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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明新區渣土受納場「12．20」滑坡事故發生

一周後，深圳高調啟動6條地鐵線路項目，總投資

610億元（人民幣，下同），全長66公里。雖然解決

了交通擁堵，市民心頭卻浮現另一層憂慮，新增的渣

土如何堆填？不斷粗放式的開發地下空間，城市的安

全又如何保障？不少學者和專家也在反思，超大城市

建設速度難以降下來，如何精細設計，做到資源多重

利用，讓城市回歸生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熊君慧、李望賢 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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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滑坡深圳大滑坡反思反思 二之二二之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熊君慧、李望賢深圳
報道）香港地少人多，且主要在山坡地上發
展，單位平方公里山坡面上生活和工作的香
港人能夠達到10萬人，或許是世界第一。香
港大學工程學院土木工程系教授岳中琦表
示，香港山坡地山泥傾瀉災害風險管治專項
化、科學化，對內地具有借鑒意義。

6萬斜坡登記在冊
上世紀70年代，香港曾多次出現山泥傾

瀉災難，造成多人傷亡，促使港英政府在
1977年成立土力控治處（後改為土力工程
處），專門負責管制斜坡的設計、建造和
維修。
該部門建立後，香港許多人工斜坡都納

入了政府的規管。迄今，土力工程處已擴
展為有200多名岩土工程師和500名輔助
的技術人員和其他人員，其中岩土工程師
是技術和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者。岳中琦指
出，目前在內地管理人造斜坡的人員主要
為地質工作人員，他們對全國、大區域地
質情況固然了解，但在一個特定城市地
區，山地面積有限，地質情況相對一致和
變化有限，因此，工程人員更關注山坡地
質土體的力學性質，能夠更專業地了解土
體的變化。
據悉，到2013年香港每年山泥傾瀉風險

管治總投入佔GDP 0.1%，投入資金可
觀。目前香港約60,000個人造斜坡均建檔

在冊，有自己的編號，維護義務人之維護
權責均有明文規定，山坡地災害大大降
低。港府目前還在加強流動勘測和斜坡信
息系統的建設，以及利用「量化風險評
估」技術來計算和管理山泥傾瀉的風險等
等。現在，香港山坡地山泥傾瀉災害的風
險已大大降低。

高壓氣體致深塌泥
岳中琦認為，香港對斜坡的治理也在隨

着認知的提高不斷更新規範標準。上世紀
70年代開展系列整治之後，1994 年和
1995年香港仍再度發生在人造斜坡的山泥
傾瀉致人死亡事故。此後當局不僅加大投
入，並提升了斜坡治理的水平。作為長期
研究山泥傾瀉災害的專家，岳中琦在深圳
光明滑坡事故以後兩次赴現場考察，他認
為，深圳滑坡之所以有那麼大的破壞力，
泥土中的高壓氣體才是罪魁禍首。這個問
題，仍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深圳和其他城
市都應該提升相關的認知，避免類似悲劇
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李望賢深圳
報道）在「垃圾圍城」問題困擾城市，除
了傳統的填埋和焚燒，內地也在探索垃圾
分類回收的商業模式，然而記者走訪發
現，市民意識淡薄、配套體系缺乏、監管
措施不嚴等原因造成了垃圾無法有效分
類，而垃圾分類不完全直接導致了回收企
業回收困難，虧損運營。

分類設施形同虛設
在福田區天安高爾夫花園，每個樓層都

放有專門的廚餘垃圾桶，但記者翻看垃圾
桶，發現許多居民仍將所有垃圾混為一
袋。在梅林一村，雖然有部分居民進行了
垃圾分類，但被送到小區垃圾轉運站後，
所有垃圾又被混合處理。前端分類，後端
混合，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已毫無意義。經
記者調查，受訪者中僅有9%表示自己所
在社區會進行垃圾分類，過半數受訪者認
為深圳現有垃圾分類設施形同虛設。

生產資源嚴重浪費
垃圾分類不完全直接導致了回收企業運

營艱難。深圳騰浪再生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專門從事廚餘回收，製成生物柴油、蛋白
粉、豬飼料等產品。該公司總經理吳雙文
表示，10年來虧蝕近億元。由於深圳目前
垃圾分類不完全，騰浪公司生產線每天200
噸的處理能力，目前平均每天只能處理大
約50噸，資源被嚴重浪費，公司每處理一
噸廚餘成本為170元，而政府給予廚餘每噸
67塊的補貼加之產品銷售收益仍然虧本，
每處理一噸生活垃圾就要虧100元。

渣土非廢應善用渣土非廢應善用

深圳光明滑坡事故發生後，媒體
都在引用香港整治山泥傾瀉的事

例。採訪中，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土木工程系岳中琦
教授的一句話令人深思：「經過香港工程人員安全
檢驗合格的斜坡還是發生了山泥傾瀉災難。這證明
人們對山泥傾瀉產生原因和形成機理研究不足，導
致斜坡安全評審和加固方法有時無效。」

