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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综合体的高密度人居环境协同营建

以上海虹桥世界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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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 ， 公共建筑 曰趋复合 、

紧凑和开放 。 面向城市与建筑一体化发展的需求 ， 更

为复杂和综合的设计任务也赋予项 目 核心建筑师的角

色以新内涵 ：

通过设计有效平衡政府 目标 、 公众利益

和开发商需 求已成 为工作重点 。
文章以 Ｕ Ａ 尤安设计

近年完成的上海虹桥世界中心为例 ， 通过对项 目 工作

线索的梳理 ， 来讨论城市综合体这
一重要 的城市开发

模式和公共建筑类型如何以
“

协同效应
”

来实现经济 、

环境和社会维度的价值创造 ， 并成为改善 高密度城市

人居环境的共建平 台 。 随后 ，

以城市治理视 角 ， 从运

营模式调整 、公共服务植入和城市价值输 出三个方面 ，

参照 国外成功经验来对项 目 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提 出展

望 。 最后 ， 通过项 目 的得失分析 ， 指出协同营 建的成

功既需要建筑师自下而上 的主动协调 ， 更需要政府 自

上而下的正确 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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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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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ｃｔ ｕｒｅ ２０ ２０／４ １ ５７

项 目 概况

项 目 名称 ： 上海虹桥世界中心

项 目地点 ： 上海青浦区 诸光路 １ ５８ ８弄

项 目 功能 ： 商业 、 办公 、 酒店

建筑面积 ：

８２２ １３ ０ｍ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１ ３ ． ０９／ ２０ １８ ． １ ２

设计单位 ：

ＵＡ 尤安设计

合作设计单位 ：

凯达环球建筑事务所 （
Ｃ＃ 、 Ｈ＃ 、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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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 （
ｊ 〇 ｈ ｎ Ｒ ．Ｔｏ ｄ ｄ） 、 政府代表哈维 ． 威利

．

科 比特

（ Ｈ ａ ｒｖｅ ｙＷ ｉ ｌ

ｅ
ｙ 
Ｃｏ ｒ

ｂｅ ｔ ｔ ） 和建筑师代表雷蒙德 ？ 胡德

（
Ｒａ

ｙ
ｍ ｏｎ ｄＨｏｏｄ ） 。 正是三方诉求的不断碰撞与交融 ，

才成就了如今纽约最 富有活力的街区 。 回顾历史 ， 洛

克菲勒 中心成功的秘诀 即是在核心建筑 师雷蒙德
■ 胡

德的积极斡旋下 ， 基于多方诉求找到 的
“

中 间道路
”

：

打造高 品质的公共空 间 ， 营造城市 中 的场所氛围 ，
通

过生活模式的创造激发公共活力 ，

最终 实现
“

城市的

胜利
＂

从而创造伟大财富 。

随 着中 国政府 的治理转型与开发 商的认知提升 ，

政府 、 开发商与建筑师之间传统的线形 合作模式 ，
正

在向更利于核心建筑师发挥引领作用的环形合作模式

转变 。 在
一些重要的城市综合体项 目 中 ， 项 目 核心建

筑师开始做 出积极 的尝试主动地平衡多方诉求 ，

ＵＡ

尤安设计近年完成的虹桥世界中心正是 其中 的代表案

例 （ 见图 １

￣ 图 ３） 。

１ ． ３ 虹桥世界中心的新实践

虹桥世界 中心位于上海未 来的西部经济中心虹桥

商务区 ，

毗邻虹桥交通枢纽 ，

紧靠 国家会展中心 。 该

项 目 由绿地控股集团与融信集团联合开发 ，

邀请 ８ 家

国 内外著名事务所
２

参与投标
，

经 ３ 轮 比选 ， Ｕ Ａ 尤

安设计的
“

向 阳花
”

方案最终胜 出 ， 并历经 ６ 年打磨

于 ２０ １ ９ 年顺利落成 （ 见 图 ４ ） 。

由于地处城市要冲 ，

虹桥世界中心的设计必须要

回应政府 、 开发商和未来用户 的多方需 求 。 首先 ，
政

府将项 目定位为 国家会展中心的配套 多功能商务 区 ，

因而格外关注其整体形象 ； 又 因项 目 地处飞机频繁起

落的上 海门 户 ，

政府还要求其第五立面 有鲜明形 象 ，

能与 国家会展 中心的
“

四叶草
”

外形相辉映 。 其次 ，

面对开 发商的投 资回报期许 ，
项 目 在航空限高 ４０ｍ

的条件下 ， 仍被要求 实现 ２ ． ５ 的容积率
３

， 并需要特

１
． 虹桥世界中心 （

＂

向阳花
”

） 与国家会展中心 （

“

四叶草
”

