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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噪音过多，高楼大厦的分布过高过密，已经给居民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广州，向“握手”高楼说不！ 核心提示 到广州

的外地人十分感慨广州近几年的变化绿地增多了，环境优雅

了。然而，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那就是高楼大厦过分拥

挤，行走在高楼区，有令人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不如北京、

上海等国内其它城市开阔。 的确，由于广州以往城市发展的

思路和城市规划的缺陷，导致城区高楼大厦的分布过高过密

，远看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高楼大厦也成了“握手楼”

。究其根本，就是高楼与高楼之间的距离(下称楼间距)普遍

严重不足，导致连串的城市病人口居住密度过高、生活环境

恶化、交通拥挤，等等。所幸的是，广州市政府正在弃建“

亚洲第一高楼”，在一些地区限制大楼的高度的同时，也高

度关注到广州市普遍存在的楼间距不足的问题。 采光不足、

通风不畅、噪音过多 楼间距过密给居民造成种种不便 过密的

楼间距给大楼的居民造成采光不足、通风不畅、噪音过多等

许多问题。 家住天河北路×标广场的黄先生在采访中告诉记

者，最近他明显感觉到气温好像比前些年高了，十分闷热。

现在周围楼房密得一点风都进不来，再加上空调的大量使用

，使得小区内的温度比外边高出2℃到3℃。“有时候热得晚

上只好跑到小区外边宽敞点的地方才能乘凉。” 而住在天河

区车陂附近××朗居的张女士则是抱怨房间内存在采光严重

不足的问题:“我家住在2楼，每天都生活在对面高楼的阴影



下，只有中午短暂一会可以晒到阳光。”张女士称，由于通

风不畅，房屋内的热量散不出去，而在冬天则日照不足，家

里的小孩已经患上与缺钙相关的病症。 在越秀区应元某大厦

六楼居住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因为与对面大楼相隔仅8米，两

家离得近，对面楼房里的人无论做什么都尽收眼底。天热的

时候人们回到家里，都想穿的少点，放松一下，可她却不敢

，回到家里即使换上内衣，也要厚布料的，不敢露得太多，

这是因为对面楼里住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在夏天总是大大

方方敞开窗户，到了晚上透过隐隐的灯光，能清楚地看到他

光着身子在房间里来回转悠。 采访中，地处天河区龙口东路

一带的太阳小区业委会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由于停

车场面积不足，许多车主的车辆无处可放，只能占用原本已

经很窄的小区消防道路停车，经常造成交通堵塞。“如果发

生了火灾，消防车也难进来。”业委会王副主任表示，由于

周边楼盘过密而道路狭窄，这一年来天河区政府要将他们小

区的私家路加宽一两米变成公共道路，为此许多居民都担心

小区安静的环境会因此遭到破坏而持反对的态度。一位姓陈

的保安员反映该小区周围路太窄，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

下午4点半到7点这两个上下班的时间段内，车多人多，经常

要6、7个交通协管员维持才行。 国家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广

州曾有严格规定，但成一纸空文 据查，目前国家就城市的楼

间距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国家建设部多年以前的相关文

件中只有一些含糊的表述，“住宅建筑间距应保证受遮挡的

住宅获得日照要求的时间，其冬至日有效日照时间不应低于2

小时。”而广州市在1987年出台的《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也规定:“属南北朝向布置的，南、



