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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绿色城市发展及其对

我国城市建设的启 示
％

张荣华马 妮

【提 要 】 在 国 家绿色发展理念的 引 领下 ， 发展绿色城市是我 国城市建设的 必然趋势 ，

怎样建设绿色城市则成为 当前亟需解决的 重大理论与 实践课题 。 美 国 建设新型现代化绿色

城市的理念 、 机制及做法 ， 可启示我 国绿色城市发展 中应 实现的转型 ： 变
“

病态城 市
”

为
“

健康城市
”

；
变

“

灰 色城市
”

为
“

绿 色城市
”

；
变

“

管理城市
”

为
“

经营城市
”

；
变

“

传统

城市
”

为
“

智慧城市 变
“

征服 自 然
”

为
“

人与 自 然和谐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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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 要
“

坚持绿色发开创了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先河 。 之后 ， 绿色

展 ，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 坚持城市发展理念引起了普遍关注 ， 美国加州伯克莱

可持续发展 ，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率先实施了绿色智慧城市计划 ， 其后波及整个美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 环国 。 当前 ， 美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全过程 ， 始终秉

境友好型社会 ， 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 承
一个核心思想 ， 就是

“

绿色智慧
”

发展理念 。

设新格局
”

。
？在当前转方式 、 调结构成为经济发

（

一

）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

展主要任务 ， 节能 、 减排、 降耗成为重头戏的情１ ． 主要内涵 。 美国绿色城市是以科技创新

况下 ， 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城市已经成为为驱动 ， 以信息化技术为引擎 ， 在遵循生态学 、

中国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 ， 怎样建设绿色城市则生态经济学规律的基础上 ， 充分运用系统工程

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 美国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 ， 通过推广应用绿色适用

建设新型现代化绿色城市的理念 、 机制及做法 ， 技术、 创新城市建设模式 ， 改变资源管理和利

可以作为我国绿色城市发展的借鉴 。用方式 、 城市生产和消费方式 ， 进而推动城市经

一

、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的理念、

机制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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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号 １ ５ＣＸ０８０ １ ３Ａ） 研究成果。

田园城市 》
一书 中提出 了

“

田 园城市
”

的概念 ， ① 《 中国共产党針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

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乡 优点的理想城市 ，《支部生活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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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达 、 资源高效利用 、 生态 良性循环的新示范区 。 美国政府动员众多研究机构 、 工商企

型现代化城市 。业和广大市民与政府共同致力于本地区的可持

２ ． 发展模式 。 美国绿色城市实行低度消耗资续发展 ， 通过建立太阳能示范区 ， 对就业问题、

源的节约型生产模式 ， 适度消费 、 理性消费 、 绿市民参政 、 市场推销 、 旅游和城建以及教育研

色消费的生活模式 ， 以低能耗 、 低排放 、 低污染究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 加利福尼亚州 、 迈阿密

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 注重 自主科技创新 、 不断开州都是阳光充足之州 ， 太 阳能技术的发展与应

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技术模式 ， 与世界用处于美洲领先水平 ， 不仅拥有为数众多的太

市场联系 日益密切 、 市场高度开放 、 资金和人才阳能单体建筑 ， 还兴建了先进 的太 阳能社区 ，

流动更加广泛和迅速的国际化模式 ， 以及实现城推广太阳能交通工具 ： 车辆 、 太阳能供应站 、

市信息化 、 智能化 、 规范化管理的发展模式 。高强度电池储蓄器以及类似加油站的电池供应

３ ． 发展 目标 。 美国绿色城市通过追求城市综网络 。 二是发展风能设备 。 美国很多州利用风

合承载能力 和服务功能最佳化来实现人与 自然 、 力发电 ， 现代风车为整个地区 的电力供应做出

生产与生活和谐共生 ， 达到资源能源高效利用 、 了重要贡献 。 建有风车的社区甚至可将多余的

自然环境清洁健康 、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 居民生电能转销给电力公司 ， 从而获取可观的经济补

活舒适便捷 、 经济社会和谐文明的发展 目标 。助 。 三是促进水力发电 。 美国在水力发电方面

（二 ）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的监管机制的政策 、 立法和技术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 如法

美国最早提出并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律中就规定 了如何控制剩余水量及保护水中洄

作为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 ， 游鱼类 、 如何将水电直接输入单个住户或社区

加强了对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 ， 这等 。 四是利用地热能 。 地热能的利用可分为直