）
航拍

２ ． 虹桥世界中心南侧入 口广场

３ ．政府 、 开发商与建筑师合作模式转变

４ ．组成
■ ■

向 阳花
”

的建筑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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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Ｔｈ ｅ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ｇ 
ｕｎ ｉ

ｔ
ｓ ｏ ｆ

＂

Ｓ ｕｎ ｆｌ ｏｗｅ ｒ

＂

１ 高密度人居环境下的核心建筑师角 色

１ ．
１ 城市建设发展 的新趋势

中 国在 高速城镇化浪潮 的推动 下 ，

城市建设与经

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然而 ， 粗放型发展

模式也引发了城市的环境和社会 问题 ：

一方面 ， 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催生了 资源浪费 、 生态恶化和交通拥

堵
［ ”

；

另一方面 ， 资本和权力各行其是 的市 场逻辑使

得城市面临人文失范 、 尺度失控和原创缺位
［２ ］

。 随着

中 国城市发展步入新时代 ，

如何促进城市提质与人居

环境改善成为关键议题 。

在 手段上 ，

城市设计将 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基

础 性支 撑 ， 并 改善 和提升城市文化 内涵和人居环境

品质
［３

＿

５ ］

。 在模式上 ，

公交导 向开 发 （
ＴＯＤ

） 与我 国

的发展进度 及人 口 密度相契 合 ， 能实现城市功能混合

的紧凑 布局 并鼓励步行出行
［

１ ’

５ ４ １

。

城市综合体是适应上述发展趋势和需要 的产 物 ：

一方面 ， 其城市设计尺度的体量和规模具有整合城市

空间与资源 的巨大能量
［７

＿８］

；
另一方面 ， 其

“

混合使用
”

开发模式是 实现高密度人居环境下复合 、 紧凑和开放

的土地利用 以及有机延续城市基础设施的保证
［９ ＇ ” ］

。

更为复杂与综合 的设计任务 ， 引发 了建筑师工作方式

的转变 ， 核心建筑师引 领的 多方协作设计模式
１

已经

取代 了传统的项 目建筑师负责模式 。

１ ．２ 核心建筑师角 色新 内涵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 目 标
，

城市综合体需要 兼顾

经济 、 环境和社会维度 的平衡 。 为此
，

项 目核心建筑

师势必将改 变角色内涵与工作重点 ， 并将直面更大的

挑战和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
［ １ ２＃

。 被公认为当代城市

综合体典范 的纽约洛克 菲勒 中心 ， 即是在核心建筑师

引领下通过 多方协作实现的 。

这一伟大建筑是 由洛克菲勒家族授权的委 员会实

际操盘 ，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三人包括开发商代表约翰 ？

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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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关注建筑形态 与功 能租售之间的平衡 。
最后

，

项 目

主要 功能包括面 向世界五百强企业 的总部办公 ，

和与

之相 匹配的高端酒店 、 公 寓和商业 ，

如何在大尺 度的

地块中 营造尺度 宜人 的多元化社区也是设计的难点 。

面对强形象与多功能 、 低限高与高容积 、 大尺度

与小社区等方面 的多重 矛盾 ， ＵＡ 建 筑师 团队
４

交 出

了优秀的答卷 。 设计巧妙利用小尺度建筑进行有机排

列 ， 通过
“

花心
” “

花瓣
”“

绿叶
”

等单体组合成极具

辨识度的整体平面形象 ， 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层次丰

富的公共空 间 。 这项核心策略可谓
一

举三得 ，

既满足

政府诉求
，

在形象上与
“

四叶草
”

遥相呼应 ； 又契合

开发商需求 ， 将建筑分割成符合市场需求且可供灵活

租售的合理单元 ； 更关键的是理顺所在区域的城市肌

理并创造全新文脉 ，

为虹桥商务区的人居环境营造做

出积极贡献 。

２ 城市综 合体作为人居环境 的共建平 台

城市综合体是 以地产经营 为基础 ，

以持续开发 为

理念 ， 复合城市四 大基本 功能 （ 居住 、 工作 、 游憩和

交通 ） 中至少三类
，

并通过激活城市公共空 间 、 高效

组织步行系统 ， 实现 以经济集聚 、 资源整合和社会治

理为 目 标的城 市系统
［

１ ４］

。 作 为一种 利用经济手段来

解决城市 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伟 大创造 ， 城市综合体

的核心价值在于
“

１ ＋ １
＞２

”

