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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三座“绿”建筑

Three Green Buildings in Shenzhen

近两年，深圳的三座“绿”建筑引起业界普遍关注，成为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它们分别是万科地产的总部

“万科中心”、招商地产总部的“南海意库3号楼”以及深圳建科院的“建科大楼”（笔者参与设计）。可以说，这

三座建筑从某种程度代表了绿色建筑在全国的领先水准，也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各自的价值取向。

万科中心——绿色的乌托邦

位于大梅沙的万科中心历经了多轮方案竞赛，最后，美国著名建筑师斯蒂文·霍尔的设计方案被王石“一眼相

中”。建筑师斯蒂文·霍尔有着卓越的设计才能，并能做到主动结合“绿色”技术，但其本身并非专长于“绿色”的

建筑师。于是，与一些“务实”的思路相比，万科中心更像是一座哲学意义上的“绿”建筑。建筑似乎“摆脱了地心

引力”， 底层全部架空，悬浮于大地之上，实现了极致的通透感，最大限度地表达着开放空间、归还绿地、联通自然

的绿色理念，以至于王石曾在某次公共活动中说这样的设计正符合万科对市民开放和自然亲近的理念，而万科中心也

正以这种雄心勃勃的姿态展示了地产领军企业的非凡气度和创造力！但这个“绿色”的代价不菲，“像造桥梁一样造

房子”必须依赖复杂的技术和高昂的成本，绝非一般建筑可以仿效。对于更多想要“绿”的建筑来说，万科中心如同

一个“美丽的神话”，人们在欣赏、喜爱之余，难免会自问：“我们也可以这样吗？”

南海意库3号楼——旧建筑的绿色再造

南海意库3号楼是招商地产的总部办公楼，由原来的蛇口三洋厂房改造而成，建筑的里里外外被大刀阔斧地改

变，以富有亲和力的全新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建筑融入了绿色建筑技术，并在外观上刻意地增加阶梯式绿化和屋顶

通风塔，用直观的“绿色标签”强化其意义。

该建筑的最大意义也许不在于其绿色技术是否成功，而在于“保留”二字。建筑需要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草率

的拆除和不必要的新建往往造成无法弥补的浪费，不论随后用了多少绿色技术，也难算作“绿色”的行为。因此在这

个“厌旧”的时代，“保留”就是绿色！

原本的3号厂房并不具有“遗产”的价值，其改造成本据说也超过了原址重建的费用，但恰恰因为如此，“保

留”才更显得有意义！从3号厂房起步，招商地产又接连改造了旁边几座厂房，让蛇口的小街在大尺度、现代化的城

市背景下多了份悠闲、宜人的景色。稍感惋惜的是，3号楼在改造中仅留下了原来的基础和承重结构，没有在人们能

感知的部位留存任何历史记忆，让“保留”的概念少了些动人的魅力。

南海意库万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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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大楼——低成本的空间创意

作为三座建筑中唯一一座非地产企业办公楼，建科大楼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所以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走本土

化、低成本的“绿色”道路。建科大楼的外观如同搭积木的游戏，从下到上，实验室、报告厅、办公区等多种功能体

量堆叠而起，似乎不加修饰，却又精心表达着建筑体量的动态生成。

建科大楼运用了约40项技术措施，并在设计上充分挖掘了建筑空间本身对“绿色”的价值。建筑的东侧呈巨大

的凹口，东南风可以被引入建筑内部，自然光线渗透至建筑的核心区域；建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室内走廊，取而代

之的是每层都有一个兼具交通、会谈、休闲功能的半室外平台；建筑的楼梯对外敞开，覆盖着通透的遮阳架，从而

让大家乐于回归步行的交通方式，极大地减少了电梯的使用频率；建筑的大堂没有围墙、不设空调，用阴凉、开放

的空间设计适应深圳的气候——建筑更像是一个有着园林属性的空间组群，内与外的分界模糊散淡，人与自然的相

遇处处可见。

建科大楼的实施质量也许不算很好，大量的灰空间也略微降低了建筑的使用率，部分空间在少数天气状况下的舒

适度也需要提升，但大楼的设计把人们更多的活动引至室外的灰空间，并通过风、光、热的设计思考减少了人们对空

调和人工照明的依赖。建筑用空间设计引导着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低成本的策略实现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深圳的这三座“绿” 建筑作为探路者，为中国的绿色建筑实践摸索和积累了不少经验。相信随着绿色环保意识

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从里到外都披上“绿”色的建筑。

          图片来源：万科中心图片来源于网络，其余为作者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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