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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道亚洲区主席乔全生：积极应对人类共同面临之挑战 

作者：李先军   发表：景观中国 评论(0) 打印 

  2007年5月30日晚，AECOM集团组织的LKP系列讲座开讲，易道公司亚洲区主席乔全生先生应邀在北京现代城

SOHO星光会所作了一场关于“应对人类共同面临之挑战”的报告，使近200名来自城市规划、建筑及景观类专业的

人士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同样，精彩的报告内容也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首先，对于之所以选择这个报告题目，乔先生解释道：“作为一个专业，我们不仅要在专业领域里面提供最

优质的服务，实际上，对于一个专业的提升，我们还要不断的横跨到许许多多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上”。  

  随后，乔先生向我们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战争、饥荒或疾病等灾难，不断追求经济繁荣和

社会发展的奋斗史。而今天，人类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关乎人类地球生计的挑战——水资源短缺、对交通和运输态

度的改变、能源短缺、气候变化、资源管理、战争防御、城市化、医疗健康及可持续社区的建设等”。接着，他

侧重从全球性缺水危机、交通、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能源策略、资源的管理与保护、打造可持续性社区和城市

化等方面向我们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尤其是全球性缺水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方面的内容给了我们更

多的启发和教育。  

  全球性缺水：潜伏危机  

  大家都很清楚：“水是生命之源”。然而，我们今天却面临着“生命之源”短缺的危机。联合国2002年的一

份报告显示：地球上近2/3的人口处于缺水危机，而今天这个数据可能会更高。  

  在报告中，乔先生源引原联合国科菲•安南的话说：“由于无法获得水——无论是引用、洗浴还是保证食品安

全——全球有十亿人口生活于苦难之中。一方面，水资源短缺很可能越来越多的造成国家、民族间的紧张关系，

引发激烈的水源争夺战；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也可能成为国家、民族间合作的催化剂”。因此，我们大家更应

该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水资源而潜伏的危险。  

  同时，乔先生认为造成缺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过快和全球气候变

暖等原因造成的。在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深刻影响到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三个州；在欧洲，

由于水质普遍比较低，需要更多的处理，而各种各样的补救措施还不一定能跟得上供水需求；香港自城市成立之

初就一直存在着长期缺水的危机，目前香港的引用水供应系统中，70%的原水来自广东，而为了节约淡水，香港

80%的居民使用海水冲洗厕所；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澳大利亚和中国内地等地严重的干旱时有发生，水资源已

经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开始并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50年，40至50亿人口将居住在巨型城市里，而可怕的是，这些城市所

在地并不一定位于可持续供水的地区或拥有可再生水资源。同样，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大约有43.9%的人生活

在城市里，而未来这个数据还会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现在的600个城市里，大约有400个城市缺水，这是非常可

怕的，比如北京，北京现在的地下水位每年正在以1米的速度在下降，而北京的人口在增加、汽车拥有量也突破了

300万，如果我们不保护现有的水资源和采取有效措施节水，未来北京的生活用水如何得到满足将会是一个很难回

答的问答题？  

  而我们的设计师在规划、设计我们城市时，也许是深受古典思想中山水模式的影响，不管是在水资源相对充

裕的东南沿海城市，还是水资源相对贫瘠的西北地区，我们会经常在我们的效果图上看到那极富吸引力、极富魅

力的大喷泉、大跌水或河流、湖泊式的水景观，然而，现实中的很多情况却是另我们大失所望的，喷泉不喷水、

跌水不流水、那些人工的河流、湖泊也经常面临着干涸的命运。应该明白，现实与效果图一般会是有一定出入

的，因此，我们的设计师们在设计我们生活的环境时，更应该真实的从我们的现实生活、现实场地的属性出发，

从人们的需求出发。  

  气候变化：影响人们生活  

  气候变化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现代的社会里已经变成一个出镜率特别高的词，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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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一种变化。2006年10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

响报告，其中指出，气候变化将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萎缩20%。如果我们继续对气候变化听之任之的话，那么全球

将有2亿人可能因为旱涝灾害而流利失所。  

  在报告中，乔先生指出：气温增高已经导致冰川融化、洪泛风险增加、淡水资源供应短缺、农作物减产等严

重后果，同时全球变暖将导致气候变化，约40%的地球物种将面临灭绝，将导致极端气候如泥石流、海啸、飓风的

增加，如印度洋海啸、新奥尔良飓风等自然灾害都是由于人为原因所导致的。正如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

前主席法加多女士所说：“当今许多自然灾害如海啸、泥石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

的，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报复'行为”，因此，我们应该善待我们的大自然、善待我们的生存环境。同时，

乔先生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土地上也在上演。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时

期，很多城市都是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腾飞，而我们城市的生存环境状况却是每况愈下。记得

在2006年度绿色中国人物评选中，把最值得期待的“特别奖”则颁发给了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的

“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经过该小组对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试点省市艰苦的核算分析后，算出2004年全国

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样在去年年

底，在联合国所评选出来的“全球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名单中，中国的一个城市榜上有名，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

思。  

  城市化：创造人性环境  

  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发生巨变，越来越多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的环境中，

而不是在城市之外。城市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对我们面临的饿问题和我们的理

想及报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乔先生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景观规划的经验指出，创造一个可持续城市环境的成败将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1、城市结构：首要目标是作出决策，创造高品质的建筑（适当的密度）和公共空间（适当的数量），为人们

工作、生活、学习和游玩的场地增加活力。  

  2、创造可持续环境：城市必须倚重和坚持采用公共交通，在生态环境领域确立积极的目标，包括使用可再生

能源，大幅度降低碳足迹计划，最求高能效。  

  3、社会融合：城市越来越复杂、多样，人工环境必须反映出一个广大的社会经济群体需要的广度和复杂度。     

  4、场地感：不但要反映出自然、环境和历史等背景条件，还要展现出当地人的人文特色。  

  在最后，主持人深受乔先生报告内容的影响，也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此次精彩的报告，她说：“乔先

生的精彩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明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乔先生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是我们

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在设计我们的土地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可是我们的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却一般不

会考虑得这么深刻，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局势及这种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我们不要经常抱怨自己的付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因为还有更多小城市的人在为你付

出，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在这个行业中肩负有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希望你们能够为将来更好的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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