的协同效应
［

１ ５
１

（ 见 图 ５  ） 。

虹桥世界 中心作 为改善所在 区域人 居环境的共建平

台 ， 在项 目核心建筑师的引领下 ， 借助有效的设计手

段实现协同效应 ， 在满足多方诉求的同时创造经济 、

环境和社会维度的价值 。 接下来 ， 笔者将结合有关人

士的访谈 ，

对虹桥世界 中心在经济 、 环境和社会维度

的价值创造展开讨论 ， 并从治理维度分析项 目 的有待

提升之处 。

２ ． １ 经济维度的价值创造

为打造良性商办 生态并带动 区域经济增长 ，

虹桥

世界 中心的功能定位经论证最终细化 为四种针对不 同

规模企业的办公
５

，

配合国家会展中心的大体量商业 ，

以及配套的酒店和公寓 。 为促进不同功能的协同作用

并规避潜在 的干扰 影响 ，

Ｕ Ａ 建筑师团队在项 目 的形

体组合 、 流线梳理和技术实现上反复推敲 。

２ ．

１
．

１ 面向功能需求的形体单元

对 建筑造型与 功能 需求的 平衡是发挥 功能协同

的基础 条件 。 看似 自 然生长 的总体布局 实则暗含玄

机 ： 整个项 目被精心划分为若干契合各功能需求且兼

顾经济回报的形体单元 （ 见图 ６ ）。

“

花心
”

部分 由三

个接近正方形的体量组合 而成 ， 每个体量均为单层面

积 ２０００ｍ
２

的总部级办公空间 ，
并 以 ４４ ｍ 通高 的共

享活动大 堂连接成为
一

个整体 。

“

花瓣
”

部分则被划

分 为 ８ 个平面接近矩形的独立单体 ，

单层面积控制在

１ ６００ ｍ
２
？

１８００ ｍ
２

， 符合 中高端 办公空 间的运营及

使用需求 。 此外
，

“

花叶
”

部分 的普通办公 以及公寓 、

酒店和商业等功能 ，

采用进深合理的组团设计 ， 并通

过屋顶的
一

体化设计实现形态归整 。

２ ．

１
． ２组织合理高效的各类流线

在功能拆分的基础上 ， 合理高效的流线组织有助

于促进各功能单元 间的直接和间接支持 。 设计巧妙地

组织了车流 （ 物流 ）
、人流和景观轴线 （ 见图 ７） ： 首先 ，

结合周边城市交通设 置组成三大功能 分区
６

边界的 内

部快捷车行道 路 ， 并 向各分区 内探入
“

舌头
”

组织后

勤交通流线 ， 串联 六部分地下车库 的出入 口 。 功能区

的划分在将互为直接支持的功能并置 的同时 ，
也将存

在干扰和潜在冲突的功能区隔 。 其次 ， 各分区内分别设

置一条连接城市的人流步行动线 ，

保证各 自的独立性与

开放性 。 最后 ， 借助贯通基地的景观轴线 ， 将三条人流

步行动线便捷串 联 ， 从而促进不同 区块间的间接支持 。

２ ．

１
． ３借助技术实现的成本控制

在设计深化过程中 ， 为保证整体的建成品质并降

低施工难度 ，

ＵＡ 建筑 师团队主动借助数字设计技术
，

对建筑的大量 曲面造型进行优化以控制成本 。 通过对

项 目数字模 型
７

的反复计算和调整 ， 最终 ９５％ 的三维

曲线被简化为二维 曲线或直线 ， 仅在
“

花心
”

转 角处

等特殊部位使用了 曲面幕墙 ， 极大降低了 造价 。 此外
，

建筑师在幕墙设计和深化过程中主动与甲方建筑师和

其他设计提供方进行无缝协作
，

发挥了 建筑师的控制

力 ， 特别是现场服务 和及 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为项 目

顺利进展及最终效果的呈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２． ２ 环境维度的价值创造

城市综合体通过盈利性功 能
？的多元组合实现的

收益倍增 ， 可在城市高密度核心区域支撑能够改善城

市环境但不能产生直接收益的绿化和公共空间 ， 而更

好的环境又有助于增加整体经济收益 ，

形成良性循环 。

响应虹桥商务 区
“

绿色低碳
”

的整体定位 ，

Ｕ Ａ 建筑

师团队将
“

绿色
”

确定为核心设计理念之一 ， 通过空

间设计 、 技术协作和资源整合来创造环境维度的价值 。

２ ．２ ．

１
创造绿色开阔的室外花园

项 目在高容积和低限高 的矛盾下 ， 依旧成功实现

了 多层次的室外立体绿化空 间 ，

从而保证了宜人 的外

部环境和空间品质 。
８ 片

“

花瓣
”

采用 了朝向
“

花心
”

的退台设计 ， 既为单体建筑的各层办公 区域退让 出大

面积的露台花园 ， 也为紧密排列 的建 筑间退让出开 阔

的地 上公 园 ， 高低错落 的绿地构成呼吸
“

绿谷
”

