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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进入了从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刻。除了负责广州7000多

平方公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项目规划之外，还多了一项城市

整体规划亚运规划。于是，他请来了全国各地及一些海外的

规划大师。 4月9日，广州，14名中青年规划和建筑专家在广

州城市设计论坛结束时共同签署了一份“亚运规划麓湖共识

”。“麓湖共识是此次论坛的精华成果，规划部门将认真整

理、研究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将其落实到今后的亚运规划修

正过程中。”潘安解释。 而在此次论坛中，广州首次清晰提

出了亚运整体规划的定位：一主三副新格局，“两心四城”

的空间格局。新建5个体育馆，改造扩建49个旧体育馆。9条

长255公里的地铁线贯穿亚运会场，实现中心区500米内有公

园，主干道告别水泥路，赛区车辆零排放，建设高标准酒店

⋯⋯ 到今年6月，将有第一批来自国内外的设计专家落户广

州，称为“街区设计师”。这些都是亚运广州的一个环节。 

亚运整体规划 4月8日，论坛的开幕式上，潘安首先作了《面

向2010年亚运会的广州城市发展》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

广州形成一主三副新格局：“一主”即中心主城区，“三副

”指在中心主城区南、东、北各发展一个副城区，即南沙、

萝岗-新塘、花都副城区。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将从传统的“云

山珠水”的格局跃升为具有“山、水、城、田、海”诸特色

兼备的新格局，形成沿珠江系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

市结构。 面向2010年亚运会，广州城市发展将形成“两心四



城”的空间格局。“两心四城”指：天河新城中心和广州新

城中心；奥体新城、大学城、白云新城和花地新城。其中，

天河体育中心及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高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将成为亚运中心赛区之一，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在现有场馆基础上，结合广州氮肥厂搬迁用地新建一

批体育场馆、道路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成为亚运会主赛

区。 记者获悉，2010年亚运会需要新建的5个赛场包括南沙的

综合性新体育馆、沙滩排球馆，广州开发区的综合性体育馆

，大学城的自行车赛场和白云新城的壁球馆。 潘安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称，与北京、上海有所不同的是，广州在2001

年就制定了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亚运需要社会投入，

广州并不会因为亚运的到来而盲目发展建设，从申办到现在

，都是尽可能的合理利用资金。”他指出，广州亚运新建亚

运场馆的投资将不会超过20亿元。广州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尽可能对已有场馆进行改造利用，坚持场馆建设带动地区

发展、场馆及配套设计与城市公共配套结合、亚运场馆与大

众健身相结合。 防止后奥运现象 根据亚运会的要求，除了20

亿元的体育场馆建设之外，广州市计划用2200亿元进行城市

建设，完善交通、体育场馆和生态环境建设。 广东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江峥最担心的是“后奥运现象”，他说

，奥运会历史上大规模的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

动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开完运动会以后，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急剧下降，造成经济滑坡，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发展

停滞。 “广州的基础设施较好，但是也要面临一个问题赛后

利用。”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教授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称，赛后利用的设施除了这些体育的基础设施



之外，前期在城市交通系统、下水道系统、能源供应商和通

讯系统等大量的投入也是赛后利用的一个问题，这些都将对

城市造成长久的影响。“比赛就那么20来天，哪怕工人停工

、学生停课对国民经济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赛前

投下的巨资在赛后如何能够充分地利用和尽快地回收资本，

则是最考人的。” 吕斌说，北京奥组委原本打算自建10多个

场馆的，后压缩到5个，增加了改扩建和临时场馆的数量，在

北京奥运会所需的60余处训练场馆中，除了包含在比赛场馆

内的20余处，其余40余处全部利用现有场馆。还用了招投标

模式，目前乒乓球馆就落定在北京大学来修建，“虽然北大

也很愁钱从哪来，但是至少奥组委已经不担心新乒乓球馆建

不起来了，责任下放了。”他笑着告诉记者。 推动城市资源

资本化的途径上，上海世博会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东南大

学建筑学院院长王建国教授告诉记者，如能很好地结合城市

环境改造优化的目标，就能更有力推进城市本身的发展。如

位于浦西的世博会场址曾经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其中

有中国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成立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总局。

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利用价值的工业建筑、船坞和构筑物展

示着上海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而随着世博会的建设，

该区域的功能和景观将产生较大的变化，现代服务业取代传

统工业、信息化和后工业化取代工业化景观。规划可以充分

利用这里的独特历史沉淀，并与城市新的功能相结合，是吸

纳历史与未来的对接，在中国创造出可与美国巴尔的摩内港

和悉尼达令港改造相媲美的城市滨水区工业区改造利用的典

范，让水滨回到城市。 在王建国看来，世博会的后续利用更

加复杂。保留大部分展览场馆也是历届世博会历史上没有的



，由于大部分展览场馆长期存在(保留包括中国馆在内的60%

的场馆)，并融入城市发展之中，成为上海城市生活环境的一

部分，因而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为每个场馆建筑简单的切

分地块(因为日后建筑会拆除，还要重新建立场地以及场地与

城市的整体关系)。比如，其中2万平方米的场馆将成为上海

新的会展中心。 亚运村是“后亚运”的体现，潘安表示，亚

运村的建设肯定是社会投资而且是一次性投入但是具体方式

还要根据具体地址来明确。王建国建议，包括亚运村在内的

任何一栋楼房都不可能满足两种以上的功能，亚运村是按照

终极目标还是过渡性目标，是一次性建设还是周期性建设，

如果把两种功能综合考虑，反而代价更高。王主张对亚运村

实行过渡性、周期性的建设方式。 不断长大的城市 目前，广

州亚运村的选址仍然未定，两个选择地：一个是在中心城区

，另一个目前为城市边缘区，吕斌指出，可以借鉴北京经验

，将城市边缘区转换定位为城市新中心区。 500年来，北京旧

城8公里长的中轴线北端一直是钟楼。1990年亚运会的举办将

这一格局打破，城市中轴线从钟楼向北延伸到三环路的安华

立交，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亚运场馆和亚运村等设施的建设，

随后在亚运村周围建设了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汇宾

大厦、汇园公寓、购物中心、康乐中心和国际小学等。目前

该地区已经成为集会议、展览、办公、居住、美食、游乐和

购物一体化的现代化城区。但是由于没有跳出中心城区、拉

开城市格局而建设，中心区的交通压力仍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中心区的管理和建设难度仍然较大。 2008年奥运会确定在

北京后，北京市编制了《北京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根据规

划，北京将结合奥运会在北中轴线和四环路交叉口北侧建设



奥林匹克公园，公园北部将建设北京最高的建筑世贸中心。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也将由原来的城市边缘区转换定位为城

市新中心区。 记者获悉，目前亚运村的选址规划方案已经提

交国务院，最终的方案尚未定论。同时，市民也可以向政府

部门建议。在民众参与上，王建国并不主张绝对的民主化，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如果只是提倡一味的民主，损失将会很

大。 中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楠倒是认为，近年来

，无论是奥运会、世博会还是其它的大事件，其场馆园区建

设都特别设计了面积较大、方便聚会的公共空间，并且在重

大事件结束后永久的保留下来，市民作为城市故事的主角之

一，不应该完全被动地接受城市规划设计结果，应该倡导市

民参与城市设计，更加体现市民的意愿，给市民相当的自由

度和发挥创造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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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