一制度 目前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推广采用 。 此外 ， 接利用和地热发电两大类 。 夏威夷州 、 犹他州

美国还较早制定实施完善成熟的许可证制度 、 地热资源非常丰富 ， 他们利用现代技术打井汲

排污权交易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 ，
有效降低取地层一公里下的地热水 ， 通过热交换器供应

了污染物排放 ， 较好地控制 了生态环境污染 。 市政供热系统 。 很多 民居也装备地热设备 ， 与

另外 ， 美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完善有利于绿色环太阳热能设施组合使用 。 五是实施社区能源规

保的财税制度 ， 通过运用绿色税收和绿色收费划 。 利用社区内短程供暖设备 、 热电联供站 以

来推进环保事业 。 在实施征税时 ， 坚持把环保及太阳能光伏装置所产的电力 ， 解决小区的热

和税收优惠直接挂钩 ，

一方面坚持
“

谁污染谁电能源需求 ， 辅以 中水处理系统和利用居 民 日

付费
”

原则 ， 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征税力度 ， 并常排泄物和生活垃圾产生的生物能 ， 达到社区

征收天然产品发展税 ， 另
一

方面为带动清洁技能源的 自身循环和 自给 自足 。

术的开发应用 ， 实施各种税收奖励制度 ， 积极２ ． 合理规划城区建设 。

一是在历史城区改

引导和扶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 在逐步完善制度造中贯穿可持续发展理念 。 美国在规划改建老

体系的同时 ， 美国也在不断加强
“

信息监管
”

， 城区时 ， 注重既让古城得以保持原貌 ，
又使居

通过推进环境信息公开 ， 加强政府 、 企业 、 公住在老建筑 中 的市民感到舒适 。 很多城市古树

众之间的沟通 ， 在保证知情的前提下形成有效参天 ， 有的地方大树甚至在路中间 ， 道路为它

监管 。 如 ： 实施 《排放毒性化学品 目 录 》 ， 要求们绕道而行 。 对于有些历史的古建筑更是将其

企业定期报告其排放到水 、 大气 、 土壤中 的化文化底蕴挖掘得淋漓尽致 。 二是科学规划新城

学物质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财务会计准则区 。 美国规划新城区的原则是 ： 新规划 的居民

委员会等相关机构要求企业提供环保业绩及其区与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不能相距太远 ； 提供设

对环境负面影响的信息 。计周到的交通线路 ， 方便居 民出行 ； 科学合理

（
三

）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的主要做法地配置区内的生态布局和各功能单位 ； 在设计

１ ． 充分开发可再生能源 。

一是建立太阳能居民建筑时尽量提供绿色或生态住宅 ；
充分重

１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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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社区邻里关系和居住者个性化的要求 ； 在住些生态保护 区也都是风景名胜区 ， 他们对这些

宅设计时 ， 提倡 与住户协商互动 ， 共同设计家区域采取了近乎严苛的保护措施 。 比如在黄石

园 。 三是敦促发展环保建筑 。 美 国民居以木质国家公园 ， 禁止游客的脚踏上火 山灰 ， 否则就

房屋居多 ， 虽然从外面看都是大房子 ， 但是实会处以 巨额罚款 ， 往火山温泉里投掷异物最高

际所用建材以木材居多 ， 其住宅在规划 、 建造 、 可能导致 ５００ ０美元的罚款 。

使用 、 维修 、 改造 、 拆除的整个过程中 ， 都追５ ． 科学利用水资源 。 美国对水资源利用的

求建筑与大 自然的有机融合 ， 努力把建筑物对重视 ， 几乎渗透到生活 中 的各个细节 ：

一

是发

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展污水经济 。 现代排污技术使得污水再利用成

３ ．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美国的循环经济是由为可能 ， 美国除了 发展污水加工业外 ， 还试图

解决 、 利用垃圾问题而起 ， 重点是
“

废物经济
”

， 通过修建无废水的房屋 、 试验植物过滤系统和

即达到废物减量化 、 资源再使用 、 再循环利用和 使用中水回用系统等措施来净化污水 。 休斯顿

最终安全处置 。 循环降低了能耗 ， 给垃圾创造了市就已拥有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污水处理 系统 。

