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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2_80_9C_E7_c57_614970.htm 南京要建“中华第

一高楼”的消息披露后，引起较大争议。音犹在耳，没想到

又一则消息让“第一高”“祸”不单行10月30日，广州珠江

新城双塔（西塔）的建筑设计方案在完成项目国际竞赛后正

式亮相接受市民评议，拟建的广州双子塔最高设计高度

为608.8米，这一高度将南京市国资绿地金融中心421米的“中

国第一高”远远甩在身后。外有强敌，内有质疑。面对“内

忧外患”，南京建中国第一高楼的希望还有多大？南京究竟

该不该在高楼建设上“争先恐后”，大展宏图？近日，本报

记者对这一热门话题进行了全方位采访。 A篇 第一高楼面临

诸多压力 日前，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方案竞选评选委员会

评委、著名建筑专家齐康院士对南京建“中华第一高楼”提

出质疑。他在近日召开的第九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上说

：“我觉得南京建400米高楼不合适！” 中科院院士齐康在谈

及为何反对南京建421米的“中国第一高”时表示，南京的城

市建筑规划应避免“混凝土森林”现象，决不能再走上海、

广州等城市的“老路”。就拿上海来说，前些年上海市区夏

季平均气温要比南京低2℃左右，但是近年来上海“混凝土森

林”疯长带来的“热岛效应”，使临海的上海现在比“火炉

”南京还要热。而南京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新

街口就很明显。所以盖楼不一定非要高。此前，南京曾组织

专家对“中华第一高楼”规划进行论证，他个人是明确反对

的。 除了“热岛效应”外，专家反对南京建“中华第一高楼



”还有出于城市景观的考虑。南京是有文化传统的山水园林

城市，当年鸡鸣寺附近要建10层高的科技会堂，时任江苏省

副省长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会上用拐杖跺地，怒斥说：“我

们江苏没有人了吗？我们南京没有人了吗？”最后科技会堂

盖成了3层。杨廷宝对鼓楼地区也提出过限高的建议。 近年

来，南京市在规划上一直实施一个深受市民拥戴的“显山露

水”计划，即让自然的山水在市区里显露出来，体现一个文

化古都的风貌。其中最让市民高兴的是，在市区鼓楼一带，

政府投入数亿巨资，建成了一个开阔平坦、没有高楼阻碍视

线的市民广场。2002年引发专家和市民最多争议的就是南京

市电信局多媒体大楼，该大楼东依著名景观北极阁山地，南

边紧靠精心打造的数万平方米的鼓楼市民广场，30多层的多

媒体大厦实实在在地向天空拔起，这种反差，引起南京市民

的强烈关注。 由于有了前车之鉴，在距饱受争议的鼓楼电信

大楼100米左右再建“中华第一高楼”，这让很多专家感到愕

然。中国建筑科学院研究员林海燕也指出，按照惯例，南京

建设400多米的高楼，那周围剩余的相应空间至少要有400多

米，可在拥挤的鼓楼广场，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市民

、专家担忧的是：在鼓楼、大钟亭不远处竖起那么高一幢楼

，会不会把紫金山－北极阁－鼓楼这一绵延主城的视线走廊

破坏掉？“高楼不影响鼓楼风景。”南京市规划局相关人士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并不认同专家的担忧。这位人士认为，由

于位置特殊，鼓楼西北角地块决定建高层之初，就是在经过

道路交通、空间视线走廊等专项分析后才确定了规划要点。

因此，高层的选址本身就对视线走廊进行了退让。另外，怡

华假日、江苏商厦、消防大厦等均集中在周围，历史上这一



片区已形成一个高层带，适度发展高层也符合城市规划。 谈

话间，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士向记者展示了“南京老城保护

与更新规划”白皮书。按照老城保护条例，南京鼓楼A2地块

是在不受高度限制适度发展区，该地块是酒店、商业用地。 

据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士介绍，2004年4月，南京市规划委员

会办公室和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联合邀请了13位

国内外知名专家，评选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拟建的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鼓楼的东北面

