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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總統阿德裡安痛

徹心扉，他眼中仇恨的火焰隨著身體快速

的衰竭而漸漸地熄滅了。

他倒下了，他倒在了菲尼亞徹底解放

的前夜。

第10章  雞犬不留（第2節）
哈利維雅戰役中日軍的暴行點燃了菲

尼亞人民復仇的怒火。

在美第6集團軍約20萬人的主導下，

在美第7艦隊艦炮的強大火力支援下，在

美國第7、第3艦隊航空兵的掩護下，菲尼

亞各類抗日武裝從北部的大明島、中部群

島、南部群島發起了對日軍的全面進攻。

在大明島上以菲尼亞北部戰區為主的抗日

軍民，對日軍的戰鬥最為英勇和堅決。因

為這裡的人民遭受日軍的迫害最殘酷，特

別是這裡的人幾乎都有親人在哈利維雅被

害，在家仇國恨之下，這裡抗日武裝中流

傳著一個不是命令的命令：不接受日本魔

鬼的投降，把他們殺的雞犬不留。

當有人問什麼叫雞犬不留時。

得到的回答是：「日本人的狗要扒

皮、雞要開膛。聽明白了嗎？」

山下奉文司令官認為只要他率領的菲

尼亞35萬日軍不投降，就能牽制美軍減輕

日本本土的壓力。已經是強弩之末的日軍

決心拚死一搏，美軍也是全力以赴，菲尼

亞抗日武裝更是要誓死報仇。隨著沿海日

軍的陣地被美軍的猛烈炮火一個個摧毀，

驚恐萬狀的日軍不得不蜷縮在大明島北

部、克拉克以西和哈利維雅以東的山區。

在補給線被掐斷，缺少武器彈藥的情況

下，日軍也開始了痛苦的游擊作戰。

日軍跟美菲聯軍進行了無數次大大小

小的戰鬥。

美菲聯軍戰鬥的目的就是為了摧毀日

本的補給線。隨著日本聯合艦隊的覆滅，

日本海上和空軍運輸能力已經失去，不僅

運兵無法實現，運輸武器彈藥和補給也無

法進行。比如，菲尼亞戰役進行中，日軍

運輸船隊穿過美軍的海空封鎖，企圖把第

26師團運到菲尼亞戰場。但是運輸船隊還

在途中就被美軍的潛艇擊沉了8艘，有一半

的士兵葬身海底。最後登島的士兵連500人

都不到，還都是赤手空拳，因為他們不是

被運送到島上的，而是游到島上的。到日

本宣佈投降的時候，13000人的26師團，只

有16人還活著！

在美軍龐大艦隊的封鎖下，在菲尼亞

人的怒火下。等待日軍的只有兩條路餓死

和戰死，他們連投降的機會都沒有。那些

可恨又可憐的日軍已經跟本土完全隔絕，

外界供應全部中斷，他們連一粒米、一顆

子彈都得不到。在此情況下，菲尼亞日軍

司令官山下奉文，給部下下達"自謀出路"