新的利用价值 。 休斯顿市在发展经济时 ， 以生态 二是循环利用雨水 。 加强对雨水的有效收集和

经济学理念为指导 ， 以清洁生产技术为支撑 ， 注 再利用 ， 既可 以极大缓解当前大中城市缺水压

重从源头节约资源和能源 ， 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 力 ， 又可以提高城市防洪能力 ， 实现经济 、 社
和废弃物的再循环使用 ， 最大限度利用资源 、 减 会和生态三者共贏 。 德州农工大的校园里面就

少排放 ， 从而维护 自然生态平衡 。 主要做法 ：

一

有
一

套系统 ， 可以收集雨水 ， 让需要排放的雨

是当地企业再循环利用各种有价值的废旧 物品 ，

水经过有植被的露地之后再渗漏到地下 ， 或把

雨水用分道排水系统排到江湖里 。 三是棚高

等 。 二是进行垃圾分类 。 休斯顿市户外都摆放着 新技术节水 。 美麵节水装置能够显著降低对
贴有分类标签的垃麵 ， 分别收集纸张 、 玻璃 、

饮用水的消耗 ，

一些居 民住宅 已经开始使用卫

有机垃圾及其他诸如金属 、 塑料和复合材料等有
生节水装置、 无水便池 、 真空或堆肥厕所 ， 这

价值的垃圾 。 垃圾回收处理已成为该市一个很大
些设备的节水能力已得到广泛认可 。

的产业 ， 城市近 ８０％的用纸为废纸 回收加工纸 。

̄

三是垃圾焚化发电 。 进行有效分类过后的垃圾可二、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对

以再造能源 ， 它们在垃圾焚烧场经处理后可转化我国的启示

为电能和热能 。 生物垃圾可被发酵成气体 ， 通过

燃气发动机難为电能 。 獅百分之
－酬电亦

来 自于利用垃圾发酵产生的能量 。 因此 ， 剩余物 我国绿色城市发展 尚有较大差距 ， 城市绿色转

质在休斯顿市同样可以达到最大利用化。 四是培 型
ｆ
务艰巨而紧迫 。 美国绿色城市发展的经验 ，

植有机肥 。 美国的公园 、 道旁的绿化树所用肥料 启示了我 国绿色城市建设：的方法和发展途径 。

都是有机肥 ， 他们把落叶 、 厨房和花园中产生的 我们必须全面落实党 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 ，

有机垃圾处理成为混合肥料 ， 城市绿化管理部门 真正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绿色发展理念 ， 把增

用这些肥料为植物供应养分 。进ＡＳ■相： 、 ｉＥ ｉ
ｉＳＡＷＡ面发： 力￥色

４ ． 高度重视 自然环境保护 。
一是注重保护 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自然 。 这个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 国度 ，

一直尊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崇城市对 自然保护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影中 国梦打造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

响为出发点的 ， 力求放弃使用农药 ， 只种植本 （

一

） 变
“

病态城市
”

为
“

健康城市
”

土乔木和灌木 。 这种尊崇 自 然 ，
以不变应万变传统城市化追求

“

经济最大化发展
”

， 通过

的管理模式 ， 密切 了人与 自 然的关系 。 二是风大量投资 、 城市扩容等低效办法来实现城市化 ，

景区保护严格 。 美国 的生态保护区特别多 ， 这这种发展模式很容易产生人 口膨胀 、 交通拥挤 、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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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困难等
“

城市病
”

。 近年来 ， 我国积极转变务 、 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作为主导产业 。 譬如 ，

以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 ， 坚持走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
“

主要是通过产业的转型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实现城市经济 、 社会 、 文化等全面转型 ， 表现

取得了一定成效 。 但作为后发国家 ， 我 国城市出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髙端的知识型服务业 、

建设 、 管理的历史欠账较多 ， 种种因素决定我国文化服务业和绿色发展的演进历程
”

。

？
当前全

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球各大城市 ， 凡是国 际化程度较高 的 ， 国 民生

程 ， 须找准切入 口 、 突出重点 。 美国绿色城市建产总值 中服务业所 占 比＃非常高 ，

一般都 占

设为实现人与 自然 、 生产与生活和谐共生 ， 把城７０％ 以上 。 ２０１ ４ 年 ， 我 国 的三次产业结构是

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最佳化作为追求重点 ，
９ ． ２

：４ ２ ． ６
：４ ８． ２

， 第三产业虽然呈现上升趋势 ，

我国城市在绿色发展过程中 ， 也应着眼于
“

人与但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偏低 ， 并落后于国

自然健康发展
”

