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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韦平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并兼院方案创作工作室（UFo）主持建筑师。现

为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长。

主要研究领域：城市设计、大型公共建筑、机场航站楼等建筑类型。

主要代表作品：北京图书大厦及其扩建工程、西单文化广场、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奥林匹克中心区下沉广场（中国花园）、北京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中国驻印度新使馆等。其中多项作品获国家、住建部和北京市等各类设计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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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特质决定设计创意

AT：北京凤凰国际媒体中心由莫比乌斯环而来的创意可谓是非常夺人眼球，让人想到伊东丰雄先生设

计的仙台媒体中心，那个收纳各种媒体与信息的架子，树状的支柱和通透的空间充满着艺术与灵动。不同

于中国通常意义上的广电建筑，请问您在凤凰国际媒体中心设计中，希望体现一个怎样的具有“凤凰”特

质的媒体建筑？

邵韦平：这个可以从“凤凰卫视”本身的特点说起。凤凰电视台是在中国香港这样一个境内有特殊开放性

地区注册的电视台。首先，它不是国内传统意义上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辖的官办电视台，而是一个纯民

营的电视机构，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决定了它和中国通常电视台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二点，北京凤凰国际媒

体中心并不是一个播出机构，只是凤凰卫视驻北京的总部，并担负一些录制工作，它的播出机构在香港。

如果从更大的角度看，“凤凰卫视”这个媒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官办媒体的经

营模式，而以一种以民营并上市融资的方式来运作一个媒体机构。因而它也更具有一种开放透明和创新独立的

现代媒体企业文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式的官办模式。

凤凰这些独特的企业特征成为我们设计灵感的重要源泉，我们的方案也正是应对这种特殊的功能需求与经

营理念，力图通过独特的莫比乌斯环建筑概念来展现凤凰所具有的文化精神。

AT：广电建筑由于其特殊的工艺流程，使得不同功能空间的组织非常重要。凤凰国际媒体中心设计中因

自身担负录制功能的特点，在空间组织上与常规的广电建筑有哪些不同？

邵韦平：从整体规模布局上说，主要考虑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契合。凤凰国际媒体中心功能主要由媒体办

公和演播制作两部分组成，其中媒体办公是需要日照和采光通风的，而演播厅则需要安静，对采光的要求并不

高。另一个因素即基地西北侧有几栋现状民宅，对日照有严格要求。我们正好利用这两个因素，将建筑设计为

南高北低，即南侧为主要办公楼，满足其采光通风的要求，同时作为城市噪音的屏障；北侧为演播区，正好处

在主楼的阴影里，合理地避开日照线，也不会影响后面住宅的日照需求。

从功能组织来说，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个建筑有自身的特殊性，它基本不是一种直播台而是一个预录制的

媒体建筑，不像直播台那样有精确、严格的流程要求，可以相对比较宽松一些。因此作为这样一个录播节目的

基地，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它的灵活性、可参与性、开放性，以及更有助于展示和宣传自身的设置。为了使相对

独立的两部分建筑形成有机的整体，我们通过一个环形外壳，把这两个功能单元形体有机结合，统筹在一个整

体的空间中。建筑内部，地面层和地下一层相互连通。由于这种安排，在两个单元之间形成富有表现力的西中

庭和东中庭空间，观众可以充分感受、体验这个建筑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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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凤凰国际媒体中心以强调开放、公众参与为特点，那么您在设计中，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强调其独特的

开放性和与公众的密切交往，并给予观众充分体验的？

邵韦平：我想开放性体现在几方面。一方面是建筑形态与环境的融合，如此圆润的外表轮廓线，与公园、

不同角度的街道都能更好地契合。形体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拱门，将行人引向内部的广场，这种建筑处理其实

都从形式上向人们表达了一种开放的姿态，而不是一个需要警卫层层控制的深宅大院。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概

念，设想这里是没有围墙的，就像公园里的一个公共设施，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走到这个建筑中来。