的命令。

窮途末路的日軍只能去當地居民家裡

搶奪，可是菲尼亞人早就恨透了這些無惡

不作的侵略軍。那些飢腸轆轆的日本人看

到的是菲尼亞人民一張張仇恨的面孔、和

一桿桿鋼槍、以及從槍管裡射出的憤怒的

子彈。

而當時的日本人手裡雖說也有槍，可

很快大多數槍裡就沒有了子彈，那些凶殘

無比的日本兵就像拔掉牙齒的猛獸，連野

狗都不如。數以萬計的日軍士兵只能躲避

在叢林中，他們每天都有人死於飢餓，每

天都有人患上瘧疾。為了活下去，很多日

本士兵開始向手裡還有點食物的戰友痛下

殺手，最後甚至把戰友視為「糧食」。

從1944年10月萊特島美軍登陸，到

1945年8月日軍投降。山窮水盡的日軍苦

撐了將近一年，死亡高達45萬人。作為一

名戰士，他們很多都沒有開過一槍，他

們不是戰死的，而是被餓死病死的（戰後

日本厚生省的二戰資料這樣記載：「一半

以上的供奉在靖國神社的英靈並非死於

戰場，而是在飢餓與病困的地獄掙扎而

死！」）。

在麥克阿瑟率領著美菲部隊一個島一

個島的清剿菲尼亞日軍時，硫磺島上的苦

戰還在進行著。在栗林忠道中將的統一指

揮下，約2.3萬日軍沒有在登陸的灘頭與美

軍拚殺，而是憑借折缽山和元山的有利地

形，依托堅固的工事實施縱深防禦。

（二○三）

上海、深圳之後
武漢也要推「工業上樓」 

深圳、上海等一線城市大規模推廣

「工業上樓」之後，越來越多城市開始

跟進。

最近，武漢印發《關於加快推進

「工業上樓」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

《實施方案》）並提出，到2025年，建

成工業樓宇200萬平方米以上，新貢獻工

業總產值200億元以上，新增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200家以上。

此外，繼2023年5月合肥高新區躋

身安徽省首批「工業上樓」試點，2024

年伊始，合肥高新區南崗科技成果加速

器北區等「工業上樓」項目正式開工建

設，總投資約16.9億元，預計2026年6月

建成。

而一個月前的「2023現代都市工

業發展大會」上，成都也接連發佈三份

與「工業上樓」密切相關的文件——

《關於推動「工業上樓」實施意見（試

行）》《現代都市工業發展行動計劃》

《都市工業產業地圖》。

事實上，以「工業上樓」為代表

的「都市工業」並非新概念，甚至早在

1998年「都市型工業」一詞，就在國內

首見於彼時上海市經委的文件。

次年，上海還曾計劃建設以「都市

工業為特色的工業體系」。

但過去二十多年，都市工業並沒有

快速發展，反而各地將產業向各類園區

集中，城區中心則是服務業聚集。為什

麼近期，越來越多城市，開始不斷加碼「工

業上樓」？

為什麼要「工業上樓」？
不同於傳統模式下的單層工廠，「工

業上樓」指的是通過滿足生產工藝、產業需

求，考慮設備減振及樓層載重、層高等，合

理增加廠房層數，讓研發、設計、生產在多

層或高層樓宇中進行。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3年中國

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6.16%。

在不少業內專家看來，目前形勢下不少

城市需要空間重塑，而「工業上樓」的作用

也被寄予厚望。

多年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

院長李曉江一直反對城市大量興建超高層住

宅，特別是四五十層及以上的，在他看來，

這類住宅不論從消防安全、居住體驗還是節

能環保層面，都存在問題。

而大量興建超高層的根源，則在於城市

用地的分配方式。

「超高層住宅越來越多，容積率不斷

提升，重要原因在於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

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但不少城市，每年可

以出讓的建設用地指標有限，地方追求總的

土地出讓收入，就會轉向追求每一塊地的

收入，提升容積率意味著可以增加財政收

入。」李曉江對表示。

但是，很多城市的建設用地是否已經緊

張到必須興建超高層住宅，維持單位面積住

宅用地的較高開發強度，才能讓城市有效運

轉？

在李曉江看來，不少城市一方面建設用

地緊張，另一方面則存在工業用地使用效率

低的問題。他說，「工業用地實際上是地方

政府稅收的重要來源，且為城市創造了大量

的GDP。所以相比住宅用地，工業用地的定

價非常低。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地方對於工

業用地的提供非常慷慨，而不少企業則在允

許範圍內尋求最大面積的工業用地，造成了

部分閒置和浪費。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逐漸意

識到這一問題，開始收回這類閒置土地，重

新佈局。」

李曉江認為，「工業上樓」實際上是集

約化利用工業用地的一種重要方式。「城市

空間主要分為生產空間、生活配套空間和生

態空間。目前我國整體策略是，在城市內要

不斷加大生活配套空間和生態空間，提升居

民幸福感、保護生態。而只有更加集約化使

用工業用地，才能逐步增大生活配套空間和

生態空間的比例。」李曉江說。

在廣東城規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宇嘉看來，「工業上樓」是集約化發展的

一項重要措施。他說，「企業如果是平面生