雖然香港近年出現的山泥傾瀉事件與這次光明的
滑坡事故，無論從形成原因、環境還是最終造成後
果都大不相同，但卻有兩點值得城市管理者借鑒反
思：一是人們對自然災害和城市安全管理的認知是

在不斷提升的，現在安全不等於永遠安全，守則中
白紙黑字的規範不等於絕對安全；二是任何災害都
有人禍和天災之分，人禍需要嚴懲和追責（香港過
去出現的山泥傾瀉同樣存在城市開發當中的「人
禍」——岳中琦語），但也要允許政府職能部門在
解決問題中汲取失敗經驗不斷進步。

反思渣土收納期望樹立榜樣
香港對山泥傾瀉治理更是體現了在糾錯中的城

市管理水平的進步。二戰結束後，大量移民來到
香港，眾多移民漫山遍野地佔據自然山地建寮

屋，清拆寮屋及安置住戶是一項重要又艱難的社
會工作，政府長期難以完全解決。1982年頻繁降
大雨，發生了700次山泥傾瀉，導致23名寮屋居
民死亡，這次災難促使政府立即全面檢討山坡寮
屋的安全問題，並採取勘察和遷拆來減低災難。
收回寮屋土地資源、安居寮屋居民、減少山泥傾
瀉災害、美化山地自然環境，可謂一舉四得！

正如另一位城市規劃專家、北京大學深圳研究
生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李貴才說的：「深
圳是有創新活力的城市。這次事故應該能夠促使
深圳在渣土收納方面有深刻反思，並在管理上有
新的突破，為中國其他城市提供借鑒。」

■熊君慧、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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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土，都是質量很好的
土啊！一年3,600多萬立

方，卻只在一個平台上簡單交換，只
有運輸的價值。」深圳建築科學研究
院總工程師南凌歎息。這些土可以有
很多用途，但是卻簡單地堆放在受納
場，積聚如山最終釀成慘劇。在他看
來，城市的精細化管理應該體現在對
這些資源的多層次利用上。

收集廢棄土 培育熟土供農
他指出，渣土可以做磚，可以輸送

給其他城市，如廣西的岩溶地區，或者貴州等地，與深圳處於
同一個氣候帶，土地貧瘠，甚至可以供應給臨近的珠海填海。
此外，大量的城市農業缺乏熟土，深圳的土富含有機物，可以
培育成熟土供應。也可以做綠色建築與立體綠化，香港的經驗
也值得借鑒，收集淺表土，回填作生態恢復。
南凌指出，當前地下空間已經成為大城市解決土地資源緊缺
和交通擁堵的一大利器，城市管理者往往忽略地下資源如何利
用，地下生態如何保護。

毀地下水系 建設破壞生態
一份《深圳地下空間資源規劃》顯示，深圳地下空間發展目標
到2020年，將實現規劃新建項目地下化的比例為10%至15%；到
2050年，實現規劃新建項目地下化的比例為20%以上。
但一組自然界的數據變化也引起了南凌的重視。原來深圳河
兩岸分佈了大量地下水，甚至佔據了深圳靜態水的60%，他們
與地表徑流相互補給。但是城市發展了以後，各種地下建設影
響了地下水系，大量的水排走，目前深圳地下水佔靜態水比例
不到30%，而地表徑流則急劇增加，「過去地下水系和徑流連
通，能吸收洪峰，但現在這個被削弱了，所以動不動就出現百
年一遇的洪峰。」
深圳的水污染狀況也令人觸目驚心。2014年底廣東省環境監
測中心發佈的系列數據顯示，廣東污染最嚴重的三條河全部位
於深圳，分別是茅洲河、觀瀾河和深圳河。2015年底，深圳宣
佈計劃投入816億元治水，力爭用8年時間，全面改善深圳水生
態環境質量。這是城市發展付出的巨大代價。

鑒外國先例 垃圾回收利用
南凌認為，城市需要精細管理和經營，在發展的過程中，不
應該簡單地消耗資源換取GDP，應該重視後期的運營，讓資源
循環增值。在這其中，不能光靠政府投入，而是要創建一種高
級的商業模式，將資源變成資產、資本，循環產生更多價值。
另一方面，資源回收利用的新商業模式在全球已有先例，值
得借鑒。以垃圾處理為例，目前日本的垃圾回收率達到90%，
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烏斯特市自1993年實行「扔多少，花多少」
垃圾治理方案，要求市民為扔垃圾付費，城市垃圾廢物量已經
下降了53%。危地馬拉一家名叫帕拉維達的組織，將垃圾填充
在塑料瓶製成「生態磚」，具有出色的隔音隔熱效果及環保抗
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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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粗放式的開發地下空間導致大量
渣土新增。圖為深圳光明新區渣土受納
場「12．20」滑坡事故現場。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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