，
有

效改善微气候并缓解建筑体量带来的压迫感 ， 同时也

为楼宇内 的使用者提供开阔的景观视野与丰富的休憩

空 间（
见图 ８ ） 。 优美的环境也更契合高端办公的定位 ，

将有助于吸引企业级购房者青睐 。

２ ． ２ ． ２ 获得绿色认证的设计协作

项 目 的
“

花心
”

单体在 建筑师 与机电设计 师紧

密配合下 ， 依靠出色的节能技术使用获得 Ｌ Ｅ ＥＤ 金色

认证
。 考虑到夹在三部分总 部办公间的

“

人
”

字形

中 庭 的采光需 要 ， 其顶部全部采 用玻璃 采光顶 ， 并

结合 电动开 启扇 ， 保证高温天气的绿色 节能 。 为 在

透明干净 的空间 中 安置机电设 备 ， ＵＡ 建筑师团队联

合各方多番讨论后将顶部天窗抬升 １１ ００ｍｍ 并外推

１５００
ｍｍ

， 为设 备放置 创造 出 隐蔽 的凹槽 ， 兼顾绿

５ ．城市综合体协 同效应框架

６ ．虹桥世界中心总布局

７ ．虹桥世界中心、流线图 解

８ ．
“

花瓣
”

与
“

花心
”

间的绿谷空间

５ ．Ｓ ｙｎｅ ｒｇ ｉ ｓｔ ｉ 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ｒａ ｍｅｗｏ ｒｋ ｏ ｆｍ ｉ ｘｅｄ
－

ｕｓ ｅｃｏｍｐ
ｌｅｘ

６． Ｇ ｅｎｅ ｒａ ｌ  ｌａｙ ｏｕ
ｔ ｏｆ Ｈｏｎ ｇｑ ｉａｏＷｏ ｒ ｌｄＣｅｎｔ 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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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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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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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色与美观 。 总部办公空间的外立面幕墙 ， 也根据光评

数据数 次调 整遮 阳百叶造型 ，

最终采用保证进光量的

水平 向设计 （ 见图 ９ 、 图 １ ０ ） 。

２ ．２ ． ３ 提供开放共享的服务设施

虹桥世界中心作为国家会展 中心的配套商务 区 ，

还充分考虑了 通过提供服务设施 ， 实现区域城市资源

的共享 ， 促使土地利用更 为紧凑和高效 。 项 目 的核心

公共空间绿谷呈流畅 的弧形 ， 正对会展 中心的主入 口 ，

成为 整个区域共享 的城市花 园 。 内设的大型商业也考

虑与会展 中心展销功能配合 ， 现为
“

绿地商 品贸易港
”

，

直接承接
“

中国 国际进 口博览会
”

外溢 的财富 。 为缓

解国家会展 中心的交通压力
，

项 目 还提供 ５０００ 个地

下共享车位 ， 并借助内部快捷道路疏导车流与城市道

路高效连接 。 尽 管 因为规划 原 因没能 实现地下 连通
，

空 中架设 的天桥仍将项 目 与国家会展 中心直接相连 。

开放共享的服务 支撑也将为项 目带来 更多人流 。

２ ．３ 社会维度的价值创造

城市综合体蕴含的巨大能量 ， 还能作为撬动区域

更 新的杠杆 ， 改变社群结 构并提升整体氛围 。 通过促

进社会活动 ， 城市综合体可以融入城市文脉 ，
更可 以

传承 、 发扬甚至改进城市文脉 。 契合虹桥商务区
“

产

城融合
”

的发展 目 标 ，

Ｕ Ａ 建筑师团队将
“

共享
”

作

为另一核心设计理念 ，

通过 曰常联结 、 街区塑造和空

间复合来实现社会维度的价值 。

２ ．３ ．
１ 创造面向大众的社区服务

ＵＡ 建筑师团队在设计伊始就将项 目如何为公众服

务作为考虑重点 ， 并非常重视使用者的 曰常性体验
９

。

虽然项 目 功能的重心围绕办公
，

但除却办公人群 ， 社

会公众的 日常需求也被涵纳在 内 。 除独立的大型商 业

之外
，

“

花心
” “

花瓣
” “

花叶
”

办公的地面层和局部

二层也布置有面 向城市的 零售 、 超市 、 餐饮 、 休闲 、

教 育等商 业服务功 能
，
以填补周边社区 的空缺 。 实

际 运营 中 ， 餐饮店 的外摆区生意 颇 为火爆 ， 并吸 引

了 周边 居民的 到访 。 创造 美好城市生活和 空间美 学

塑 造与地产开发追 求利润 和控 制成本并不 矛盾 ， 核

心建筑师的责任就在 于与 多方 良好沟通并 通过创 造

性 的设计来解决 各方 之间看似冲 突的 问题 ， 既能保

障开 发商 的利益 和政 府的诉求 ， 也能 让运营者和使

用者从中 获益＇

２ ． ３ ．２ 塑造亲切 宜人 的街区氛围

为增 加街区空间的人气与活力 ，

设计在平 、 立 、

剖三个维 度上反复打磨建筑室内外空间 。 建筑平面 的

有机造型形成多处 内凹的口袋空间 ， 成为广场 、 绿地 、

商业外摆 等活动驻 留点 。 各建筑的高宽 比及立面分 隔

契合人 的尺度 ， 并有 助于吸引视线和丰富感知 ，

如
“

花

瓣
”

