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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白石桥路 45 号的人济山

庄小区 B 栋楼顶平台上，建造了一片两

层的小楼，墙体外表还用岩石质感外壳

包裹上，并在外壳上种上一些花草。建

造者是顶层一住户张教授，在建造过程

中将平台上的管道口破坏导致雨水流

入，多名居民家中漏水。前日，小区物

业工作人员称这是小区老大难问题。城

管已约谈住户，违建强拆手续已上报。

B 栋顶层住户严女士称，这片小楼总

共有1000多平方米。自从 2007 年起，张

教授在天台上就不断地施工建造“小别

墅”，至今已经 6 年了，还是能听见电钻

声。

小区物业称，海淀城市管理大队已

经到小区内对该建筑拍照，并询问了其

他住户意见。“7 月 10 日城管到小区来看

了这个小别墅，他们说肯定是违建，还给

张教授家门口贴了一张约谈的通知，但

是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物业工

作人员说。海淀区城管大队工作人员杨

先生告诉记者，城管已经和该名住户进

行了约谈，关于楼顶违建强拆的工作仍

需要经过海淀区审批等手续，至今仍在

进行中。

（据《北京晨报》）

时下，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不

足百万，土地十分充裕，第三产业增加

值仅百亿元有余，却在兴建五六百米高

的区域“第一高楼”。一些高楼，开工之

初还是“第一高度”，建设中就被人赶

超，完工时很可能已经被挤出了前十的

位置。为了守住“第一”的名声，一些

城市不仅把建筑设定在不切实际的高

度，还往往预留空间，临时加装饰物，

只求比前一个封顶的建筑多盖个三五十

米。

摩天大楼是资金密集型商品，只有

在资金极度廉价的时候，才能诱发企业

或 地 方 政 府 的 建 造 冲 动 。 也 正 因 如

此，建筑界有个“劳伦斯魔咒”，即摩

天大楼开工之日，就是经济过热萌芽

之时；摩天大楼的落成之时，则往往

是经济危机到来的信号。像纽约帝国

大厦、吉隆坡双子塔等知名建筑，都应

验了该魔咒。

而目前，我国不少“第一高楼”的

背后，却是地方国有资本在支撑：天津

117 大厦有天津国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

京紫峰大厦的股东之一是南京国资集

团，大连、武汉的绿地中心则是上海国

有控股企业绿地集团的项目。

“一些地方的开发商明知无法收回

成本，却热衷于盖‘第一高楼’，背后往

往是政府承诺将建设‘第一高楼’与其

他土地的一级开发权捆绑受让，有些甚

至可以零成本获得开发区的大片土地。”

翟宝辉坦言，一些地方争相修建“第一

高楼”这种脱离市场基本面的问题，一

定不是市场因素导致，而是权力的指挥

棒出错了。“这些‘第一高楼’不是市场

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市长的虚荣

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超高层建筑投资高、体量大、技术

精，是城市与企业实力的象征，也是面

子工程的“重灾区”。“一届政府，如果

想快点见到成绩，盖大楼是最容易的。”

杨保军透露。

“超高层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

时，也会加大城市的负荷，造成光污

染，形成热岛效应，带来区域拥堵等城

市病。”杨保军认为，某些毫无章法的

“拔高”，甚至会破坏城市景观。

杨保军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最佳密

度以每平方公里 1 万人左右为宜，超高

层建筑不宜过密。眼光应多关注地下，

而不是天空。“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文明

程度的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而

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隐性部

分决定的，比如地下管网、服务水平

等。”

（据 《人民日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
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
绩攀比的工具，一些地方官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高度竞赛”有多热？
到 2020 年，中国摩天大楼数量将是美国的 2.3 倍

8 月 6 日，农民工老田蹲坐在北京光华

路的一处树荫下，仰望着对面 82 层的国贸

三期大楼：“你说住在里面啥感觉？”

老田从河南商丘来北京打工七八年了，

“新闻上说，上海有个第一高楼，是对面这楼

的两倍高，脖子仰断了都看不到顶！”