產空間的擴張，上下游產業鏈如果漫長，就

無法集中在產業園區。而對於產能比較大的

企業來講，如果擴產時候沒有廠房，可能出

現被迫外遷的情況。」

成本控制與產業升級
而部分城市的工業用地現狀，已經迫使

其加速推廣「工業上樓」。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CDI）

研究員宋丁告訴，土地開發強度國際公認的

警戒線是30%，但深圳已經達到了50%。為解

決這一問題，當下深圳開始設立「飛地」，

比如與汕尾共同建設深汕特別合作區，另一

方面則是大力推進「工業上樓」。

2022年11月，深圳發佈「工業上樓」優

質廠房空間建設「5年計劃」，宣佈從2022年

起，將連續5年，每年通過「工業上樓」模式

建設2000萬平方米高品質、低租金、定制化

的產業空間。

而深圳「工業上樓」另外一層目的在

於，將廠房成本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上述

「5年計劃」還明確，所有「工業上樓」廠

房租金不超過35元/月/平方米，年漲幅不超過

5%。成都面積為14355平方千米，武漢面積為

8569.15平方千米，而深圳面積僅為1997.47 平

方千米。

2022年發佈的武漢第三次國土調查公

報顯示，「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和交通運輸用

地」占比為23.9%，而成都第三次國土調查公

報顯示，「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和交通運輸用

地」占比為22.33%，兩城都未達到30%的警戒

線。

相比深圳用地的緊張程度，不少分析

認為，武漢、成都等城市工業用地的「餘

額」，還遠沒有到達非常緊張的地步。

在李宇嘉看來，部分地方還對「工業上

樓」，寄予了產業升級的期望。

武漢的《實施方案》聚焦「精密小輕」

產業，明確重點發展光電子信息、新能源與

智能網聯汽車零部件、高端醫療器械與生命

健康、高端裝備、北斗與空天信息，以及人

工智能、大數據、量子科技等新興產業和腦

科學與類腦智能、未來生物製造、下一代網

絡、精準醫療等未來產業。

成都「工業上樓」的重點建設項目之一

是高新區芯光智造園，其以集成電路/光電通

信為主導，容積率上限提至4.2，為一般項目

3倍，建成達產後畝均固投強度可達2200萬

元，畝均營收可達2000萬元。

李曉江分析，雖然「工業上樓」在城市

空間重塑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並非每個城市

的產業結構都能大規模推廣，更非每個行業

都適用，因地制宜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即使推出吸納新產業的政

策，一個地區既有產業結構不可能在短時間

出現巨大調整，而將傳統工業佈局與「工業

上樓」相適應，仍然是一道難題。

有業內專家直言，上海、深圳等地推進

「工業上樓」的優勢在於集聚了不少「輕薄

短小」的高科技產業，但武漢傳統的鋼鐵、

機械等產業占比較大，非常「重」，「上

樓」很難。

推廣仍存難度
從2022年11月至今，深圳發佈「工業上

樓」優質廠房空間建設「5年計劃」，已有

一年多時間，各區均取得一定成果。比如，

2023年，龍崗區共推出12個「工業上樓」項

目，建設超600萬平方米的優質產業空間，總

面積位居全市第一。

目前看，深圳不少區域已經探索出一定

經驗。

參與過珠三角區域「工業上樓」項目的

合一城市更新集團董事總經理羅宇對媒體表

示，「工業上樓」新政能助力盤活存量「工

改工」項目。「我們觀察到部分原來停滯的

『工改工』項目，在2023年成功調整為城市

更新『工業上樓』項目，其中亦有涉及運營

困難房企的項目，通過『工業上樓』政策走

出困境。」羅宇透露。

但「工業上樓」，目前仍存在一些挑

戰，相對較高的安全標準就是其需要直面

的。

「『工業上樓』絕不能把居住空間和

生產空間混合，過去就發生過工人睡在車間

樓上的情況，其實這樣風險是很大的，建築

結構要和工業的類型之間配套。此外，由於

是垂直發展，工業樓宇對於消防安全的要求

非常高。」李曉江說。較高的消防和安全要

求，也意味著需要更高的投入。

武漢的《實施方案》顯示，為了支持

「工業上樓」，對新入駐且每平方米產值達

到1.5萬元、2.5萬元、3.5萬元的工業企業（含

軟件企業），分別按實際租金的10%、20%、

30%給予補貼，單個企業每年最高補貼30萬

元。

但不少參與過深圳等珠三角地區「工業

上樓」的行業人士表示，這樣的補助幅度仍

然不夠。

宋丁坦言，「工業上樓」項目總體上呈

現投資大、週期長、成本高、風險高、回報

低的問題，不論園區既有企業還是新入駐的

企業，對於政策是否穩定和可持續、特定空

間佈局及系統能否符合生產流程的要求，綜

合成本是否可控，配套是否完善，能否留得

住人和企業等問題，仍然存在疑慮，導致一

些市場主體還存在觀望情緒。

李宇嘉說，原來重化工企業不太適合

「工業上樓」，因為生產設備比較重型，現

在升級以後，生產設備日益輕型化，甚至無

煙化，在這種情況下，就為「工業上樓」提

供了可能。但他也坦言，對企業而言，這需

要較大投入。除此之外，還需要提供生活配

套服務設施。

他說，「『工業上樓』還需要對原有產

業鏈佈局重新調整，要重新集聚上下游配套

產業，這對部分市場主體，意味著還需要追

加更多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