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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的设计与反思

——“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设计思考
撰文  忽然  深圳中深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忽然

深圳中深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总建筑师，H&L建筑工作室

主持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代表作品：昆明滇池国

际会展中心、成都新世纪环球

中心、西藏会展中心、武汉新

城国际博览中心、拉萨圣地天

堂大酒店、成都世纪城天鹅湖

花园。

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是以游乐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体项目，功能包含主题海洋乐园、五星级酒店、会

议、大型商业Mall、商务及办公等，建筑用地面积约46万m2，总建筑面积约178万m2，建筑高度100m。

项目选址于成都市南延长线的天府大道西侧，南临绕城高建，北接成都市科技孵化园，东为天府大

道，西为成都市体育绿化公园。设计在总体布局时，按规划要求将主体建筑靠红线西侧布置，使建筑群

与天府大道之间留出一个约21万m2的城市广场，为项目带来一个积极的城市空间。

项目功能组合分为内、外两大功能圈，内圈功能以8万m2的无柱大空间——主题海洋乐园为核心，

四周围绕酒店及其配套功能；外圈功能由商业和主体办公空间组成。

由于项目规模巨大，功能复合度高，项目的规划协调以及策划理念方面缺乏系统的论证和评估，项

目在设计进程中又缺乏足够的论证依据和规划指导性意见，加之对于如此大体量建筑的设计理解不足，

使设计工作遭遇了许多困难。

1 设计中的难点与策略

1.1 项目的定性与城市空间

当下，国内的综合体建筑遍地开花，其定性多从商业策划角度关注项目的主题性定位，并以城市综

合体的形象出现。从分类上论，综合体建筑分为建筑综合体和城市综合体。建筑综合体是建筑功能上的

一种积累，是物业类型的简单组合，多以商业综合体、商务综合体的形式出现。

城市综合体则是高度混合利用城市土地与城市建筑、交通之间的有机联合体，其功能形态除商业综

合体外，还包括交通综合体、工业综合体、会展综合体等多种形式。城市综合体表现为：1）高度集约

性、公共性、聚集性；2）整体空间协调性；3）空间的城市性、开放性和连续性；4）交通的主体平衡性

与延伸性；5）空间的艺术性。

可以看出，城市综合体是城市空间优化后的一个系统，具有社会性，承载着多种城市需求，是一种

积极的城市空间。因此在这类项目上，政府给予的政策倾斜较多，开发商将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组合的

项目多定性为城市综合体，但其实质却很难承载城市综合体的城市性、开放性和连续性。结果是，项目

做大了，综合体的社会性却无法体现。

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项目正是在这样一种定位模糊的条件下完成了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1）从选址看，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选址于成都规划发展的主轴线上，也作为规划上的城市空间

重要节点进行打造。

  城市综合体的未来      城市综合体方式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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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用地面积：约46.66万m2

总建筑面积：约167.1万m2

建筑高度：东区90.2m，中区97.2m，西区98.7m

功能配置：核心部分为海洋、风情岛、水上乐园等；

第二圈为酒店区；第三圈为商业和办公区

建筑设计团队：忽然、刘晨、王凯、罗世涛、曾科、

米立国、王姬昌、彭林、胡军

合作单位：广州容柏生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设计/建成：2008/2013年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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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功能组合和规模看，项目主题明确，功能复合性强，规模巨大，具备城市综合体功能高度集约性、

公共性、聚集性的特点。

（3）从城市空间看，项目临城市主干道一边拥有一个21万m2的城市广场，具备城市公共性的特点。并且项

目除北边是多层科技孵化园外，其余三边均为城市开放空间，具备建设大型公共建筑的城市空间条件，因此项目

定性为城市综合体是没有问题的。

但由于项目启动源于2006年，各方面对大型城市综合体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在项目的策划、决策以及规划指

导上，仍从传统商业空间观念去理解问题，于是形成了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硬伤难以解决。突出表现在城市界面

以100m高的建筑空间沿四周道路封闭布置，形成一个硬性的城市空间界面，难以体现城市综合体的开放空间特

点，对于城市空间的意义相对消极。

1.2 交通系统问题

从项目用地选址看，用地具备四周均有市政道路的有利条件，但深入分析后，颇不乐观。除东侧的天府大道

80m宽，北、西两侧道路仅为15m宽的城市次级道路，而南侧的绕城高建与地块无直接驳口，项目对外的主要交

通接驳口只能依赖天府大道。

交通分析图功能分析图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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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项目的规模达170万m2，停车位的饱有量达11 000辆，每天区域内将产生巨大的峰值车流量，加之用

地区域缺乏足够的交通缓冲区，项目的交通系统消化能力令人堪忧。

设计过程中就此问题经多方研究与协调，最终获政府审批通过，并提出了两条解决措施：一是将天府大道在

此段改为下穿，使过往车流快速通过，同时也加大了项目的交通缓冲空间；二是在项目区域内加设与南边绕城高

速的接驳口，提高项目的交通消化能力。

虽然两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项目的交通系统状况，但离巨型城市综合体的理想主体交通系统仍有相当