，总占地面积约2.87公顷，分A1、A2两个地块。此次规划方

案竞选的参选设计单位及评选专家的阵容是南京历次建设项

目规划方案竞选中最强的。参加规划方案竞选的六家设计单

位中，有四家是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还有两家是国内

知名的建筑学院。通过专家论证，从六个设计方案中选出两

个最佳方案，德国的HPP与美国的SOM双双入围。 除了环境

、景观方面的压力外，经济因素也是南京第一高楼所必须要

考虑的问题，因为众多第一高楼似乎都是命运多舛，成为“

烂尾楼”的例子不在少数。最近的例子就是目前规划中的江

苏第一高楼南京国际广场，该广场因为各种原因已开发了12

年，这块位于湖南路、中央路的黄金宝地在1993年到1999年

晒了6年的“太阳”。 业内人士介绍，南京城内像国际广场

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有的甚至到现在还在“晒太阳”。外

地“第一高”的“不幸代表”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自我定

位为“世界第一高楼”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其客观现状恐

怕难以摆脱“第一烂尾楼”之嫌。这个1997年8月即正式奠基

的庞大项目，自打下地基后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

方出现资金问题而搁浅下来，直至2003年2月忽又高调传出复



工的讯息，但之后的沉寂不仅令人生疑。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筑方案是高492米，地上101层，总建

筑面积约37.73万平方米，2007年全部建成。有了前车之鉴，

据了解，南京第一高楼初步定下的设计方为美国SOM事务所

，目前的内地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正是出自美国SOM事务

所之手，而南京第一高楼一旦开始新的“增高”计划，原

定30亿元的总投资必将“增资扩股”。仅以目前建成的上海

金茂大厦为例，该楼总投资达5.6亿美元。得到同一设计事务

所青睐的南京国际金融中心，想在高度上超越金茂大厦，如

果以同样的建设成本计算，将意味着绿地集团至少要为这一

项目多付10多亿元的投资。 有关人士指出，经济压力必须要

引起建设方的重视，否则在建楼期间出现资金紧张的话，南

京第一高楼重蹈前人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 B篇 “南京第一

高”记录被打破 外滩画报是这样描述南京欲建“国内第一高

楼”的：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准备大胆“出头”，在原计划

建300米高的基础上增高121米，超出目前的内地第一高

楼420.5米的上海金茂大厦0.5米，并且更多一层楼。南京将建

设比上海金茂大厦更高一层的内地第一高楼南京国资绿地金

融中心。7月27日，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戴

永宁，在参加南京市规划局的市长调研工作会议上透露了以

上消息。 记者获悉，这一项目位于南京老城区“心脏地段”

鼓楼广场的西北角，由上海绿地集团和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

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资集团

”）联合投资建设。在中央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还没有结束

的时候，南京市的大胆举措引人注目。 正当人们将焦点聚集

在南京市要建“国内第一高楼”的时候，广州又传来一则消



息，让南京市民大失所望，据媒体称，广州又要拟建双子塔

，高度竟然已经达到608.8米，设计方案为110层。其实“中华

第一高楼”的桂冠早在去年底就已易主给楼高508米的台

北101大楼。今年4月，台北101大楼已被确定为世界第一高楼

。经过世界高楼协会认定后，台北101以“塔尖”、“可使用

楼地板”、“天花板位置”3项最高，勇夺目前世界最高办公

大楼美誉。排在台北101之后的世界超高楼层依序为席尔斯大

楼、马来西亚双子星塔、上海金茂大厦、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也就是说，南京要建“国内第一高楼的”的话，起码高度