立面上采用由外向 里密度渐变的斜撑设计 ， 并将

其间隔结合内外视线推演确定为三扇玻璃之宽 。 在剖

面关系上 ，

“

花瓣
”

剖面 呈中部 突出 的鼓形 ，
内 收部

分用于创造近地活动 空间 与高 区视线关联 ；

“

花心
”

一层外立面向外倾斜形成草坡 ， 与
“

花瓣
”

的内侧退

台共同包裹绿谷空 间 。 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 ， 绿谷两

侧原本未规划为商业的首层办公空 间也自发入驻了 不

少餐饮 、 零售和便利店 ，

这正是街区步行氛 围营造成

功的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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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 ｕｒｅ ２ ０２ ０／４１ ６ １

９ ． 内部街区步行环境

１０ ．
“

花心
”

大堂自然通风系统与细部设计

１ １ ．
“

花瓣
”

办公建筑外部空间

９． Ｐｅｄ ｅｓ ｔ ｒ
ｉａｎｅｎ ｖｉ

ｒｏ ｎｍｅ ｎｔ
 ｉ ｎｔ

ｈｅ ｉｎ ｎ ｅｒ ｂｌ ｏｃ ｋ

１ ０ ．Ｎ ａ ｔｕ ｒａ ｌ ｖｅｎ ｔ ｉ ｌａｔ ｉ ｏ ｎ ｓ ｙｓｔ ｅｍ  ａｎ ｄｄｅ ｔａ ｉ ｌ ｄ ｅｓ ｉｇ ｎｏｆ 

＂

Ｐ ｉ ｓ ｔ ｉ ｌ

＂

ｈ ａ ｌ ｌ

１ １
．Ｅｘｔ ｅｒ

ｉｏｒ  ｓｐ ａｃｅ ｏｆ 

＂

Ｐｅ
ｔ
ａ ｌ

＂

ｏ ｆｆｉｃｅｂｕ ｉ ｌ ｄ ｉｎ ｇ

２ ． ３ ． ３ 营造复合使用的共享空间

位于场地中心的
“

花心
”

大堂作为复合 多种使 用

功能的共享空 间
，

也成为聚合可能性 、 富集城市性的

发生器 。 其既作为总部办公的接待空间 ，
也是综合体

共享的临时活动与展览 空间 。 这处 ４４ｍ 通 高的 中庭

由三片悬索玻璃幕墙围合而成 ， 每片幕墙通过两侧三

维弯折 的
“

象牙
”

结构及底部倒 Ｕ 型的门式结构支撑 ，

加 之被 费心隐藏的机电设备 ， 确保了 正对国家会展 中

心、的轴线和 另两条场地景观轴线的视线通透 。
三面开

敞的空 间在全方位吸纳各类人流的同时 ，

也将周边场

地的层次 、 关系和感知都包容于 内 。

“

花心
”

顶部还

布置 了 由空 中连廊跨越中庭联系三个办公体块的总部

会所 ，

丰富了空 间中的视线与整体的活动 关联 。 除
“

花

心、

”

之外 ，

“

花瓣
”

之间为满足消防规范而设置 的室外

连廊也被打造 为开放的复合空间 （
见图 １ １ 、 图 １ ２ ）。

虹桥世界 中心建成至今仅
一

年时 间 ，

“

花心
”

大

堂 已受到了许多活动运营 方的青睐 ，

“

花瓣
”

办公还

吸引 来 《 欢乐颂 》 等剧组取景拍摄 ，

这正是项 目社会

影响力 的体现 。

３ 以城市治理为 目标 的可持续运 营管理

在现场走访和访谈 的过程中 ， 笔者发现虹桥世界

中心建成后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要实现经济 、

环境 、 社会维度的互促共臝 ， 仅靠对建筑空间的精心

打磨是不够的 ，

从开发建设到 曰常使用的各个阶段 ，

都需要对处在三个维度交界面的空 间 、 服务和场所的

运营管理持续投入 ， 在时间维度上聚 合政府 、 开发商 、

运营管理机构 、 使用者等多方力量创造治理维度的协

同效应 ， 才能 实现项 目 和城市的共同可持续发 展 。

３ ．
１ 运营模式的动态调整

项 目投入使 用后的运营情况存在不少 有待提升之

处 ， 办公 区域的下部配套商业招商并未通盘考虑 ， 现

多为连锁餐饮和便 利店等 自发入驻的 中低端业 态 ，

吸

引力不足且与项 目 的定位存在落差 。 此外 ， 公共空间

运营 管理也有待提升 ，

绿化选择欠妥且未设置 休息座

椅 ， 曰 常维护不足且缺乏 整体运营的活动填充 。

曰本东京二子玉川 Ｒ ｉ ｓｅ
？
是通过 活动运营打造全

时活力的成功代表 。 运营 商东急不动产精心打造和维

护室外商业空 间 、 屋顶花 园以及二子玉川公 园 ， 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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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周边社区居 民曰 常活动 场所 。 其还出 资举办 了丰