老田说的上海第一高楼，是 8 月 3 日封

顶的上海中心大厦。这座高 632 米、共 124

层的高档商务楼，将取代陆家嘴的环球金

融中心，刷新上海的天际线轮廓。而在老

田的身后，是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深坑。3 年

后 ， 108 层 的 “ 中 国 尊 ” 将 在 此 拔 地 而

起，取代国贸三期大楼，成为新的北京第

一高楼。

不仅在京沪两地，近年来，摩天大楼在

我国遍地开花，争相崛起。一些地方纷纷将

摩天大楼的设计高度瞄准区域第一、中国第

一，甚至世界第一。

高 646 米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已

于 2009 年 10 月动工，它不仅将轻松夺得

“华南第一高”的桂冠，在 2014 年竣工时还

将超越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中国第一高楼。

2012 年，设计高度 606 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宣

布加高 30 米，以超越上海中心大厦。而 838

米的湖南长沙“天空城市”，比目前世界已建

成的最高建筑——阿联酋迪拜塔还要高出

10 米，尚未开建，就引起舆论哗然。

据摩天城市网粗略统计，截至 2012 年 7

月，我国已建成摩天大楼 470 座，还有 332

座在建设中、516 座在规划中。换句话说，

今后 10 年中国平均每 5 天就有一座摩天大

楼拔地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拥有摩天大楼

533 座，在建 6 座，到 2022 年前规划再建 24

座。这意味着到 2020 年，中国拥有的摩天

大楼数量将是美国的 2.3 倍。

尽管超高层建筑面临的挑战众多，但

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

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

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

“受人口、土地、价格等因素制约，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金

融区，建设超高层建筑是一种必然。”北京建

筑设计研究院第四设计所所长马泷认为，在

北京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地区，150米应该成

为建筑的普及高度。节省出的土地，可以更

多地用于绿化、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完善

宜居环境。

“超高层建筑一般以写字楼、酒店、购

物中心的综合体居多，服务对象通常是第

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厂

房最多只需要三四层高，只有像银行、保

险、咨询、互联网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城

市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

约型的高层建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

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有必要适

度发展超高层建筑。

然而，我们需要数量为美国2.3倍的摩

天大楼吗？

2012 年 ，我 国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23.16 万亿元，却已建成摩天大楼 470 座。

这相当于中国以美国 88%的摩天大楼数

量，支撑仅为美国 29%的第三产业产值。

美国平均每座摩天大楼对应的第三产业增

加值近1500亿元，而中国的这一数据还不

足500亿元。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

第三产业，到2022年仍无法达到美国2012

年的规模。可按规划，届时我国已建成1318

座摩天大楼。这意味着，每栋大楼支撑的第

三产业增加值，仅为目前美国平均水平的

40%左右，是投资强度极低的粗放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

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

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

中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

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

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员翟宝辉说。

城市天际线应由谁决定？
现代化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

有必要造这么多“第一高楼”吗？
目前，数量为美国 88%的中国摩天大楼，

支撑仅为美国 29%的第三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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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 16 时许，由浙江省旅游局

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看晚

报·游浙江”主题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

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浙江省旅游局副局长

网络直播访谈拉开序幕。

“看晚报·游浙江”活动，由浙江省旅

游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由钱江晚

报联合全国 10 个省（市）的 15 家主流晚

报共同承办。活动将于 8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面向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

苏、安徽、江西、福建、广州、河南 10 个省

（市）主要城市的晚报读者和市民，推出

浙江旅游的系列宣传和丰富多彩的旅游

活动及各类旅游优惠推广。活动旨在借

力晚报联盟优势，借助高铁网络的便利，

整合浙江省内各地旅游资源，吸引国内

千万游客畅游“诗画江南，山水浙江”。

今年，针对旅游惠民这一主题，旅游

部门特别编排了“夏入海、秋上山、冬养

心、春下乡”旅游线路，每季在全省分别

举办一次大型主题旅游活动。

（浙江日报记者 黄蕾 虞珊珊）

看晚报，游浙江
十省晚报联盟引领畅游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