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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mode and methods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system design in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ommunity. It expounds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planning and de-

signing of low-carbon community through the practical study of typical low-carbon community. Soci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low-carbon community are analyzed, from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design 

strategy and from the policy and case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It puts forward the low-carbo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the frame of government, market, public collaborative design model and social inno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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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

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低碳化发展成为经济、文化和

社会各个层面关注的焦点。2003 年英国最早提出“低

碳经济”概念，各国也逐渐开始注重低碳发展，一方

面低碳城市和低碳社区的建设理论在不断发展和实

践，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积极参与政

府主导的社区建设过程，政府、民众和非盈利组织之

间以多样化方式相互合作推动了多种低碳社区实践。

经验表明，民众通过自发的低碳行为实践改善社区环

境，使之成为建筑、空间与生活协调的有机整体，这

种社会创新主导模式逐步得到认可和应用。 

1  低碳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创新力量 

1.1  低碳社区的内涵与概念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和生活的低碳转型需

求愈发强烈[1]。低碳转型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制

度的完善、公民的参与[2]。目前对于低碳社区没有具体、

明确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是在不同角度对低碳城市

与社区进行分析，但众多学者一致认可建立低碳社区

的目标是降低环境承载压力，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以

及创建环保生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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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技术与人力可行的范围内达到最低，另一方面也