要达到510米，相比之下421米只能是相形见绌。显而易见，

“中华第一高楼”非台北101大楼莫属。 如果追溯南京的高楼

史，那要从1983年37层的金陵饭店开始，南京的第一高楼的

记录就不断被刷新，高楼名称也不断地更换。根据计划，绿

地集团和南京国资集团将在南京市不受高度限制的A1区建设

这一超高主体建筑，其中包括酒店和高档次的办公楼以及极

具现代特色的顶级商业区。据南京市领导透露，新方案的实

施，意味着原有的建300米的南京第一高楼计划将作重大调整

：起码要增高121米，超出目前的内地第一高楼420.5米的上海

金茂大厦0.5米。从目前看来，南京欲建国内第一高楼的追求

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据南京市规划局有关人士称，到

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有关方面的申报材料，也就是说

第一高楼还没有经过规划审批。到底要建多高，到目前还没

有一个定论。于是记者又采访了绿地集团，因话题的敏感，

该负责人不愿透露姓名，但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一说法肯

定是有出处的：“关于高度问题，我们一定会首先考虑整个

鼓楼地区天际线的平衡和综合景观透视效果，不会一味‘追



高’。‘国内第一’是个动态概念，随时都有被取代的可能

，对南京而言没有太大意义。”对于南京建“中华第一高楼

”，众多专家提出了诸多友情提醒。 一、建筑外观材质力避

玻璃幕墙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 研究员任元会认为，南京建

“中华第一高楼”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玻璃幕墙，“玻璃幕墙

是国外20年前就明令限制的，再拿到现在使用肯定不妥当！

”任元会坚定地对记者说。据了解，玻璃幕墙是光污染出现

的“罪魁祸首”，如新建的广州机场，大厅确实非常气派，

通体全是玻璃的，有10多米高，但人走进去却非常不舒服，

一是玻璃幕墙光线太强了，照得人刺眼，再就是大厅里没有

凉快的感觉，因为再好的空调也经不住这个大厅消耗。 二、

电梯噪音一定要解决高层建筑还有一个问题 被忽略了，那就

是噪音。来自上海的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噪声振动控制委员会

主任章奎生深有感触，他举例说，上海的金茂大厦有88层，

目前是内地第一高楼，可由于电梯垂直上下的高度太高，电

梯道就成了一个活塞，电梯上下产生的气流无法及时排出，

电梯运行的声音高达80分贝（南京一些交通要道的噪音显示

也就60多分贝），传到外面的声音像牛叫一样，而且很大。

上海方面曾几次组织专家论证解决方案，可至今没有办法来

消除。章奎生表示，作为高度超过上海金茂大厦的南京国资

绿地金融中心，在电梯问题上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否则在上

海金茂大厦出现的电梯噪音难题将有可能重现。 三、高层消

防不得大意提到高楼消防问题就不 得不说到委内瑞拉一幢56

层的高楼17日发生的火灾。据了解，号称委内瑞拉第一高楼

的“中央公园”的双子塔火灾发生后，100多名消防队员

和200多名军人加上两架直升机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大火才



被扑灭。造成大火久扑不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层水

压不够。如果拿高度421米的南京第一高楼为例，一旦发生火

灾，光消防员上下跑个来回就要个把小时。以目前的南京消

防条件看，拿直升机灭火是很难实现的，而消防设施的“摸

高”也与421米的总高度相距甚远。据南京市消防支队的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消防云梯最高也只是达到72米

，南京当然也达到了这一高度，不过对于动辄100米以上的高

大建筑来讲，出现紧急情况消防队所起作用不大，主要靠大

楼里面的设施自救。专家提议，南京第一高楼一定要在建设

规划时加强自身防火和灭火功能。 面对各地“誓比高”的现

象，众多建筑专家却是得了“恐高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加平博士认为，当前各地出现的“高

