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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西安， “八水绕长安”诗一般的画面便会浮现在眼前。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选址便位于八水之一的灞水岸边，它与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址隔河相望。基地西侧紧邻我们在2009年设

计的苏陕金融中心，东侧是香江集团开发的商业用地。

1  项目概况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我国政策性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

具有较强的政府行为，紧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本次设计招标内容

主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办公大楼和开发银行总行数据中

心两大部分。办公人员编制按照600人设计，拟建总建筑面积约5.5

万m2，建筑结构高度控制在100m以内。

2  设计构思和创意

在招标现场的答疑会上，业主明确指出：由于建筑自身面积的

局限，周边已有或在建的项目规模相对较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建

筑体量和标志性的问题。这一要求也成为本次设计的重点和难点。

要想在有限的面积下突出建筑形象，必须通过建筑自身形态的

变化来解决。用地周边建筑都是矩形或长方形体量，所以我们的设

计不应是相同或相类似的。带着之前设计苏陕金融中心的经验，我

们开始从历史文脉和滨水建筑特点方面寻找设计的切入点。

2.1 建筑意向

我们提取了“塔”的造型作为建筑设计的主要意向。退台形

式的主体建筑由下向上逐渐收分，高耸挺拔，气势恢弘，主体建筑

雄姿新装念盛世，柳岸塔影忆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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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古代楼阁式塔的经典比例，与隔河相望的世博园“长安塔”遥相

呼应，二者相得益彰，突显出古城西安浑厚的文化底蕴。裙房部分则

由下向上逐渐放宽，形态舒展大气。主体和裙房建筑形态一正一反、

一主一次，形成了生动有机的构图。二者的建筑形态也可理解成传统

计量器皿“斗”和“升”的意向，暗示出积玉堆金、财富积累的美好

寓意，同时表达出了事物从无到有、不断上升、可持续发展的意向。

这些构思与开发银行的企业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步步高升，蒸蒸日

上。

主体建筑顶部“斗”状玻璃体玲珑剔透，宛若镶嵌着一枚璀璨的

水晶。华灯初上的城市夜幕中，分外夺目，成为城市夜景中一笔令人

向往的亮色。

2.2 建筑肌理

由于周边建筑外墙面均为玻璃幕墙，我们采用了相对实的外墙面

肌理，尤其是高层主体基座部分以实墙面为主，厚重有力。主体和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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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外表皮建筑语言表达一致。水平条形窗使内部人员获得了一览无

余的观景条件，也暗示出塔式建筑的立面意向。层间设置倒三角形的

水平遮阳百叶，在技术上考虑环保节能的同时也强化了阁楼式塔的细

部形象。

2.3 建筑色彩

西安常年的气候特征为阴天多雾，灰色成为西安城市的主色调。

伴随着微风细雨，城市显得更加沧桑，浓郁的历史文化感扑面而来。

为了配合整体的城市色彩风格，我们采用了冷灰色作为建筑整体色彩

主基调，这也与金融建筑沉稳凝重、安全的特殊气质不谋而合。

3  总平面布局特征

由于用地相对紧张，为了与整体设计立意相呼应，同时最大程度

地为更多的房间争取朝向宽广的水面，平面呈梯形的高层主体面向灞

河布置在灞柳西路一侧，数据机房独立布置在用地南侧，形成了北高

南低的建筑空间形态。此种布局从功能方面也实现两个分离：主体办

公和数据机房分离；地下机动车库和数据机房在垂直方向分离（数据

机房范围内的地下室部分不布置机动车库）。

沿河一侧主体建筑东北和西北两侧形成办公和营业各自的入口广

场，在避免了办公人行流线和业务办理流线交叉干扰的同时，在沿河

的城市景观中营造出开放的都市生活景象。宽敞的入口广场用梯形的

大台阶连接城市道路，成为建筑与沿河步行景观的延续，有意识突出

的入口空间尺度和形态变化，带给人们以较强的震撼力。

4  内部功能组织

主体建筑地上部分由下向上分为三个区：公共区、办公会议区和

银行家俱乐部。首层至三层的公共区主要包括：礼仪性大堂、办公大

堂、对外营业部分； 四至五层布置数据中心办公区，与南侧数据机房

区域平接，方便彼此之间的联系。五至二十层为内部业务办公和多种

规格的会议用房，其中十八至二十层为高管办公区。顶层布置银行家

俱乐部，南侧裙房布置数据中心机房，地下室布置职工餐厅和机动车

停车库。

5  结语

虽然我们从激烈的竞赛中胜出，然而获胜之余更多的是对滨水建

筑、金融建筑设计方法的反思和总结，最重要的是坚定了在今后的设

计中应该把发掘建筑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作为设计的出发点，立足于特

定的时间、空间和场所，设计出不一样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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