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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一定越高越好吗？眼下，全球都在反思。
自2010年以来，迪拜哈利法塔定格了828米的世界最

高纪录，今后恐怕也鲜有挑战者。这样的超高建筑，造就令
人赞叹的天际线，却难掩破坏自然人文景观、影响城市“小
气候”、维护成本高、能耗大等缺陷。如哈利法塔在夏天制
冷需求最高峰时，就需要约 1 万吨冰块融化所提供的制
冷量。

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中国一直在促进建筑低碳发
展。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
方案》，指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
以上建筑。这是短短 2 年内，国家层面第 4 次限制新建高
层建筑的政策，也昭示着我国城市“不断攀高”已成为历史。

杭州的楼宇高度并不拔尖。就像吴可人说的那样：“杭
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西湖、大运河这样具有传统历史风貌的
区域，宜构建与传统形态和功能相协调的尺度，多在城市环
境上动脑筋，多在城市宜居上想点子。”

事实上，杭州对高楼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还曾降低各
种第一高楼的“身高”。

2002年，位于西湖文化广场的环球中心开始施工。起
初，这座杭州市中心第一高楼的高度，比170米还要再高一
些，符合塔楼的“黄金比例”。但是，从西湖远眺环球中心方
向，塔楼太高显得突兀，因此适当降低了高度。

2007 年，原浙大湖滨校区塔楼，也就是“西湖第一高
楼”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杭州首个港资打造的商业综合
体嘉里中心。这个新综合体第一版方案给出了 85 米规划
高度，遭到全面反对。一年后，将高度下调到了56米，依然
没有过关。即使最终改到了48米，也经历了数年的论证和
反复确认。

2020 年，杭州版“限高令”发布，当年出台的钱塘江综
合保护与发展实施导则中，对沿江新建建筑高度有了明确
要求。而在杭州各界，也一直存在保护城市通风廊道的呼
声，呼应了杭州相关规划中对限高的重视。

“打造城市的天际线，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程
度、区位和历史文化保护、西湖景观保护、机场限高等因
素。”汤海孺说，高楼的投入与产出也存在边际效应，不同城
市的边际效应也不一样。他表示，杭州在总体城市设计中，
通过整体谋划，明确了建筑高度分区和地标建筑区域，努力
形成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城市天际线，为防止片面追求高
度、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一定探索。

随着“第一高楼”持续降温，各地还能在地标塑造上创
造什么样的“封面”形象？

杭州或许能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西湖一直是杭州自然
与人文相融合的天然地标，既独具韵味，又别样精彩，具有
启示意义。”汤海孺说，从良渚古城遗址，到京杭大运河，再
到奥体的“大小莲花”，这些杭州的地标，联通古今、连接世
界，一定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第一高度”。

反思“高楼热”
城市地标并非越高越好

从西湖到钱塘江再到城西科创大走廊从西湖到钱塘江再到城西科创大走廊

杭州高度杭州高度，，折射城市跃迁折射城市跃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留留 吴佳妮吴佳妮

第一高楼，不仅标记了天际线，更展现着
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不久前，杭州西站投用“满月”，历经了新
一轮线路加密。与这座新一代高铁枢纽一同
加快嵌入城市的，还有那座规划中的第一高
楼：高达 399.8 米的“金钥匙”，2028 年建成
时，将问鼎杭州之巅。

这是又一个城市中心的崛起。
从西湖文化广场环球中心的 170 米，到

钱塘江畔“杭州之门”的310米，再到云城“金
钥匙”的 399.8 米，这 3 个高点，分别呼应着

“西湖时代”、“钱塘江时代”、城西科创大走廊
的发展格局，折射出杭州作为新晋特大城市
的新型空间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组团
式、生态型”。

屡屡刷新的杭州高度，即将花落城西科创
大走廊，是否预示着杭州在后工业化时代，即
将发起迈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跃迁？

为什么第一高楼往往都是地标？因为摩
天大楼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符号，是技术实力、
经济繁荣程度的象征。

世界第一高楼的变迁，折射着全球发展
格局的演变。早在19世纪末，摩天大楼如雨
后春笋般在美国各个城市耸立起来，彼时美
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随
后近100年里，世界第一高楼屡屡易主，但几
乎都落子美国。直到1998年，马来西亚吉隆
坡耸立起 452 米的石油双塔，标志着亚洲国
家接过了世界第一高楼的接力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经济的快速发
展。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报告显
示，中国拥有世界 40%的超高层建筑，150
米、200 米、300 米以上的建筑数量都位居全
球第一。上海一直是中国“天际线”的代表性
城市，高 632 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
心大厦，也标注着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
城市高度。

“杭州第一高楼位置变迁，与城市发展空
间拓展、新的城市中心崛起保持一致。”浙江
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吴可人告诉记
者，上世纪90年代，是杭州的“西湖时代”，最
早的一批高楼，如电信大楼、杭州大厦、杭州
大酒店，都在武林广场和西湖文化广场一带。

本世纪初，杭州拉开了从“西湖时代”迈
向“钱塘江时代”的序幕。

2002年，杭州市对城市发展战略作出重
大调整，首次提出“城市东扩、跨江发展”。同
年，钱江新城拔地而起，这里高楼云立，刷新
了天际线，成为了城市格局变迁的产物。