楼热”有必要冷却，否则照建设势头发展至少还会持续15年

，到时安全、耗能、采光、用电、隔音等诸多问题会更为突

出，特别是能源消耗、应付火灾等突发事件上，高层建筑的

缺陷也显而易见。不少专家提出了绿色建筑理念，刘加平解

释绿色建筑时称，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提高建筑的舒适程

度被提到议事日程，绿色建筑就是在不断提高建筑给人的舒

适度的同时，将建筑本身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降到最

低。“高楼热”中的注重外表华丽而轻视环保舒适的倾向，

同样遭到专家们的质疑。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

员任元会、中国照明协会副理事长李景色等专家给记者打了

个比方：建筑外形好比是一个人的模样，为了漂亮，很多女

士都去美容、整容，人是整漂亮了，但由于没有考虑到美容

、整容对人身体的影响，后来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多隐患。现

在的很多建筑包括一些所谓的国外建筑大师也都太考虑到外



观，而忽视节能、环保等问题了。 不可否认，超高层建筑在

城市节地、经济效益、提升城市形象方面有独特优势，带来

的投资、旅游和商贸活动等远非普通建筑可比，但“911”以

后，国际上美国、日本等都对此有所限制，并对以前的高楼

热进行了反思。所以专家们认为，超高层建筑的规划一定要

符合规律，要把科学发展放在首位，而不能一味地依靠意志

和个人观念来做决定。 南京高楼的疯长已引起政府部门的重

视，早在2000年，南京15层以上的高楼就有约300幢，高楼数

量在全国城市中名列第5位，南京人曾以此而自豪。时隔4年

，南京老城内现状已有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近千幢。只要你留

心，你就会发现，目前南京的高楼是越建越多，从一定的角

度来说，高层建筑布局影响了城市空间特色和形象。除高楼

带来的电梯噪音、光圬染、热岛效应之外。高楼所带来的各

种隐患很难预测。因此南京市提出了未来老城总体上将严格

控制高层建筑的建设。 据南京老城保护和更新规划居民问卷

调查数据显示：68.2％的受访者认为应控制老城区的高层建筑

（必要和非常必要者），也有30.1％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或没

必要。在认为可以建高层建筑的地区中，新街口、鼓楼、中

山北路、中央路、湖南路等高层建筑聚集地区排位现居前列

，其中新街口地区达到30.9％、鼓楼地区21.9％、而明故宫周

边地区只占9.4％。 据权威人士介绍，2003年8月南京形成“

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白皮书，报请政府批准，作为今

后老城规划依法管理的依据。按照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

提出：1 .总体上控制老城的高层建筑建设，除规划界定的“

高层适度发展区”外，今后老城内原则上不新增高层建筑：

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建设，必须进行景观环境影响分析、交通



影响分析，且经过专家论证。 2.整合城市空间轮廓线，引导

高层建筑相对集中布置，老城的高层建筑现状虽然相对较散

，但是整体空间轮廓还是较清晰地呈现出“近墙低、远墙高

；中心高”的总体特征。规划从整合城市空间轮廓线的需要

出发，引导未来高层建筑的建设相对集中布置在新街口地区

、中山南路三元巷地区、山西路广场周边、湖南路沿线、珠

江路地区等地区，以形成收放有序的空间节奏，塑造老城良

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3.结合地域文化特征展现，确定地域

高度控制分区，根据城市空间结构、历史文化保护要求、地

价、人口、交通、景观等多项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将老城

划分为高层禁建区、一般控制区、适度发展区三种控制区域

。高层禁建区明城墙周边、夫子庙地区、门东门西地区、明

故宫地区、朝天宫地区、颐和路公馆区、甘熙故居及周边地

区、中山北路两侧的近现代优秀建筑周边等。其中夫子庙地

区、门东门西地区、朝天宫地区、颐和路公馆区、甘熙故居

及周边地区为低层区。高层适度发展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新街

口地区、中山南路三元巷地区、山西路广场周边、湖南路沿

线、珠江路地区等。高层一般控制区，除高层禁建区和高层

适度发展区外，老城内其他用地原则上为高层一般控制区，

是老城用地的主体，以多层建筑为主。如果需要建设高层建

筑，必须进行环境影响分析和交通流量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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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