富而又高 品质的主题活动 ， 如每周末的儿童音乐演奏

会 ，

以及 多摩川花火晚会 、 圣诞节灯会 、 国际电影节

展览会等年度庆典 ， 甚至还有多摩川流域研讨会等具

有
一

定学术性的活动 。 每次活动举办 ， 都能使客流置

成倍增长
，

经长期运营二子玉 川 Ｒ ｉ ｓｅ 已成为一个极

具吸 引 力的城市 性聚集点 。

３ ．２ 公共服 务的有 机植入

整个项 目 中对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场所较少 。 在

谈及
“

花心
”

大堂时 ， 项 目 核心建筑师提及在概念设

计中 ，

通高中 庭被架起至二层 ，

一层基座 为综合服务

层
， 在成为园区工作人员交流的核心空 间之外 ，

也可

作 为促进与周边社区互动的公共场所 ， 并与建筑顶层

的企业总部会所
一起成为联 系整体的核心空 间 。最终

，

由于开发商销售型办公产 品的定位 ， 这一面向公众的

自 持运 营型公共服务功能 未能实现 。

“

花心
”

中庭 曾

考虑设置的 多功能 舞台也因为难于管理 改为雕塑 。
此

外 ， 原设计概念 中 为促进场所营造将会展中心 、

“

花心
”

及商业和酒店功能 串联 的二 层天桥系统也出 于相似的

考虑未能落地 。

曰本 东京的六 本木新城
１
２

在公共服务 的有机植入

上堪称典范 。 项 目 自 建成起 ， 就成为城市热门景 点 ，

在便捷 的交通与有活力 的商业之外 ，
最重要 的吸 引力

来 自 向市 民开放的广场 、 庭院等公共空间 以及两个专

门设置的公共文化设施 ： 森美术馆和朝 曰 电视台 。 森

美术馆位于森大厦顶层 ，
是 曰本最高的 室内美术馆 ，

已成为东京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地标之
一

， 每天吸引着

大量观光客前来 。 朝 曰电视台作为动画 片天地 留有许

多人的童年记忆 ， 其专 门开放的展览功能带来了 巨大

人流
，

显著提升项 目 的区域影响力
［ １ ６＂ ８１

。

３ ．３ 城市价值 的持续输出

项 目 预期的社区营建 尚 未完全达成 ， 由总部经济

产生的对虹桥开发 区 、 上海 乃至长三 角地区的辐射力

也还需时间 。 项 目吸 引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进驻计划的推

进较为缓慢 ， 已进驻企业的级别参差不齐 ；
同时

， 项

目 中 开展的活动多为企业间 （
Ｂ２ Ｂ

）
的交 流

， 缺乏企

业与客户间 （ Ｂ ２Ｃ
） 的交流 ， 因而 产生的社会影响能

级尚 未达到预期 。

曰本大阪 Ｇｒａ ｎ ｄＦ ｒｏｎｔ

１
２是通过社会合作充分辐射

城市 ， 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潜 力 的表率 。 面向公 众需求 ，

在政府引导下 ， 借助开发商之手 ，
项 目北座 中庭最终

成为以
“

智慧创造
”

为主题的文化据点 ：
包含展厅 、

剧场 、 共享办公 、 会议 、 沙 龙等功能 的
“

知识之都
”

