思路。

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娜·穆赫德·谢里夫所说，“我们无法用昨天的方法解决今天的问
题，我们需要采用新方法解决全球挑战。”

奥奥西西尼尼克克斯斯设设计计的的漂漂浮浮城城市市模模拟拟效效果果图图。。

奥西尼克斯-釜山效果图

据《新京报》《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