需要借助生态绿化的手段辅助实现社区低碳化。 

从低碳经济的角度看待低碳社区，即是在低碳的

经济模式下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观念的变革，

更强调以公民参与模式创造出新的低碳技术和商业

应用机会，这是一种全新的社区发展模式，它不同于

以往倡导的节能减排，较之传统的模式其更具有实现

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1.2  社会创新的角色和作用 

1.2.1  社会创新的概念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 1973 年的《管理：

任务、责任、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创新”概念

并强调其重要意义[3]。其定义主要基于杨氏基金会与

米兰理工教授曼梓尼的研究，前者强调了驱动因素和

组织贡献：创新的目的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盈利，

同时也强调了社会服务部门在社会创新中的主导作

用；后者更侧重行为和参与者，关注于交互系统的结

构，认为社会创新的来源是直接与解决方案相联系的

利益相关者[4]。社会创新本质是设计师主导、民众参

与、协同式合作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1.2.2  低碳社区中社会创新的关注点 

1）社区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寻求当代和后

代的利益平衡的发展途径，社会创新可通过不同人、

组织之间的协作，通过多元化参与模式实现人、环境、

社会的和谐关系，合理利用社区资源、优化产业结构

与保护环境相结合，实现国家的低碳化变革[5]。 

2）社会生产经营模式。社会创新在生产经营模式

上体现在合理利用土地、减少生产污染、改善配送体系、

完善营销网络等多个面向[6]，举例来说，低碳社区可通

过合理的资源整合建立绿色农业生产循环系统，生产

有机农产品，针对不同消费者开展各具特色的营销活

动，在生产管理层面，通过完善社区内生产部门的组

织结构，明确部门间的职责划分保障生产高速运作。 

3）社区营造方式。学者黄世辉在社区营造过程

中，为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实践，提出了“设计游戏”的

方法[7]。居民长期在社区中居住、生活和工作，对社

区资源和生态环境更为了解，民众与设计师共同设

计、参与低碳社区建设，既能最大化满足居民的需要，

又能推动社区发展[8]，这种协作设计的方式形成了新

的组织模式和社区营造策略。 

1.2.3  社会创新在低碳社区构建的作用 

社区居民通过社会创新形成一种社区的整体意

识，在低碳社区构建的社会创新中，政府的推动力量

有限，由于沟通原因上位政策很难落实到实处，社区

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远远强于技术上的变革，通过社

区内部技术、管理方法、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解决面

临的问题，既能更直接地解决问题，又能为政府的整

体策略提供理论参考，共享整体利益，创造社区资源。 

2  社会创新设计推动的低碳社区实践与现状 

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构建低碳社区中

积累了大量经验，成为全球社区转型的“参考样本”。

不同社区依据自身发展现状推行不同的社会创新设

计与低碳策略，现行低碳社区发展框架见图 1，例如

英国贝丁顿社区把创造可持续生态环境作为首要目

标，利用多种节能策略实现社区零耗能。本部分通过

对英国贝丁顿社区、托特尼斯小镇、德国沃邦社区的

案例研究，对具体举措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低碳社

区实践案例见表 1。 

 
图 1  现行低碳社区发展框架 

Fig.1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2.1  建筑与设施的建设准则 

在社区建筑与设施层面，贝丁顿社区基本都使用

当地建材，采用绝热材料实现维持室内温度[9]。根据

当地气候特点，利用自然风调节温度，并设计了一种

叫做“风帽”通风设备，贝丁顿零能耗社区“风帽”结构

见图 2，为室内提供新鲜空气，排出污浊气体。在建

筑屋顶进行植物种植，合理利用社区空间。沃邦社区

相对贝丁顿社区，发挥了德国建筑节能领域的技术优

势，大力推动“被动屋”的建设，通过增加建筑保温层

厚度、减少热桥、采用中央式的通风系统等措施减少

住宅能耗。而托特尼斯则采取更自然的策略，对建设

规划进行管制，通过减少建筑改造降低建筑垃圾量，

保留原有建筑风貌。 

2.2  能源种类与消耗策略 

在能源使用上，贝丁顿社区利用雨水系统与木材

废物再发电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行屋顶绿化降

低建筑温度，节约了能耗。3 个社区都相当重视太阳能

的使用，特别是沃邦社区，早在 1986 年政府就开始规划

用地、开发太阳能资源，沃邦社区的屋顶上太阳能光电

板随处可见，并建设正向能源屋来储存多余的电量，

沃邦社区的屋顶太阳能见图 3。托特尼斯能源思路则

更注重能耗的减少，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能源计划来减

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居民自发践行“无油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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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低碳社区实践案例 
Tab.1 The practice case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低碳 

举措 

社区名称 

英国贝丁顿社区 德国沃邦社区 英国托特尼斯 

建筑与设施 

的建设准则 

建筑材料使用当地的建材，结合气候

特点设计通风设备，推广屋顶绿化

推动“被动屋”住宅， 

推动低能耗住宅 

建筑风格要和小镇统一， 

实行郊区选址原则 

能源种类与 

消耗策略 

安装雨水收集设备， 

充分利用太阳能， 

利用木材废弃物发电 

推行区域供电系统，设立太阳能 

系统研究所等能源部门， 

全区设置太阳能系统 

建立了太阳能消费者 

俱乐部，推行“无油 

化生活”策略 

废弃物与污染 

处理策略 

推行废物利用， 

利用木材废弃物发电， 

建设污水处理系统 

垃圾的发酵处理发电， 

废纸再加工作为日常用纸， 

建立高环保标准的垃圾处理站 

设计菜园、厨房堆肥池和 

生态厕所连接系统，废弃 

物回收利用 

社区居民 

生活方式 

采取步行与单车绿色出行方式，采取

汽车共享与租用方式出行，食用地方

性农产品，减少肉奶比重 

居民自做垃圾堆肥， 

使用环保“尿不湿” 

自发组织植树和园艺交流团

体，志愿者打理公共的菜园，

居民们进行技能交换行动 

社区创新与社 

区营造模式 

推行房屋分配策略， 

推行建筑物紧凑规划， 

开放农产品市场与公共种植区 

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治理， 

推行“沃邦论坛”， 

举办生态讲座与参观活动 

发行社区货币， 

推行社区土地信托制度， 

推行本地食物运动 

核心策略 实现零能耗 发展太阳能产业 永续生活创意政治 
 

 

图 2  贝丁顿零能耗社区“风帽”结构 
Fig.2 The "hood" structure of Beddington zero energy  

development 

 

图 3  沃邦社区的屋顶太阳能 
Fig.3 Rooftop solar system of Vauban community 

2.3  废弃物与污染物处理策略 

这些社区在废物利用与污染物处理方面都取得

显著成效，贝丁顿社区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利用木材

废弃物进行发电。沃邦社区更重视对于纸的回收再利

用，社区内有 80%的废纸被重新加工；社区建立了高

环保标准的垃圾处理站，社区有 1%的用电来自于垃

圾的发酵处理，62%来自于太阳能能源利用。托特尼

斯通过将公共菜园、厨房、堆肥池、生态厕所联系起

来，建立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既有效处理了污染问

题，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 

2.4  社区居民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食物是社区低碳化的重要突破口，贝丁

顿社区居民对于节约食物十分重视，不购买半成品的

菜品，着重降低肉、奶类制品在餐桌上的比重，偏向

地方性、季节性的有机农产品，在交通方式上，居民

采取骑单车、步行及合乘汽车等低碳出行方式，社区

设置汽车租赁系统减少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在沃邦

社区，居民自发进行垃圾堆肥，合用垃圾回收桶，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环保产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托特

尼斯小镇的居民自发管理社区的多处种植园，采用科

学的种植方式合理利用空间，共享收获的食物，通过

分散式生产的形式贯彻低碳和共享经济理念[10]，民众

还自发进行技能等价交换，既保留了濒临失传的民间

技艺，又建立了良好的社区睦邻关系。 

2.5  社会创新与社区营造模式 

社区结构优化是贝丁顿社区主要社会创新点，社

区内 1/3 的房屋用于公共设施，1/3 用于出租，剩下

的房屋以传统售房方式售卖。“三分之一”的社区结构

搭建了社区居民与外界的桥梁，为社区不同团体的交

流提供便利，设计师设计的公共空间形成流动性的社

区结构[11]。 

沃邦社区的社区营造更强调通过民众参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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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让民众了解“学习型规划”的优势，并让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这种方式让沃邦社区的构建更具弹