。

知识之都进驻了 众多科研院校 、 研究所 、
文艺 团体 ，

也引入 了部分政府机构与科技公 司 ， 并通过专门 成立

的运营机构管理
，

为相遇与交流创造机会
，

为互联与

革新提供土壤 。 其与综合体中 的商业 、 办公有机结合 ，

并依托周边轨道 交通 以及铁路交通的城市资源 ， 将影

响力辐射至整个 大阪地区乃 至全国范围
［１ ９ １

。

４ 虹桥世界 中心协同 营建的得失与启示

城市综合体作为 高密 度人 居环境协同 营 建的平

台
，

其协同效应的实现
，

需要政府 、 开发商 、 规划 师 、

建筑师 、 设计分包单位 、 施工 单位 、 商业 策划机构 、

运营管理机构等各方的积极合作 。
这种合作 既需要 自

下而上的主动协调 ， 更需要 自上而下的正确 引导 。

４． １ 技术推动 的设计协同

虹桥世界中心复杂形体空 间和功能的高 实现度 归

功于技术 的进步 。 令人 印 象深刻的是 ，

ＵＡ 建筑 师团

队并未借助技术盲 目追求炫酷 的建筑呈现 ，

反而投入

了极大的精力借助新技术优化 建筑形态 并控制施工成

本 。 进入 ２ １ 世纪 以来 ，

建筑各 工种 的协同合 作在数

字技术的进步下更 为高效 ，
这使得建筑师可 以从容应

对更 为庞大和 复杂 的设计项 目
，

也有了 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来与原本较 少接触但 与建筑落地息息相关的单位

相斡旋 ， 并利 用专业知识更好地控制设计和推进多方

协作 。 在上述背景下 ， 核心建筑师应主动承担设计总

包 的工作 ， 以城市设计和公众利益为出发点 ，

以建成

效果 和成本控制 为导向 ， 协调各设计分包单位 ， 并适

度延伸服务界面 ，

积极介入施工管理和后期跟踪 （
见

图 １ ３ 、 图１ ４ ） 。

４．２ 宏观定位与城市 发展

当 下 ， 虹桥世界中心面临 的问题是 实际运营效果

与预期存在差距 。 产生这
一

问题 的根源 ， 需要从更 为

宏观的层面挖掘 。 早年 ， 在虹桥幵发 区有关国家会展

中心的专家讨论会上
，
郑时龄院士 曾质 疑虹桥开发区

作为上海第三中心的观点 ， 并指 出其 更应成为联系长

三角的重要节点 。 正是区域定位 的偏 差
，

造成 了虹桥

世界 中心 目 前招商所面 临的困境 ， 国家会展中心大 量

未饱和的 闲置时段 ，

难 以吸 引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的入驻 。

实际上 ， 若能充分利 用国家会展中心的资源优势 ， 聚

集长三角地 区的人 、 物 、 信息流
，

并借助虹桥枢纽的

交通优势扩 大辐射范 围才能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 在此

背景 下
，

虹桥世界 中心作为配套商务区的定位才能充

分发挥 ， 并吸引长三 角地区一流企业入驻
，

从而在进

博会以外的曰 常时段承担区域联结的作用 。

城市综合体 在治理维度上的协同作用
，

离不开政

府从开发 到运营全过程的 自上而下的 引导 。 诚如虹桥

世界 中心项 目设计主创王进在访谈中提 及 ，

“

地产 开

发的核心驱动力与建筑师的理想城市之 间需要寻求平

衡 。

”

那么
，

政府将成为拨动平衡点 的决定性力量 。

（
致谢

：

感谢郑时龄院士 ， Ｕ Ａ 尤安设计董事陈磊先生 、
设计总监

王进先生等接受采访 。 感谢 Ｕ Ａ 尤安设计杨存霞女士和魏祎先生

安排的现场参观和提供的项 目 资料 。 感谢蒋妤婷参与本文的文字

和图 片 整理工作 。
）

（ 图 片 来源 ： 图 １ 来源
：

绿地控股集团 ； 图 ２
、 图 ４

、 图 ６
、 图 ８

？

图 １ ４ 来源 ：

ＵＡ 尤安设计 ； 图 ３ 、 图 ５ 来源 ：

王桢栋
； 图 ７ 来源 ：

改绘 自 ＵＡ 尤安设计的供图 ）

注释 ：

１


“

协作设计
”

的概念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日本 ， 是指两个

以上的建筑师以协作方式设计位于同一地区内 的一组建筑 。

２４ 家国际事务所为波特曼建筑设计事务所 （
Ｐｏ ｒｔｍａｎ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ｔ ｓ ） 、

凯达环球建筑事务所 （
Ａｅ ｄ ａ ｓ

） 、 伍兹贝格建筑事务所
（
Ｗ ｏ ｏ ｄ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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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ｃ ｔｕ ｒｅ ２０２ ０／ ４１６３

１ ２ ．
“

花心
”

大堂内 （ 左 ） 与外
（
右

）

１ ３ ．
“

花心
”

建筑水平遮阳细部设计

１４ ．
“

花心
”