另一方面从内部的功能设置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有关开放性的考虑。凤凰卫视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主持人

与节目，我们将一些演播厅或是工作场景展现给观众，相信它们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我们还安排了很多交流体

验的空间，如屋顶平台、通天梯、中庭的环坡，这些设施与众不同，不仅具有丰富、装饰空间的作用，同时独

特的空间效果也给人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享受。

另外我们还考虑很多互动的设施，包括商店、餐饮服务、主楼顶部的会所、观光平台，还有一些表现现代

媒体传播艺术的一些装置、衍生产品，使人能够全方位地享受媒体和建筑所带来的愉悦。

AT：媒体建筑的开放性固然是很重要的，但随之而来需要考虑的就是开放与封闭部分的分隔，在您的设计

中是如何区分这两部分的？

邵韦平：我们尽量在两者间找到平衡，在建筑南侧的主楼部分为比较独立的办公区，是标准的办公模式；

北侧为两层的演播区，工作人员由底层进入演播厅做节目，上面夹层则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一些观察窗

看到演播厅的现场。这是立体分隔的方式，在空间上做了很多细微的处理。另外我们还设立体验性的开放办公

场所，设计了专门的参观体验流线，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凤凰的演播制作过程。

AT：凤凰国际媒体中心所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紧邻朝阳公园，俯视整个建筑掩映于绿色之中，但当从人

视角度看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请问设计如此大的体量与其较单一的几何形，如何考虑人与建筑的关系？

邵韦平：我们是从微观和宏观的不同需求来考虑的。一方面在细节设计上，对于如此大的体型，设计要考

虑到人近距离观察时，其构件尺寸不至于太夸张而失控。无论是钢结构的处理还是玻璃幕墙细节，我们都考虑

了适宜的尺度和人的感受。只要我们把细部做到位，就不会担心人们接受不了这个建筑。

另一方面从造型设计上，这样一个相对内敛的、逐渐内收的建筑形态，是比较有亲和力的，它没有拒人千

里之外的感觉，这些都考虑了建筑与人的关系。这一点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数字化、精细化设计

AT：从目前的施工照片可以看到，包裹在整个建筑外面的钢构架非常巨大而复杂，这是否成为您结构设计

的主要难点，设计过程中进行了哪些结构优化？

邵韦平：由于建筑独特的构思，使我们走上了非线性设计的方向，即不是按照常规的二维控制来完成，它

是一个完全基于数字技术、全三维设计的成果，包括表皮的线型、几何尺寸、构件、幕墙的唯一性，都要通过

数字手段进行加工，这个技术难度是前所未有的。无论给设计，还是生产、安装都带来极大的挑战，迫使我们

用一种以前从未使用的方法来做这个设计，也正是数字化设计带来了整个建筑的奇妙结果。

建筑结构体系分两部分，一个是建筑外壳自身的钢结构骨架，另一个则是内部两个独立单元的钢筋混凝土

结构。外壳的结构为自由曲面，而主楼的结构柱也并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保证办公平面的无柱效果，结构外

柱沿自由体型表皮呈弧线布置。这些都具有极高的技术挑战，但我们也最终攻克了难关。外壳结构与幕墙的结

合是我们的一个首创，外壳结构钢骨架是一个双向杆件的交叉结构，但为了把幕墙跟壳体结合起来，我们适当

加大主、次肋的空间距离，中间以垂直横撑连接。封闭室内外的幕墙正好嵌入其中，这样主肋作为外立面的装

饰，次肋则成为了内立面的装饰，使得结构也成为具有装饰作用的构件来体现建筑之美。但并不是每一个构件

都是变化的，我们将主肋的实体幕墙宽度标准化，透明鳞片玻璃部分以一定的逻辑逐渐变化。

另一个首创是复杂体型幕墙玻璃的平板化体系，我们利用钢材和铝板比较容易弯扭和加工的可塑性特点，

将三维复杂体型的成形任务通过外壳的钢骨架和装饰铝板来承担，而在透明的部分，我们利用鳞片微积分原

理，在每两个主肋之间放置一系列平板化的鳞片单元。将三维曲面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因此凤凰国际媒体中

