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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天津市海河办组织开展了小白楼地区规划设计方案征

集活动，此次规划设计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海河中心线，南

至徐州道，西至湖北路、马场道、南昌路，北至曲阜道。北

邻解放路商务区，东与南站商务区隔海河相望，南邻德式风

貌区，西接五大道风貌保护区。规划总用地面积5029公顷。

本市以及国外一些知名设计单位参与了此次方案征集活动。 

据了解，此次规划的小白楼地区隶属和平、河西两区，是天

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商务区（CBD）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此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商业办公、娱乐等氛围浓郁

。城市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形成现代化、大规

模的商务办公区态势。已经通过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的建设形

成集中的商业繁华区，作为CBD功能主体的办公及贸易、咨

询业，现在小白楼地区已经颇具规模。为此，此次规划设计

方案在此基础上，将小白楼地区的功能定位为以商务办公、

商业娱乐为主体，以居住为辅助的综合功能区。 按照天津城

市总体规划要求，此次小白楼地区将规划设计为环境优美、

交通便捷、设施先进完善的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心商务区，为

天津建设北方重要经济中心及国际港口城市创造条件。 满足

市场化开发的需要，寻求区域定位以营造现代都市中心商务

区为目标，通过道路系统的完善、城市开放空间的组织、景

观风貌建筑的整顿带动这一地区的发展，提高土地价值。其

中，保留建筑面积90万平方米（文物保护建筑2.5万平方米，



现代建筑87.5万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70-90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160-180万平方米。 在众多参与征集的方案中，专

家评审出了四个具有突出特点的方案。 规划新城市空间 方

案1 方案简介：将小白楼地区规划为富于活力、人性化的新

城市空间，天津购物休闲、旅游休闲活动的标志节点，拥有

历史与现代特征的“天津金谷”。 通过塑造大面积的公共空

间提高都市公共生活质量：1.交通设施改造 结合区域的城市

交通系统改造，将合肥道与即将建成的蚌埠桥连通，增强海

河两岸的通行能力，同时将小白楼南京路路段改为公交车及

步行专用道。建设小白楼中心地下停车库，将所有地面停车

所占空间归还公共开放空间。2.特色开放空间营造 加强小白

楼商贸地区与东部海河和西部五大道历史风貌区的形式和机

能上的联系，提供市民多样化生活体验。中心下沉广场：在

音乐厅与地铁站之间设计中心下沉广场，并在下沉广场内提

供商业空间。将地铁出口与停车库、商业区、音乐厅、凯旋

门及滨江万丽酒店等多个公共建筑连接起来，形成小白楼的

商业核心。绿色公交人行区：自曲阜道至合肥道南京路段改

为公交车及行人专用道，结合两侧绿化开放空间及广场空间

形成小白楼的绿色核心。海河滨水公园区：沿海河提供河滨

线性绿色休闲空间。 评审意见：该方案设计思想层次分明、

清晰，尊重历史及城市记忆。保留了历史文物建筑，新规划

建筑拾遗补缺，自然形成CBD地区中心。从大区域角度考虑

，大胆提出改变南京路在该区域内的道路性质，将小白楼南

京路改为公交车及步行专用道。 建立具有识别性的立体都市

景观 方案2 方案简介：规划设计目的是想通过建立一个具有

识别性的立体都市景观，树立别具一格的城市形象。 这一立



体都市景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设计建造一个能够使天津

具有识别性的超高层建筑；第二，设计建造一个立体绿色公

众平台；第三，将新建建筑与原有建筑围合成为一个中心广

场，吸引人群往此聚集，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设计方案中的识别性都市景观是一个整体，不仅是联系

的桥梁、休闲娱乐的场所、景观良好的公园，还是一个全新

的立体景观结构和城市公共空间。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统一

组织了旧有、混杂的城市空间，增强了原有建筑与新建建筑

之间的和谐性。不但保护了原有建筑的历史韵味，并且使其

能够与新的建筑一起持续发展。 评审意见：该设计方案立意

较好，主体绿化平台的设计大胆新颖，与海河对岸南站CBD

的联系较好。CBD中心集聚性强，高层建筑层次清晰。在此

区域内规划建造一个能够使天津具有识别性的超高层建筑，

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 建设环形架空步行购物绿化走廊 方

案3 方案简介：规划设计方案在兼顾现状建筑群和实际的条

件下，注入创新意念，把原区提升至一个国际级的中心商务

区。由现存和规划建筑重新组成的区内空间，从中心的标志

绿化广场往外渗透，连接到海河旁景观带。中心广场空间由

优化后的路网形成，广场下部经购物商场，直接与南京路地

铁站相连。广场周边是环形架空步行购物绿化走廊，不仅与

所有的主要建筑物连接，也强化了整区和河旁的关系。 在营

造规划新环境时，该方案极重视历史的延续。在新旧对比下

，把可迁建古建筑集中成保留原风貌的特色小区，同时注入

商业和文娱活动内容。建成后的商业价值足以弥补迁建和日

后保养的费用。 本规划中心区用地集中，对激活开发最为有

利。先建地下商场、迁建文物和架空商业走廊，不但可为区



内新环境定位，也可带来一定的经济回报。 评审意见：交通

组织采用了人车立体分离的手法，考虑较深入。方案整体性

强，用人行高架廊围合中心广场较好解决了人流聚集及交通

问题。 多数停车场进地下 方案 4 方案简介：在此区域竭力开

发以地铁和公共汽车为主的公共客运。尽可能地开辟自行车

和行人的通道。在路旁设有汽车的短时间停车处，但大部分

停车场移入地下。 评审意见：该方案符合天津城市肌理和特

征，按现有道路布置建筑，对中心广场、绿化广场等均有考

虑。对地下交通有较好的思路。开发的可实施性强。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