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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奇布查文明的“黄金之国”到风光储输的能源矩阵，多管齐下的城

市治理与能源转型，让波哥大成为拉丁美洲城市的绿色发展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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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正

如他在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是一座从

地理到人文都充满魔幻感的城市。天上罡风总是催动着流

云，变幻莫测，时晴时雨。波哥大地处北纬4度2600多米

的高海拔区，人的影子常常会消失在脚下，这座热带首都

城市常年气温徘徊在7～16摄氏度之间，偏清冷的气候让人

恍若身处高纬度的区域。多数的居民是印第安人、欧洲殖

民者及黑人奴隶的混血后裔，兼有高鼻深目、较为浓重的

毛发及黝黑肤色。城市中色彩斑斓的建筑上随处可见的涂

鸦，像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一样肆意昂扬，生生不息。众多

的高等院校、博物馆和丰富的人文艺术活动又让波哥大富

有现代感与理性气质……就连这座城市的名字，也在印第

安人命名的巴卡塔、西班牙人命名的圣达菲以及两个名字

的组合、变形中不断切换。

时间消解了曾经的冲撞与矛盾，又不断产生出新的

对立，这座城市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从未消失。在过去的

三十年里，消化和解决因城市快速膨胀所遗留的污染、拥

堵等问题，推进城市绿色转型，是波哥大所取得的最令人

瞩目的成就之一。波哥大既充分利用了丰沛的水力与风能

资源，开发新能源矩阵，又在城市绿色出行、促进生物多

样性等方面，借用“中国制造”等外力别开生面。通过多

管齐下的城市治理与能源转型，波哥大迅速成为拉丁美洲

城市的绿色发展典范。

       血火流变  铸就“南美雅典”
加西亚·马尔克斯享誉世界的小说《百年孤独》以虚

构的小镇马孔多百年间的沧桑变幻，反映哥伦比亚的历史

发展与社会变迁。而历史上的波哥大就像是现实版的马孔

多，命运无常，战火连绵。

在小说的开头，马孔多被描写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

的世外桃源。波哥大的历史也始于一个有着美丽传说的

“黄金之国”。1400年前，一群说奇布查语的印第安人

在此聚居，他们将这块被高山围绕、四季如春的高原命名

为“巴卡塔”，意思是“高的田地”，在这里建立起了与

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相媲美并相互连通的

穆伊斯卡文明，也作奇布查文明。因为崇拜太阳神与月亮

神，他们对有着太阳光辉的黄金、月亮光辉的宝石尤其迷

恋。这片土地上本就盛产宝石，他们又通过贸易获取了大

量黄金。每逢王位更迭等重大庆典，登基者都会全身涂抹

金粉，挂满黄金、宝石饰品，到湖中沐浴，臣民也会向湖

中倾倒大量黄金、宝石工艺品以此完成对神的祭拜，因此

“黄金之国”的美名远播。

进入16世纪，曾经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美洲彻底暴露于

欧洲殖民者的枪炮之下。在征服印加帝国后，为“黄金之

国”的财富传说所吸引，1538年，西班牙殖民者科萨达带

兵长驱直入，血腥征服了这座印第安城市并正式宣布“建

城”，在这座城市建设天主教堂及欧式建筑，新城市以

“征服者”科萨达的故乡“圣达菲”命名。但令科萨达他

们没有想到的是，被驱逐的印第安原住民善于工贸，有着

很强的学习和生存能力，再加上哥伦比亚多山多川，地形

复杂，帮助了印第安人保存有生力量。在其后的200多年

里，哥伦比亚经过多轮的殖民与反殖民斗争，波哥大也因

为多重文化的更迭与族群认同的变化，被反复更名。

争斗难以达成的妥协，由时间来完成。时过境迁，沧

海桑田，如今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

血后裔，众多历史古迹蜚声于世，纪念奇布查文明的“黄

金博物馆”、巴洛克建筑风格融合西班牙风情的圣弗朗西

斯科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克拉拉教堂等天主教堂，

以及纪念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玻利瓦尔广场，

共同成为这座城市的著名地标和历史记忆，文明的水乳交

融成就了波哥大“南美雅典”的称号。

波哥大所在的哥伦比亚地处南美门户，资源丰富，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外部势力的角力场和冒险波哥大的圣克拉拉教堂（左图）和蒙塞拉特教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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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乐园。纵向贯穿大陆的安第斯山脉巍峨高峻，在与赤