性。沃邦社区还组织一系列生态讲座与生态示范区参

观活动，将可持续理念渗透到社区发展的每个细节。 

英国人把托特尼斯称为"The Paradise"（有中国学

者翻译成“世外桃源”），也被作为转型设计的典型代

表，掀起了一场转型城镇运动[12]。托特尼斯在社区内

发行了“转型货币”，社区货币有利于贸易保护、鼓励

消费和储蓄的发展，使资源在社区尽可能地保留，为

地方公共服务提供金融积累[13]。托特尼斯推行的社区

土地信托制度使社区土地得到了更合理的利用。除此

之外，长期的国外食品进口促生了本地食物运动，托

特尼斯建设灵活运作的粮食系统，推广符合当地生产

的低碳粮食种植方法。托特尼斯小镇之所以能够成

功，不仅是因为满足了人们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设想，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社会创新将低碳社区建设思

路推向到政治层面，自下而上的模式满足了大多数利

益群体的需求。 

3  低碳社区的系统设计原则与社会创新模式 

3.1  低碳社区的系统设计原则 

1）社区空间布局模式优化。西方的社区专家曾

通过借鉴欧洲传统城市高密度的空间形态，针对西方

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紧缩城市理论[14]。低碳

社区的建设可以考虑贝丁顿社区的“邻里结构”，以步

行距离为基础优化社区空间[15]，形成高密度的步行社

区，既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法规，又促进社区居民

之间的联系，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 

2）推行绿色交通计划。低碳社区需要建立良好

的公共交通网络，加大自行车与人行道的宽度，推动

“步行者优先”的策略；在路边加大充电站的建设，增

加电动汽车的使用量；在政策上，社区可制定更高的

汽车尾气排放标准降低空气污染。 

3）友善对待原有自然环境。低碳社区的建设应

尽量保留原有基地的自然环境，减少建设过程中对环

境的破坏，使用环保建筑材料，进行合理开发，废弃

物与污染物要采取符和环保标准的处理方式，减少对

生态环境的冲击。 

4）降低能源消耗，发展再生能源。节能技术是

低碳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技术革新优化社

区能源系统，提高能量转化率。社区建筑应该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水能、

太阳能，把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作为社区建设的

基本原则。 

5）民众参与的社区多方合作机制。可以发现，

国外低碳社区的共性是把多元合作和民众参与作为

社区营造的重点。通过民众参与和民众管理，使低碳

理念深入人心。低碳社区规划的有效实施,需要明确

社区规划中各主体的职责和组织关系，实现多种工作

方式的协调统一。 

3.2  低碳社区建设的社会创新模式 

1）实现政府、市场、民众三方协作。低碳社区

的规划与构建涵盖物质支持，政策保障行为，行为层

面落实。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完善低碳社区的相应

制度，从宏观上组织、执行和监督低碳化进程，自上

而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加强各阶层、集团

和社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低碳产业合作[16]。从

市场层面上，借助市场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积极推动低碳产业技术革新，施行污染处理承包制，

通过创造新的合作平台，推动新的社区发展模式。作

为社区的主体，居民应形成绿色消费方式，在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民众自下而上参

与社区建设与管理活动中，对社区环境进行一些自主

和灵活的设计和改造，这不仅能形成新型社区交往关

系，体现人情化、合理化，而且积极地响应了节能减

排的号召。一些专家把民众参与的意义比喻成“城市

杠杆”[17]，民众致力于社区内能源、废弃物处理、交

通等事务，管理者和设计者通过分析民众低碳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使思维从个人理想、个人技术思维模式

转向大众思维模式，提高了决策和规划的针对性和现

实性。民众获得了主动权，成为最大受益者，也给规

划者、设计者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操作模式，使其深刻

认识到社区现在和将来要面临的挑战。 

2）发展基于本地资源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低

碳社区的建设需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通过评估

当地资源的现状，提出低碳生产经营策略。很多社区

由于种种原因，当地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很多

生产技术与经营模式相对落后，不仅造成了环境污

染，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居民生活并没有切实

得到改善。通过自下而上的协作式社会创新促进促成

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打破原有经营瓶颈，推动社

区低碳产业发展。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发生在不同的社

会行动参与者之间，通过打破固有的思考和行动模式

来解决问题。低碳社区可通过整合不同专业和学科的

优势，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合理规划社区、生态旅游

开发、信息与物流网络建设、产品与服务系统整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综合工作方法，建立一个基于

本地资源的社会创新平台，增强当地居民的环境意

识、文化自主意识和低碳产业创新意识。 

3）推动合作式社区服务关系。建立合作式社会

服务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区关系，通过建立社区

居民、社团、志愿者、设计师之间的联系，从不同的

立场出发投身于低碳社区服务的创建，催生一种绿色

发展经济模式和低碳社区维护机制，包括参与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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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的协同和互助，也包括主要由志愿服务和有偿服

务构成的纵向合作。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社区环境，推

动相关服务举措，例如，共享菜园计划，垃圾志愿清

理活动，二手物品交换活动。合作式的社区服务关系

既缓解了环境压力，同时也创造新的社会价值。 

4  结语 

低碳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必行之路，当前

低碳理念已不知不觉的融入到各个研究领域中。低碳

社区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政府、

市场、公众之间高效的协作方式，通过社会创新推动

低碳社区的社区空间布局、交通模式、生态环境、社

区机制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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