距离。对于项目未来的饱和运营，硬伤依然存在。

1.3 消防问题

一方面，项目在功能定义和策划上，跨越了我们传统对建筑功能的定义，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空间形式和大型

的地下商业，如核心主题海洋乐园8万m2的无柱大空间，除游乐外还包括酒店及相应的配套功能。

另一方面，项目各功能体的规模巨大，且在商业运营上要求多功能区空间连续，无缓冲区。这样的功能规模

与组合带来的消防问题非常突出。

1.3.1 项目的大空间消防问题

我国现行消防规范中允许的最大防火分区在展馆建筑中不超过10 000 m2。本项目的核心区为80 000m2大空

间，存在无法划分防火分区的问题，后经与消防科研所协作，提出了大空间的顶盖可开放的方式，即将大空间定

义为“准室外”空间概念，并规划了7个宽9m的通道。室外的通道则经消防性能化评估，通过了消防审批。

1.3.2 地下商业消防问题

项目地下商业达55 000m2，因此消防中商业人流疏散宽度的解决成为本层消防设计最大的难题。设计中采用

了“消防避难走道”的方式，将地下商业的诸多防火分区串联起来，使消防疏散形成共享；并将消防避难走道与

多个下沉广场连接，形成顺畅、安全的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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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商业空间的连续形成的消防问题

项目的商业策划是以临街最大化作为商业理念，因此建筑外立面的消防疏散口的数量和宽度也被最大化地压

缩。设计在总平面功能布局时，在项目的内圈功能区与外圈功能区之间规划了三个庭院空间，这样使内圈与外圈

功能区的消防疏散共享于三个内庭，并统一组织内庭与外部的疏散口。在满足消防规范的前提下，使建筑外立面

的消防疏散口数量和宽度得到有效控制。

2 设计中的感悟

项目设计由2006年开始到2010年基本结束，在历时4年多的时间里项目规模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由初始的

7万~10万m2，扩张到最终的170万m2。设计始终处于爬坡状态，挑战与反思交织于心……

2.1 关于综合体的定性与规模

在成都环球中心的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常感到力量不足：其中有来自于自身的能力和知识面的不足，也有

来自于外部各方面的制约和控制。就综合体建筑而言，项目的定性应决定项目的开发方式和策略。

若定性为建筑综合体，其开发模式与一般的地产项目无异，其规模的控制也应与该城市区域的总体规划相协

调，不会对区域的城市空间、产业平衡和交通产生冲击。

若定性为城市综合体，其开发模式就应与城市区域的更新发展规划相一致，成为区域性的规划引领项目，其

规模的控制可以在一定区域内的规划调整基础上，经过论证产生，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平衡、城市空间

和交通更新的未来模式。

这样的项目不是一个开发商所能解决的，它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项目控制的主体应该是政府的主管

部门，且应在遵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结合项目的定位和远期发展计划以及所能产生的城市效能，对原有的

区域规划进行统一调整和资源整合，达到城市综合体“城市性、开放性、集约性”的模式要求。

2.2 商业理念与城市综合体的空间组合

对于城市综合体项目而言，其空间的组合与区域城市空间是相互流动和开放的，在考虑项目与周边区域的界

面空间的同时，也应关注项目内的微循环空间与周边城市空间的联系，形成大商业空间概念，呈现城市空间的开

放性、公共性。

剖面图

2014年11期.indd   90 14-12-2   下午6:38



    91

项目用地由微循环空间规划形成内街区，其开发强度也在每个内街区按城市空间节奏和功能，以及土地平

衡使用原则的要求进行设计。我们的理解是，弹性界面＋微循环空间＋合理的空间节奏构成城市综合体的空间组

合。

2.3 城市综合体的交通

对于一个城市或区域核心区的运营成效，交通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区域内的运营张力就很难

发挥，甚至会逐渐萎缩，一些大城市传统商业圈的慢慢退化也大多因此产生。

城市综合体因其承载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选址多在城市或区域核心区；二是规模相对

较大，这也决定了城市综合体的交通涵盖了项目内部的交通量和区域功能产生的交通量，形成一个城市性的交通

流量网。

要解决好这类项目的交通问题，我们理解策略有三条：一是强化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二是规划交通缓冲时

间；三是梳理区域交通规划。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涉及主要相关部门的工作与协调，第二条是项目设计本身要解

决的问题。

由于这类项目和周边区域的土地价值较高，规划上的开发强度也较高（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较高），预留

交通缓冲区的可能性不大。

借鉴世界各地的成功案例，如巴黎拉·德芳斯区域，将建筑一层作为交通疏导空间，商业空间布置在二层以

上，经过50年验证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对于较大规模的城市综合体，应以大商业空间理念将项目的商业

空间布置在二层以上，一层架空作为项目场地交通的缓冲空间，提升项目本身的交通容量和化解交通的能力。这

种方式在国内一些城市的综合体项目中已进行了实践，效果良好。

成都新世纪环球中心项目，历时7年，建成后的运营效果反映较好。作为一个城市中心的新业态项目，开发

上是成功的，设计上的不足和遗憾很多，文章所述仅是建筑师的一些感悟，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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