道十字相交的地带，形成极为复杂多变的气候。在哥伦比

亚，不同族群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政治诉求也很多样化，

对平等的渴望、复仇的愿望就像储存着大量不稳定能量的

积雨云一样时时发生强对流，哥伦比亚独立后并未获得预

想中的安宁，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先后经历了大哥伦

比亚分裂、内战、军事化的贩毒集团和游击队不断掀起对

抗等。

快速的城市化解决了许多看似无解的矛盾，现代教育

和科技为不同的宗教信仰除魅，便捷的现代工商业让个体

得以脱离原始族群，融入社会的汪洋大海，曾经的爱与恨

逐渐降温，波哥大从战火绵延的魔幻状态中醒来，走向发

展经济、安定生活的现实。

       打破壁垒  人与万物重寻生态位
20世纪，哥伦比亚的能源资源得到快速开发，工业

化进程加快。为躲避动乱、酷热与贫穷，大批的居民从乡

村涌入治安较好的城市。波哥大气候宜人，风景如画，拥

有成熟的教育和工业体系，能够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更

是居民迁徙的首选。在一个世纪中，这个城市从一个仅有

十万常住居民的精致小城快速膨胀为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

大都市，而肮脏、拥堵、水灾频发、疾病肆虐等问题，又

Geography ／ 能源地理

给诸多濒危物种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一直都是波哥大的

道德责任和优先事项。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森林、河

流、湿地等生物栖息地相关联，打破城市与物种多样性丰

富地区之间的壁垒，将城市与自然有机结合，重新设计并

完善“生物多样性城市”，是其作出的一系列行动。

波哥大成规模的城市治理始于20世纪末期。群山环

抱、雨量丰沛，治理水灾是这个城市的当务之急。而首要

任务是疏浚城市中的天然水系，在水系周围留足湿地和

生态走廊，再大量种植树木，修建自行车道和健身娱乐场

所，将其作为人与生物和谐共处的公园绿地和市民环境教

育的阵地。他们还实施城市农业计划，鼓励市民利用阳

让波哥大陷入一场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争夺生存空间的不只是人类。面积仅有114万平方千

米的哥伦比亚集合了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海岸、加勒比海

岸、东部的大草原和南部的亚马孙雨林等五个地理气候

迥异的区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国家。但近年

来，哥伦比亚的森林砍伐风险持续升高，在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存在的地区，森林转化为古柯作物种植区的几率

远高于其他地区。除此之外，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棕榈油

生产、伐木业、采矿和天然气开采也是导致哥伦比亚生态

破坏的罪魁祸首。被人类行为威胁的物种，例如粉红河海

豚、棉顶狨猴和奥利诺科鳄等都是哥伦比亚特有的物种。

从塔塔科沙漠茁壮生长的仙人掌，到安第斯山脉的高山稀疏草地，再到
萨伦托科科拉山谷的蜡棕榈……因地形地势及气候特征迥异而产生的风
貌、生物与植被多样性为波哥大注入了丰富的色彩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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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地铁一号线，这一绿色交通项目正在建设中，建成

后将进一步疏解波哥大交通压力。2020年，比亚迪纯电

动巴士成功中标波哥大巴士项目招标，获得了1002台的

订单，这也是比亚迪纯电动巴士目前为止所获的最大一笔

海外订单。目前，部分大巴已向波哥大市政府及市公交管

理局交付使用，进入这个城市早已享誉海外的快速公交系

统。

       绿色能源  新的增长引擎
哥伦比亚资源极为丰富，能源出口一直是国家收入的

重要来源。煤炭储量达69亿吨，是南美最大的煤炭出口

国。石油储量约为19.6亿桶，出口量在南美排名第三。

东北临加勒比海，西面临辽阔的太平洋，又处于蒸发

量极高的赤道上，哥伦比亚大部分区域雨量丰沛，境内高

山纵横，落差很大，水力发电条件十分优厚，目前已开发

容量为18吉瓦，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已超过70%，雨季甚

至接近100%。虽然水电比例已经很高，但这一开发水平与

其超过100吉瓦的可开发容量相比，却不足2成。   

大自然几乎在所有的能源领域都眷顾这个国家。靠近

赤道的哥伦比亚光辐射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0%，光

伏发电开发条件优异。这里还有着拉丁美洲最好的风力发

电条件，仅北部沿海瓜希拉省就拥有21吉瓦的风电潜力，

足够整个哥伦比亚使用。广阔的热带雨林和草原，也能提

供用之不竭的生物质能发电原料。但哥伦比亚长期以来偏

重矿产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不足，输电网络建设也

比较滞后，以至于这个能源丰富的国家的电力供应还未能

覆盖全民。

近五年来，这个国家才像从沉淀了无数稀世珍宝的

“黄金湖”中捞宝一样，开始重视并重启新能源开发。目

前，9个风能、5个太阳能、3个地热能和1个氢能项目以及

9条输电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之中，总计投资超过45亿美元。

风光储输的能源矩阵构建完成后，绿色能源出口将成为这

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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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楼顶、墙面等空间开展立体种植，扩大城市植被面

积。迅速变绿的波哥大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城市热岛效应

明显缓解，风光也更加秀丽。2022年，波哥大获评国际园

艺生产者协会颁发的世界绿色城市绿色植物及生物多样性

奖。

位于高原中的谷地，波哥大的发展空间天然受限。

1998年以前，市内20%人口使用的私家车占用了95%的道

路资源，交通堵塞十分严重。千禧年之际，市长佩尼罗萨

顶着巨大压力，规划建设了享有专用通道和信息播报系

统、大容量高频次的千禧快速公交系统，以及与其接驳连

通的城市自行车路网，其后又率先引入共享单车，解决最

后一千米的出行问题。同时，压缩本就拥挤的私家车车道

空间，大面积减少核心区停车位，提高停车收费，实施私

家车限行政策，并禁止高排放车辆进城，疏堵并用的政策

大大压缩了私家车的使用空间，遏制了私家车的泛滥趋

势，释放出的城市空间扩展为绿地或绿色出行网络，在减

少排放的同时，居民通行平均时长缩短了30%以上，城市

宜居水平明显提升。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在波哥大的绿色交通转型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50辆比亚迪纯电动汽车组

成了拉美最大的电动出租车队，成为波哥大街头一景。

2019年，中国港湾和西安地铁组成的联合体也成功中标了

每年的2月2日是哥伦比亚的“无车日”。在波哥大，人们选择骑自行车
或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左图）。
波哥大一处城市建筑的楼顶太阳能光伏板（中图）。
比亚迪纯电动大巴已成为波哥大快速公交系统的一员（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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