， 坚持以人为本 ， 全面 、 协调 、 可际水平 。 绿色革命与智能技术要求大力发展现代

持续的发展观 ， 统筹推进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建服务业 ， 推行由管理城市向经营城市转变 。 我 国

设 ， 解决好水 、 大气 、 土壤等污染危害群众健康在推进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 ， 应立足地域实际 ，

的突出环境问题 ；
应根据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创新城市管理模式 ， 将经营理念贯穿于城市规划 、

力来控制人口数量 ， 不断扩大教育 、 医疗 、 就业 、 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 。 健全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

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 提高群众生活市场机制 ， 在水资源 、 土地资源 、 海洋资源和矿

水平和生活质量 ， 确保安居乐业 。产资源等开发利用过程中 ， 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

（
二 ） 变

“

灰色城市
”

为
“

绿色城市
”

置各种资源 ， 最大限度发挥有限城市资源的作用 ，

美国在城市建设中致力于太 阳能 、 风能 、 提高其使用效益 。 同时 ，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 将

７
Ｊ
Ｃ力 、 地热等可再生能源 的开发利用 ， 并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市政公用行业 、 公益设施管

社区能源规划 。 我国也应 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 、 理等推向市场 ， 从而保证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

小规模的新能源 ， 比如在一些阳光充足 的城市 ， 形成不断投人 、 产出的良性循环 。

大力推广太阳能综合利用 ， 借助太阳能的发展（
四

）
变

“

传统城市
”

为
“

智麓城市
＂

推动绿色生态城市的建设 。 另外 ， 由于建筑相２０ 世纪末以来 ， 全球已经迈人了以数字化 、

关能耗 （包括建造能耗 、 生活能耗 、 采暖空调 、 信息化为标志的全新时代 ， 建设
“

智慧城市
”

建材生产能耗等 ） 约 占全社会能耗的 ４６ ． ７％ ，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 也是我国城市适应

成为最大能耗
“

黑洞
”

， 所以建议在城市建设中全球化趋势的战略抉择 。 美 国绿色城市 以信息

大力加强建筑节能 ， 更好地推进资源节约型社 化为驱动 ， 以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为重要手

会建设 。 随着人 民物质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 ， 段 。 我国建设绿色城市也应大力实施
“

科教兴

对居住面积、 居住环境 、 舒适度等条件的要求 市
”

战略 ，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和科技成果 ，

正在一步步提高 ， 从而导致城市建设中 的建筑 改善城市的人才结构 ， 加强绿色领域 自主研发

能耗持续上升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建设绿色城和科技创新 ， 同时要在税收 、 信贷等方面加强

市很重要的
一

点就是要增加节能建筑 、 绿色建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 ， 鼓励企业加快科技成

筑的数量及质量 ， 另外就是要对既有建筑进行 果转化 ， 积极创新绿色技术 ， 通过加快科技进

节能升级改造 ’ 在建造过程中多选择绿色环保 、 步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 充分运用大数据 、 物

节能材料 ， 从而进一步减少能源消耗 。联网 、 云计算等高新科技 ，
以满足城市的管理

（三 ） 变
“

管理城市
”

为
“

经营城市
”

和服务 、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 居民的生产与生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绿色革命已经对现代城 活等各项需求为核心 ， 积极搭建有效整合各个

市的发展模式及产业结构产生 了深刻改变 。 当

目Ｕ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
“

优化生态 、 舒适生活 、

① 陆小成 ： 《纽约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 ， 《城市

发展经济
”

， 把金融贸易 、 物流运输 、 电子商观察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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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 （包括电视 、 卫星 、 互联网 、 通信网色生活 、 绿色消费 ， 减少资源消耗 ， 努力 实现

络等 ） 的信息髙速公路 ， 加强城市生产 、 经营 、 可持续发展 。 要坚持
“

在发展中保护 ， 在保护

流通 、 服务及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系统网络建设 ， 中发展
”

， 保护好 自然系统的多样性 ， 保护好生

并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共享 。 在此基础上 ， 应更物的多样性 ， 保护好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 做好

多的将民生作为工作导 向 ， 将城市智能化发展当代 、 后代的统筹兼顾 ， 同时维护好其他生命

重点放在市民关心的民生领域 ， 加强智慧医疗 、 形式的共同利益 。 此外 ， 现阶段环境污染 已经

智慧社保 、 智慧交通 、 智慧社区等领域的研究较为严重的城市 ， 应借鉴匹兹堡实现转型的经

与应用 。 另外 ， 必须不断提高个人、 家庭 、 单验 ， 积极寻求绿色转型 。 在绿色城市规划和建

位等城市个体和单元移动电话 、 计算机 、 电视设中 ， 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 、 建立市场化减排

