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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著名城市的滨江地区开发一样，随着上海城市综合功能

的发展和再开发及黄浦江两岸规划和综合开发的不断推进，其两岸的

功能逐步从原来的以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工业企业为主转到以金融

贸易、旅游文化、生态居住为主，实现了从生产性到综合服务性的功

能转换。

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即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项目位于上海

市虹口区北外滩地区的汇山地块，是整体规划建设的项目，基地南临

黄浦江，原为仓储码头用地，其北侧为住宅、办公综合用地，隔杨树

浦路以北为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了北外滩汇山地块的功能定位为国际

航运贸易服务集聚区，主要发展国际航运贸易、航运保险、商务办公、

政府服务、信息咨询、银行和会展等核心功能，体现航运服务业的规

模效应；同时结合滨江公共活动空间，适当发展文化、娱乐、休闲和

商业服务等配套功能。作为北外滩地区的办公城，其西侧与国际航运

中心相交辉映，代表着黄浦江公众水运文化的起点，并以游艇港池塑

造游乐型水滨的典型风貌。基地广泛容纳了办公、会展设施、公寓式

酒店、航运娱乐及商业设施，由大型公共开放绿地和大面积内港水面

构成其框架背景。这个规划框架的具体构成包括尺度宜人的街道、宏

大的城市开发建筑群落、绿树成荫的街景、开阔的水景和公共广场，

沿道路区域将成为城市夜生活的中心，而若干历史建筑在经过改造之

后将为画廊与精品零售店提供场所。

1 开发内容

项目重要的区位特点使之成为雄心勃勃的北外滩城市开发极其重

要的一个环节。目标在于创造高效、整体、高品质的城市空间，保证

城市公共利益和开发者的利益。

基地内计划开发总面积约为 50 万 m2 的建筑容量。在南北向进

深较为狭窄的用地上布置有前后两排共 14 幢商办建筑，在总体布局

中充分利用基地内外的景观资源，结合规划的要求将基地内部的建筑

围绕港池分为南北两排，前后排建筑错位布置以确保获得最佳的景观

视角，并共同对港池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

2 城市设计的开放性原则

当代城市设计强调通过三维形态的组合机制有效地组织多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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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高效、集约地使用土地，创造特色空间，在重要城市区域、空

间节点产生催化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并推动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约翰·伦德·寇耿在《城市营造——21 世纪

城市设计的九项原则》中，强调了开放性原则的三个领域：栖息地和

自然系统、休闲娱乐以及自然的存在感。[1]

虽然日显衰败，但黄浦江北外滩码头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

去，同时占据着紧邻黄浦江的外滩风貌区北沿以及面向小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的绝佳区位，将街道、公共空间、滨水空间整合并有效利用，这也