北间距各不少于楼高的0.7倍，属东西朝向布置的，东、西、

南、北间距各不少于楼高的0.5倍，十层以上(含十层)、高度

三十米以上(含三十米)的民用建筑，主要朝向间距，高度六

十米以下部分按上述方法计算，六十米以上的部分再按每升

高四米增加一米间距递增计算。” 虽然这份细则已经被1996

年发布的《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废除掉，但仍可以看出广

州市对于楼间距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看看现在的广州城区，

大楼过高而楼间距过密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这份《实施细

则》实际上被当作了一纸空文。 在珠江新城一带，许多大厦

还相当新，可惜楼间距仍比较密。这里林立着名门大厦、新

大厦、远洋明珠大厦以及正在建设中的爱丁堡大厦等数栋高

层建筑。记者目测了一下，这几栋高楼均在30层以上，高度

应在70米100米之间，名门大厦与新大厦东西相邻，那么按照

相关规定计算，这里的楼间距至少应有40米左右。但记者走

近楼盘发现，这些高层建筑之间仅仅相隔一条狭窄的小区通

道，只能容纳两辆小车并行行驶，粗略计算一下大概有20米

左右，仅仅达到了要求的一半左右。走在这些通道间抬头向

上看，新大厦、远洋明珠大厦和爱丁堡大厦组成了一个十分

狭窄的井字形空间，走在其中颇有压抑的感觉。 同样的情况

出现在中山八路×力广场的楼盘之间。记者看到，小区内数

栋高层建筑排列十分紧密，仅有十几米宽的小道穿梭其中，

绿地则少之又少。一位老住户告诉记者，“现在×力广场的

绿化面积和楼间距已经惨不忍睹了。”刚开始小区内是有一

个×力和平广场的，但两年后开发商就把广场拆掉建成写字

楼了，原本不足的楼间距更显密集。周边景观和居民的生活

质量都大受影响。 在天河区龙口东路，华标广场、太阳广场



、南骏大厦等小区内，高楼排列紧密，小区道路狭窄而且拥

挤，其宽度和楼高简直不成比例。华粤路的尽头是穗园小区

，这里除了八九米宽的路外，零星点缀的幼儿园和小面积绿

地已经是难得的活动空间了，说是混凝土森林一点不为过。 

专家、学者认为弊端可尽量改善 多建绿化带、立体公园、周

边不再建高楼 尽管广州市城区楼间距过密的问题已积累了相

当一段时间，然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改善楼间距过密而造成

的弊端并非不可能。在今年3月底广州“两会”期间，时任广

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明确指出，广州市的老城区不再搞高容积

率(楼层高、楼间距狭窄)的房地产开发，不再让房地产商搞

新的房地产，也不让房地产商插手老城区的城中村、危旧房

改造。对这些地方，政府会进行公益型的改造，如绿地、停

车场等城市的功能性建筑。对此，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叶荣

贵教授、广东省社科院研究院詹天庠主任、广州市社科院党

组书记李江涛等认为在老城区，任由老房子自然衰败，然后

腾出楼间距的做法是可取的。 至于天河区等高楼过多、楼间

距过密的城区，专家学者们则认为，一是扩宽道路，疏通交

通，然后在高楼间多建绿化带，缓和高楼居民的紧张情绪，

再就是想办法在空余地带或周边尽可能地不再建高楼，要建

的话楼间距也尽量留足，尽可能在周边搞一些立体型绿化的

公园，改善周边的环境。 容积率不能由有关部门决定 拒绝“

握手”楼出路在立法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陆琦

告诉记者，目前开发商一般是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土地，地价

相对较高，发展商如果不做高层，根本无利润可言。据了解

，在发展商拿地的时候，有关规划部门早就为其定下了一定

的容积率，也就是一定的楼层高度及楼间距。发展商在进行



更详细的楼宇规划以及建设时必须遵循这个容积率，只能与

该容积率持平或者比这个容积率小。 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发展商告诉记者，由于高楼的容积率是由有关部门定

的，那么如果发展商“活动”到位，容积率还是可以提高的

。这样，楼层的高度可能会因此加高，而楼间距会因此而减

少。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法律、法规在这方面存在空白，

即使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纪检、政法部门也很难定性。 对此

，广东省委党校法律专家陈文椿、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

的刘伟律师认为，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保障居民的权益不

受侵犯乃当务之急。 两位均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

房地产业还未兴起，根本没有商品房市场这一说，土地都是

施行国家划拨方式，没有进入市场。因为土地成本很低，也

不用计较土地成本高低，把楼盘间距适当扩大一些都无所谓

。现在，开发商拿地要花很多钱，相当于总价成本的30％，

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开发商将楼间距缩水是很经常的事情，

却给消费者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谁都想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

更多的利润，而获得利润的方法之一就是缩短楼间距，在挤

出的空间里多盖几栋楼，20米的楼间距缩成14.5米，加之各种

违规现象，购房者对阳光权的渴望更是雪上加霜。另外，广

州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二十几层高楼在市内已经是屡见不

鲜。楼间距是建筑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盖多高的楼，就

该照规矩、按比例，留出相应的楼间距来。再套用过去的楼

盘间距的有关规定来界定现在楼盘间距，实为不妥。 新闻链

接 楼间距过密综合症 专家、学者认为，楼间距过密会带来城

市病，在广州，楼间距过密在给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一系列的交通堵塞、城市局部高温等负面问题也接踵而来。 



交通堵塞 广州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广州三成市民不满道路建

设滞后。塞车问题实际是城市规划、土地批出失误的问题。

把建道路的地方拿去盖房子，城市被任意拔高，楼间距任意

缩小，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城市规划、土地批出的随意性，

最后就产生了“城市病”。在广州城区的不少地方都是高密

度高容积率，带来的城市病包括:路网难以形成、交通堵塞、

人口过度集中、环境遭到破坏等。 局部高温 夏天，从广州的

周边进入广州的中心城区，很多人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有专家指出，这是“热岛效应”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据了

解，“热岛”效应与楼越建越高，楼房密度越来越大有很大

的关系。在城市规划中，规定楼间距应该是楼高的1.5倍，但

在寸土寸金的商业黄金地带，这个规定并没有得到开发商的

严格执行，加上高楼的外墙一般采用玻璃材料，具有反光镜

的作用，在太阳直晒的反光作用下，楼群周边气温升高。 旧

城区环境恶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广州老城区人口密度大，与

其住宅容积率畸高有必然联系。这种高容积率带来的直接后

果是，绿化空间被占据，人均绿地面积大为减少，环境状况

随之恶化，而恶劣的环境反过来又会把居住者驱逐出这些楼

盘。在环境空间被大量占据的情况下，居民生活空间并未获

得改善，这绝对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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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