心的所有透明玻璃均为平板体系。如果将玻璃做成曲面不仅成本大大增加，加工和安装的精准性也很难控制。

我们正是对每一个构件进行三维控制，研究它们怎样更完美地结合，通过这种增加设计深度而降低构件加

工和施工的难度，将工程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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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结构和幕墙如此复杂，必然带来施工的高精度与高难度，这在实际施工中是如何实现精确加工和

安装的？

邵韦平：确实如此，这给设计、制作、施工部门都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整个生产链的每个环节都得到了锻

炼和提升，产生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进行钢结构施工单位的沪宁钢机，可以说是目

前中国最知名的钢结构制造企业。他不仅把异形结构制作出来，而且还非常精致，甚至达到可以控制幕墙的精

度。因此幕墙也必须严格按照钢结构数字模型进行加工，从而达到理想的施工精确。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种良

好的工作氛围，容不得任何一个粗放型的环节出现，这也正是我们设计师所期待的。

建筑与环境

AT：正如您所说，建筑这一特殊的外壳给设计、施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相信成本也会增加很多。那么除

了莫比乌斯环的创意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外观，外壳设计还给予建筑、人、环境哪些更多的功能和优势，以对

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做出相对的平衡？

邵韦平：当然，这个复杂的建筑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成本挑战。但我们做了很多上面所讲的设计优化从而控

制整体的成本，使得它的造价并没有像一些天价的建筑一样，而是具有较优的性价比。

虽然建筑以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外壳展现给城市，但我们始终关注整体的绿色设计。首先，如果没有外壳，

两个建筑是可以独立运行的；由于加了外壳，就形成一个生态罩，使得建筑内部的微气侯可以相对稳定，每

一个实体里的办公人员也会感到更加舒适。其次外壳并不是通常的全部透明，而是有一些遮阳的考虑，主肋的

加宽同时也是为了减少透明的面积，使得实体幕墙与透明鳞片之间形成透明度的变化，同时随着弧形主肋在局

部的密集，透明度会大大降低，遮阳效果也更加明显。幕墙部分还有一个细微的处理，就是每一个玻璃单元有

一个小折面作为开启扇，使这个建筑可以根据气流计算，按照所需的方位角打开小折板进行自然通风。很巧妙

的是，这时开启扇也不会破坏整个外壳立面的完整性。此外，室内中庭空间的三角形形态有利于气流的上拔，

这也是针对环境的应对性设计。另外，我们在设计中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主肋使建筑呈现完全连续的光滑曲

面，而没有一个明显的屋面，这样雨水可以顺着这个结构流到地面，进行百分之百的收集。因此我们在建筑周

围将雨水收集再次循环利用于景观的用水。

开放性与新一代媒体建筑

AT：北京凤凰国际媒体中心设计，其独特的现代性、开放性，似乎在向公众展示着新一代中国媒体建筑不

同的面孔与形象。您认为中国广电建筑是否应该在一些方面打破沉闷，开启新的篇章？

邵韦平：我认为，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媒体会越来越多元化，民营或境外媒体的进入也会使竞争愈发激

烈，中国的媒体不应该仅仅是以往以政府主导支持的模式，应当转换经营方式，提高效率与经济回报。从这一

点上来说，开放性不只是为了开放而开放，是要有充分的商业考虑在内，即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节目或是

活动，使媒体越来越与人的生活产生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未来广电建筑可以适当政企分家，对于真正敏感的职能可单独设置，一般性的功能则可独立出来，

并完全向大众开放。观众可以直接参与制作节目，或是模拟现场播出、制作影像短片等诸多可能性，这样才

能够达到真正面向大众的效果，我想这应该是未来媒体建筑运作的一个大趋势。事实上现在的技术已经非常先

进，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分区功能设置，带来的好处将是提升自身的活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而这恰恰是任何

一个健康媒体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