成为吸引开发投资的一个主要途径。本项目将独特的自然资源和黄浦江

码头区的悠久历史感充分整合，这也是总体规划设计中最突出的亮点。

首先，突出强化航运港口文化和滨江特色，独创性地设计了

2.1 万 m 2、 能停泊百余艘游艇的内港，水面标高在 7.5m 的平台上，

其下方为地下一层停车库。游艇港池与黄浦江之间为 50m 宽放射形

布局的滨江公共绿地，二者之间通过船闸相连，港池水体与黄浦江水

体形成极具趣味性的互动关系。

东西港池的设计将黄浦江水直接引入基地，游艇通过船闸可以从

黄浦江上行停泊在基地办公楼前。一方面增加了公共空间的丰富性和

趣味性，形成内部开放空间，并与西侧国际客运中心大绿地一起，在

北外滩地区形成“西绿东水”的开放空间整体格局；另一方面则进一

步强调了本地块的航运文化氛围，成为航运功能的展示平台。

港池的设计借鉴了国外多个滨江港池（如英国伦敦的金丝雀码头、

芝加哥湖滨区改造、巴尔的摩内港与中心商务区等）的成功经验，成

为北外滩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通过东西港池的设计，整个用地建筑

都被水环绕，强化了水文化和空间布局的重新整合，有机地融为一体，

创造出新的特色。将建筑、环境、人与自然尤其是与水面的关系拉至

最近，再现了古诗“门泊东吴万里船”中生机盎然、欢快明亮、景观

远叠的诗一样的意境。

设计将滨江第一层面建筑底层架空，增强了滨江空间景观与城市

腹地之间的连续性和通透性；地下商业、地面和地上三个层次形成步

行空间；营造滨水空间及亲水步行系统。在临街的楼层中将街道、古树、

地下商业空间、游艇港池和商务办公入口有机地组织起来，由十几栋

高层建筑沿港池布置形成空间的界面，构成多样的滨水空间，如高层

建筑下方骑楼般的宽敞步行木栈道，或是架空层下近似漂浮的水景平

台，基地的滨水空间与广场上的绿色植被和建筑首层所设的咖啡馆、

西餐厅等商业休闲设施并存，形成适合停留、活动的城市“客厅”。

基地拥有沿黄浦江展开的近 800m 长的景观长廊，鉴于基地南侧

的防汛墙顶标高为 7m，考虑到景观的效果，各建筑单体均坐落在高

出防汛墙的 7.5m 标高平台上，高出周边市政道路的标高近 4m。为

满足公共可达性，从公平路轮渡站、公交站以及相邻地块往来的市民

可通过室外大台阶及坡道到达更高标高的滨水开放空间，形成一个立

体的基地广场，增强人流、港池与黄浦江水景的视觉联系。

3 建筑品质与空间形态创造

配合沿江景观层次控制的统一要求，沿黄浦江前排建筑高度控

制在 45m 左右，后排建筑根据规划要求及周边建筑的情况并结合天

际线进行设计，其高度由十余米至 180m 不等，其中有 2 幢高度为

100m、1 幢高度为 180m 的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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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排建筑在形态上相互错位，点式、横板式和纵板式相间，

呈现灵活的布局，既使立面层次富于变化，又充分利用了不同角度上

的沿江景观视线。其中直接面临黄浦江的南排建筑均为纵向联立的点

式建筑，留出内部港池与南侧滨江绿地之间相互呼应的视觉走廊，同

时尽量以底层架空的方式来开辟滨水景观窗口。

作为上海金融航运“两个中心”建设之一的配套项目，办公建筑

功能定位起点高，而传统外滩的金融建筑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的严格限

制，已无法提供更先进、更大面积的办公空间。本项目满足了对新的

城市发展功能空间的迫切需求，提供了先进且适合现代商务办公需要

的开放式、大面积建筑空间，同时与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相连通，针对

复杂的城市要素和自然条件来整合创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

建成的上海航运中心是矗立在水边的现代高层办公建筑，它适应

的是现代航运服务企业的需求，强调公共性与独立性的良好平衡。其

中独立特征是企业追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需解决企业需求与土地

利用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多元化需求和遵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独立性与可识别性体现为独立内部竖向交通、大堂及出入口，本

质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平面设计需充分利用沿江景观及有

利朝向，同时提供中庭、空中花园等公共交流平台，并注重自身内部

区域的氛围营造，体现现代办公的适应性及交流性，使得其办公环境

相对现有高级办公楼环境有质的提升。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共用大堂水平或竖向的集合法。考虑规

模的可接受程度，每个单元的建筑面积为 1.5 万 m2，建筑高度在

50~100m，多为双拼办公或竖向集合。设计打破传统写字楼大平层的

布局构成，将办公单元立体地集合起来，各办公单元通过共享室内外

平台互相联系，完成由内部私密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过渡。办公楼采用

弹性化设计是为了适应企业对办公楼多样化的需求和市场可能出现的

各式变化。通过连廊进行单元组合时电梯厅也可相互组合，解决单元

组合的交通需求。

与西侧上海国际客运中心、新外滩花园一起延续几公里的建筑群

体代表了上海城市功能的再生，不仅是码头区复兴的象征，也成为上

海城市时空发展的标志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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