的拥有数量 ， 并提高入网的 占 比 ， 在方便城市机制等措施控制环境污染 ， 通过实行绿色财税

运行管理及市民生活的同时 ， 让信息真正成为改革 、 提高资源税税负使资源使用 中 的外部成

重要的发展资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内部化 ， 通过植树造林 、 增大绿化面积、 合

（五 ） 变
“

征服自然
”

为
“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理使用再生资源等方式改善城市生态 ， 建设资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通常都经历了源节约型 、 环境友好型社会 ， 最终实现人与 自

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 ， 许多城市生态环境急剧然和谐发展 。

恶化后 ， 才着手修复已经破损的与 自然界的关

系 。 例如 ， 有
“

世界钢铁之都
”

之称的美 国匹本文作者 ： 张荣华是中 国石油大学 （ 华东 ）

兹堡 ， 上世纪 ５０ 年代环境污染曾达到
“

土不能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山

植、 ７ｊ
Ｃ不能饮 、 空气也不能呼吸

”

的程度 ，

０面东省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

中 国化马

对严峻的现实 ，
匹兹堡从环境人手 ， 以绿色 、克思主 义研究 中心

”

主任
； 马妮是 中 国

环保增长模式为载体 ， 成功转型为绿色科技文石油大学 （华 东 ） 马克思主义学 院 ２０ １ ２

化城市 ， 被誉为美 国
“

最清洁城市之一
”

和级博士研究生
“

最适合生活城市之
一

”

。 我国发展绿色城市 ，责任编辑 ： 马 光

应吸取西方国家
“

先污染后治理
”

的教训 ， 着

眼于长远 ， 在发展的 同时兼顾人与 自然的和谐 。 ① 张雅丹 ：
《空气 、 水 、 大地…… 》 ， 《人民 日 报

．

海外版 》

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 ， 提倡绿色发展、 绿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６ 日 。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ｅｅｎ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

Ｉｍ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ｉｎａ
’

ｓ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ＲｏｎｇｈｕａＭａＮ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
，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ｃｉ ｔｉｅｓ ｉｓａｎｉｎｅｖｉｔａｂ ｌｅｔｒｅｎｄｏ ｆＣｈｉｎａ

’

ｓ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ｂｕｉｌｄｇｒｅｅｎ

ｃｉｔ ｉｅ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ｍａ
ｊ
ｏ ｒ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ｔｏｂｅ ｒｅｓｏ ｌｖｅｄｕｒｇｅｎｔ ｌｙ．ＴｈｅＵＳｃｏｎ
？

ｃｅｐｔ
，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ｏｆｂｕ ｉ ｌｄｉｎｇ

ｎｅｗｍｏｄｅｒｎ
ｇｒｅｅｎｃ ｉｔ ｉｅｓｗ ｉ 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

ｈｉｇｈ ｌｙｄｅｖｅ ｌｏｐ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ｔｕｓ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ｒｅｖｅａ ｌ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 ｉｔ ｉｅｓ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ｔｏｇｒｅｅｎｃ ｉｔ ｅｓ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ｗ

ｓｉｃｋｃｉｔ ｉｅｓ
＾


ｉｎｔｏ
＾
ｈｅａｌｔｈ

ｙ
ｃｉｔ

－

ｉｅｓ
”

，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

ｇｒａｙ
ｃｉｔ

ｉ
ｅｓ

”
ｉｎｔｏ

“

ｇｒｅｅｎｃ ｉｔ ｉｅｓ
”

，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ｃｉｔｉｅｓ

ｗ
ｉｎｔｏ

ｕ

ｏｐｅｒ
－

ａｔｉｎｇ ｃ
ｉ
ｔｙ

＾’

，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ｌｃ
ｉ
ｔ

ｉ
ｅｓ

”
ｉｎｔｏ

“
ｓｍａｒ ｔｃｉｔｉ ｅｓ

”

，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
ｃｏｎｑｕｅｒｉｎｇｎａ

？

ｔｕｒｅ
”
ｉｎｔｏ

“
ｔｈ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 ｒｅｅｎｃ 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