建筑入口空间

１ ２ ．  Ｉｎ ｓ
ｉｄ ｅ  （

ｌｅｆｔ
）  ａｎｄｏ ｕｔ

ｓ
ｉ ｄｅ （ ｒ

ｉ

ｇ
ｈ ｔ

）ｏｆ 

＂

Ｐ ｉｓ
ｔ

ｉ ｌ

＂

ｈａ ｌ ｌ

１ ３ ． Ｄｅｔａ ｉ ｌ ｄｅｓ ｉ

ｇ ｎ ｏｆ  ｔｈｅｈｏ ｒ
ｉｚｏｎｔ ａ ｌ 

ｓ ｕ ｎｓ ｈａｄ ｅｆｏ ｒ


＂

Ｐ ｉ

ｓｔ
ｉ ｌ

＂

ｂ ｕ ｉ ｌ ｄ ｉｎ ｇ

１ ４． Ｅｎｔ ｒａｎｃｅ ｓ ｐ ａｃｅ ｏｆ 

＂

Ｐ ｉ

ｓｔ
ｉ ｌ

＂

ｂｕ ｉ ｌ ｄ ｉ ｎｇ

Ｂ ａｇ ｏ ｔ
）
、 日建设计 （

Ｎ ｉ

ｋｋｅ ｎ Ｓｅ ｋ ｋｅ ｉ

）

；４ 家国内事务所为 ＪＷＤＡ

骏地设计、
ＵＤ Ｇ联创设计、

ＵＡ 尤安设计、
现代都市建筑设计院 。

３２ ． ５ 容积率的同类项目通常会达到 ６ ０
ｍ
？

７０
ｍ 的建筑高度 。

４ 以核心建筑师
（
ＰＤ

）

王进和周隽呈 、 技术总控 （
ＰＡ

）
张庭栋 、 项

目经理
（

ＰＭ
）沈策为核心团队 ，下配多名建筑师 （ 杨珅菡 、张瑞阳 、

周隽呈 、 郑勇桥 、 索艳 、 俞燕 、 周涛 、 魏祎 、 万航 、 林方 、 闫雪花 、

李昌龙 ）
。

５ 总部办公
（
超大企业

）
、 甲级创意办公

（
大型企业

）
、 甲级办公

（
中

型企业
）
、 普通办公

（
ＬＯ ＦＴ

） （
微小型企业 ） 。

６ 三个分区功能为 ： 西区商业综合体 、 五星级酒店 、 公寓式酒店 ，

中部中高端办公 ， 东区 ＬＯ ＦＴ 功能 。

７ 整体模型分为 ４ 块 ， 由 ４ 个建筑师分别 负 责 ３ 方案初期采用

Ｒ ｈ ｉｎ ｏ 软件推敲形体 ， 中期采用 Ｇｒ ａ ｓｓ ｈ ｏｐ ｐｅ
ｒ 深化立面 、 幕墙 ，

后期采用 ＣＡ Ｄ＋Ｒ ｅｖ ｉｔ 绘制工程图纸及最终建模 ， 实现三维模型

和二维图纸的无缝对接 。

⑧ 城市综合体中的盈利性功能 ， 主要是指以 盈利为主要 目的 功能 ，

包括 ：

零售
、
餐饮、 娱乐 、 办公、 酒店 、 公寓等功能子系统 。

相对的非盈利性功能往往无法产生经济收益或者是不能够产生

满足其运营成本的收益 ， 包括 ：

休闲空间 、 公园 及公共绿地 、

公共服务 、 交通换乘等功能子系统 。

９ 来源于对 ＵＡ 尤安设计董事 、
总经理陈磊的访谈 。

１０ 来源于对 ＵＡ 尤安设计事业＿部设计总监 、 虹桥世界中心项目 设

计主创王进的访谈 。

？ 二子玉川 Ｒｉ ｓ ｅ 位于东京都市田谷区 （
都市再开发促进区

）
， 由东

急不动产
、
东急电铁开发建设 ，

分两期于 ２０ １ ０ 年与 ２０ １ ５ 年建成 ，

总建筑面积约 ４２３ ６０ ０ｍ
２

。 其是大井町线 、 东急田 园都市线二

子玉川站的 上盖城市综合体 ，

以一条主要动线自西向东串联了

轨交站点 、 商业、 公交枢纽 、 住宅、 办公以及二子玉川公园 。

？ 六本木新城 （ 亦名六本木之丘 ） 位于东京都港区 （ 都市再开发

促进区 ） ， 由森大厦株式会社开发 ， 于 ２ ００ ３ 年竣工开业 ，

总建

筑面积约 ３８ ０
１
０ ５ｍ

２

， 是集住宅 、 酒店 、
办公、 商业 、

娱乐于

一体的综合性开发项目 。

？ Ｇ ｒａｎ ｄ Ｆ ｒｏ ｎ
ｔ 位于大阪车站北区大深町

（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区 ） ，

由政府及多 家民间企业联合开发 ， 于 ２０ １
３ 年建成 ，

总建筑面积

约 ４８ ３ ００ ０ｍ
２

。 其所在区是集合了大阪火车站、 阪急梅田火车

站以 及轨道交通御堂筋线梅田站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 项目通过

二层步道与大阪站直接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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