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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正在快速下沉01

首都搬家没那么简单02

数十年来,迁都这事一直都萦绕在印尼
领导人和民众的脑中,相关话题不时就会出
现在印尼媒体上。只是,印尼总统佐科将它
付诸了实施。2019年 4月,印尼政府宣布,
总统佐科已经同意迁都,将首都从雅加达迁
出,另寻新址。

当时,印尼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佐科正
谋求连任。同年5月他赢得大选,并于同年
8月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正式提出迁都
计划,新首都将选址位于加里曼丹岛的东加
里曼丹省,跨北佩纳扬巴塞尔和库台卡塔内
加拉两个地区。

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印尼新首
都选址着重火山、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风
险小,选择政府所有土地以节省开发成本,
同时临近东加里曼丹省两大城市——首府
三马林达和港口巴厘巴板,以便提供基础设
施建设和物流运输支持。

按计划,迁都工程原打算在 2020年至
2021年期间启动,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相关
程序一度被迫搁置。今年1月18日,印尼国
会众议院通过《国家首都法草案》,将首都迁
往东加里曼丹省,并将其命名为“努桑塔
拉”,在印尼爪哇语中意为“群岛”。根据计
划,新首都将成为国家行政中心,雅加达继

续行使经济中心的职能。
新首都距离雅加达约 1300公里,几乎

所有土地都是由林地转换而来,总面积约
2561平方公里。这一工程将耗资320亿美
元,包括新建基础设施和政府办公地点,以
及公务员安置设施。这笔开支中印尼政府
负担 19%,其余资金来自“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和私人投资者,预计最快2024年
开始搬迁,而整个开发建设预计将持续至
2045年。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大约
1.75万个岛屿组成,领土面积191万平方公
里和2020年经济总量1.06万亿美元均居世
界前二十强,人口2.7亿更是位居世界第四。

爪哇岛是印尼的中心,这个面积只占全
国总面积 7%的岛屿,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
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而位于爪哇岛西北海
岸的雅加达,无疑是中心的中心。目前,雅
加达的经济总量占全国近三成,常住人口已
超千万,算上周边卫星城镇,大雅加达都市
圈的人口规模达3000万。

如此稠密的人口,加上缺乏合理的城市
规划,雅加达深受拥堵和污染等“大城市病”
的困扰。作为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的首都,
雅加达的公共交通设施并不完善,直到

2019年4月才开通运营第一条地铁,其交通
拥堵程度位列世界前十。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上至总统和政府高
官,下至普通百姓调侃的对象,印尼总统佐
科曾在出席官方活动时遭遇堵车,不得不步
行赶往会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
上,佐科骑摩托车亮相,除了他个人是个摩
托车迷之外,也从侧面反映出雅加达的交通
现状。

交通拥堵造成的直接影响之一,便是空
气污染,雅加达是东南亚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城市之一。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大
量抽取地下水用于生产生活,导致大量废水
污水几乎未经处理直排河道,造成水体污染。

更重要的也是促使印尼迁都的根本原
因,是雅加达正在快速下沉。这座千万人口
级大都市建在沿海沼泽地带,受自然条件影
响,加之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人口
众多需要大量抽取地下水等因素,雅加达北
部沿海地区过去10年沉降了2.5米,以至于
现在雅加达大约40%的地区低于海平面,部
分地带甚至低于海平面4米。

目前,雅加达北部地区正以每年0.25米
的速度沉降,专家预计,到 2050年雅加达北
部地区95%将被海水淹没。地面沉降导致

雅加达面临海水倒灌灾害影响,加之降雨量
大,城市洪灾内涝时有发生。另外,爪哇岛
位于火山地震带,岛上有 30多座活火山,雅
加达也不得不面对火山地震灾害的影响。

在 2014年当选总统前,佐科曾主政雅
加达,对这座都市面临的问题心知肚明。他
曾表示,雅加达作为印尼的政治、经济、金
融、商业、贸易中心和最大空港、海港,负担
太过沉重,在爪哇岛之外建新都意在给雅加
达减负,而选址在加里曼丹岛东部海岸,意
在带动印尼中东部地区发展,改善地区发展
不平衡问题。

印尼政府希望把新首都打造成一座低
碳和智能城市,吸引全球创新人才,重点支
持制药、医疗、技术等行业发展。但迁都计
划也遭遇反对声,环保人士警告,大兴土木
建设新首都将破坏东加里曼丹省的生态环
境,世界第三大岛加里曼丹岛上有茂密的热
带雨林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另外,迁都将是一场耗资巨大、时间周
期超长的工程,而实质性推动这一计划的佐
科即将于 2024年卸任,届时搬迁工作可能
才刚刚开始。如何确保筹集足够的建设资
金,如何保证迁都计划在佐科之后能够继续
推进,都是印尼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埃及已从去年 12月起开始迁都,根据
总统塞西的指令,埃及政府从当月1日起迁
往位于开罗以东 45公里的新行政首都,开
始为期6个月的试运行,约5000名工作人员
已搬到新行政首都工作。媒体报道称,这是
1000多年来埃及权力中心首次离开尼罗河
畔的开罗。

新行政首都是塞西2014年上台以来规
划的一项超级工程,耗资450亿美元,占地约
700平方公里,几乎是开罗的两倍,计划容纳
650万人口,包括政府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等
机构,创造约200万个就业机会。

据路透社报道,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设的
第一阶段包含政府行政区、商业区、大型公
园和外交区,第二、第三阶段主要是居民住
宅楼,新都将被打造成一座智慧和绿色城
市。据美联社报道,这座城市将容纳总统
府、议会大厦和各政府机构,与开罗之间有
铁路连接,还将包括一个约 34公里长的公
园、一座机场、一座歌剧院、一座体育中心
和20座摩天大楼,其中包括345米高的非洲
最高大厦。

由于沙漠戈壁的地理环境,人口上亿的
埃及,90%的人口和城市集中在尼罗河两岸
和尼罗河三角洲,而埃及乃至中东和非洲的

最大城市开罗,现在人口超过 2200万,预计
到2050年将达到4000万规模。这导致开罗
这座都市超负荷运转,人口拥挤、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城市建设老旧,基础设施不足。

或许,印尼可以借鉴埃及迁都过程中的
经验来推动本国的迁都计划。实际上,印尼
政府此前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研,还曾前往
巴西、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探讨迁都经验。

巴西迁都可谓相关案例中的经典之一,
在1960年之前的大约200年时间里,位于大
西洋岸边的里约热内卢一直是巴西的首都,
但作为巴西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
以及第二大工业城市,里约热内卢在人口、
交通、环境等方面不堪重负,加之巴西沿海
地带经济发达,而内陆地区的开发严重滞
后,因而巴西政府决定迁都至中部内陆高
原,并在 20世纪 50年代规划建设了新首都
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只作为政治中心,注重环保,
建有多座卫星城分担工业等其他城市功能,
不过如今巴西利亚城市人口已达280万,算
上周边城镇人口则超过430万,早已远超当
初规划的承载力。而且,城市规划与城市自
然生长之间矛盾不断,大城市的一些“毛病”
逐渐在巴西利亚出现。

缅甸是在2005年突然决定将首都和政
府部门迁至内陆城市内比都的,在那之前,
首都一直是最大城市和港口仰光。据称,缅
甸决定迁都一方面缘于沿海的仰光过于暴
露,一旦发生战事容易遭受攻击；另一方面
迁都内陆有助于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内
比都位于仰光以北约400公里。不过,面积
比仰光大9倍的内比都,至今仍然很空旷。

哈萨克斯坦则是在 1997年迁都的,首
都从位于该国东南一隅的最大城市阿拉木
图,迁往中北部地区的阿斯塔纳,后来在
2019年更名为努尔苏丹——哈萨克斯坦首
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首都从阿拉
木图迁出,除了这座城市开发建设已捉襟见
肘之外,其地理位置归于靠近边境地区,对
这个世界最大内陆国的腹地辐射不够,而迁
都至努尔苏丹有助于带动内陆地区发展,如
今努尔苏丹已经是一座 120万人口的中亚
新兴都市。

与缅甸迁都的推测原因类似,巴基斯坦
早在 1960年便开始建设新首都伊斯兰堡,
计划将首都从南部沿海地区的卡拉奇,迁往
北部毗邻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堡。1965
年,巴基斯坦首都先从卡拉奇临时迁至内陆
的拉瓦尔品第,两年后正式迁入伊斯兰堡,

新首都的建设历时十年。
非洲多国也有迁都史,比如东非的坦桑

尼亚、西非的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坦桑
尼亚将首都从沿海的达累斯萨拉姆迁往内
陆小城多多马,议会和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已
迁往,但数十年来达累斯萨拉姆依然是国家
政治中心,而多多马对外几乎无人知晓。尼
日利亚将首都从沿海大城市拉各斯迁往北
部内陆的阿布贾,科特迪瓦将首都从海边的
最大城市阿比让迁往内地的亚穆苏克罗,旧
都的“大城市病”是原因之一,加快内陆开
发、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也是重要考量。

近邻韩国近些年来也在迁都,首尔靠近
朝韩军事分界线,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经
济总量占全国五分之一,首尔首都圈人口则
占全国一半,“大城市病”以及高房价等成为
难题。尽管早在2003年底就以法律形式决
定在首尔以南120公里处建设行政首都,并
命名为世宗市,但这一计划在韩国保守、进
步两派之间引发激烈争论。如今,虽有数十
个政府部门迁入,上万名公务员在世宗市工
作,但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国会和最高
法院等核心机构仍在首尔,迁都计划进展缓
慢。

继上月埃及开始迁都之后,1月18日,印尼国会通过《国家首都法草案》,将首都从雅加达迁往东加里曼丹省,新首都被命名为“努桑塔
拉”,整个迁都计划预算大约320亿美元,预计最快2024年开始搬迁。

这是2019年4月印尼总统佐科做出迁都决定以来,印尼在迁都上迈出又一个实质性步伐。作为一座千万人口级的大都市,雅加达深受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地面沉降和自然灾害等问题困扰。

与印尼类似,埃及迁都也缘于大都市开罗越发不堪重负。除了缓解首
都承载压力,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加强对边远地区控制等因素也是许多国
家选择迁都的重要考量。

车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行驶。摩天大楼与低矮住房交错是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典型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