时间来到2017年，杭州城市格局再次发

生变化，原来的“跨江发展”变成了“拥江发
展”。

这一年，杭州重新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位
于钱塘江南岸的钱江世纪城，与北岸的钱江
新城，一同被确立为杭州城市新中心。巧合
的是，就在同一年，杭州世纪中心开建，被称
作“ 杭 州 之 门 ”，将 杭 州 建 筑 高 度 拉 升 至
310米。

由此，杭州第一高楼完成了从“西湖时
代”到“钱塘江时代”的交接。

第一高楼还见证了杭州新的城市格局
演变。

“这里会有一个高楼群。”在杭州云城项
目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带领下，记者来到
杭州西站北面，眼前建设中的云城北区金钥
匙综合体建筑群，由5栋建筑大厦组成，其中
最高的塔楼名称为“金钥匙”，高度为 399.8
米，那是杭州今后的第一高楼。

今年广泛流传的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空
间结构示意图显示，位于城西科创大走廊的
云城、未来科技城，曾被标注“中心”二字。杭
州市相关部门透露，这份示意图并非最终规
划。不过，大家都渐渐意识到，继“西湖时代”

“钱塘江时代”之后，杭州城市发展已然多了
一个新中心。

可见，杭州第一高楼的位置变迁，的确与
城市发展格局之变相呼应。这些第一高楼，
也见证了杭州向特大城市的跃升。新世纪以
来，杭州市区面积从 683 平方公里，扩增至
8000多平方公里，完成从“三面云山一面城”
到“一江春水穿城过”的蜕变，跃升为长三角
区域陆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刷新天际线
见证城市发展格局演变

第一高楼，承载的还有新旧动能转换
之变。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杭州西湖东侧不少
高楼上的旋转餐厅，是以旅游资源推动城市
发展的缩影。如杭州大酒店曾在顶楼设置
旋转餐厅，顾客可以一边用餐、一边远眺西
湖。然而，2018年，在杭州“拥江发展”高歌
猛进之时，这个杭州最高的旋转餐厅，戛然
停转。

“第一高楼属于高强度开发，必然需要
高能级的产业去匹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总规学委会委员汤海孺认为，杭州从“西湖
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单一的旅游资源
难以支撑城市快速发展，亟需引育高能级的
产业。

本世纪初至今，杭州上演的第一高楼变
迁，承载的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
动跃升”的杭州之变。

在钱江新城富春路两侧，自东向西分布
着一座又一座总部楼宇，集聚了大量总部经
济、金融产业，催生了一座又一座税收“亿元
楼”。“上城正在打造全省首条税收‘百亿大
道’。”杭州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以富春路 2 公里为轴线打造的这条“百
亿大道”，将把每一座大楼打造成“高产楼”，
成为杭州新的增长极。

作为杭州城市发展的第二个中心，钱江
新城和钱江世纪城正在形成近2000万平方
米的楼宇产业空间。基于领跑全国的楼宇
规模，杭州今年首次提出“楼均论英雄”。而
浙江省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
就要以这些楼宇为载体，建设国际金融科技

创新高地。
当然，第一高楼所承载的新旧动能转换

之变，并不局限于有限的楼宇空间之中。它
就像一根高耸的“磁铁棒”，吸引着资金流、
人才流、信息流的集聚，推动着一个个新增
长极的崛起。

杭州一直在上演着这样的故事。伴随
着“跨江发展”，杭州高新区（滨江）快速崛
起，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物联网产业重要发源
地；伴随着“城市东扩”，杭州打造了城东智
造大走廊，筑牢了杭州实体经济的铁柱钢
梁；伴随着“拥江发展”，钱塘江南岸的萧山
快速转型，成为“中国视谷”核心承载空间，
将塑造国家经济地理新地标。

如今，第一高楼这种风向标意义，将在
杭州继续上演。

“杭州向西发展，加大了创新驱动的城
市新中心向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
既是无形的，也需要一个标志性的物理高
度，来承载和提升相关功能。”汤海孺说，未
来 399.8 米的“金钥匙”，将依托西站，融合
站城一体化开发的规划设计理念，集聚大型
企业总部、未来产业等，成为发展的又一制
高点。

事实上，“金钥匙”即将打开的是通向全
球创新策源地的未来之门。按照浙江“十四
五”发展规划，“金钥匙”所在的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将作为主平台打造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这是一个“面向
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
新策源地。

竖立风向标
承载新旧动能转换之变

杭州第一高楼变迁记

20世纪
80年代初

11 层高的电

信大楼在武林
广场耸立，成
为当时的杭州
第一高楼。

1988
年

实 际 高 度 为

108 米的杭州

大厦建成开业，
树立了一个新的
坐标。

1995
年

2006
年底

249.5 米的

杭州第二长途
电信枢纽大楼
启用，成为“浙
江第一楼”。

杭州大酒店以

112 米的 高

度 成 为 最 高
点。

2011
年

浙江财富金融

中心以 258
米的高度，成

为新的杭州第
一高楼。

2018
年

位于钱江世纪
城 的 博 地 中

心 ，高 280
米，成为杭州

目前投入使用
的第一高楼。

2022
年

目前

310 米 的 杭

州 世 纪 中 心 即
将投入使用，成
为 在 建 杭 州 第
一高楼。

杭州云城已规划

建 设 399.8
米的“金钥匙”，

将成为杭州第一
高楼。

杭州明确建筑高度分区和地标建筑区域，形成疏密有致、错落有序的城市天际线。图为从西湖眺望杭州城区。 视觉中国供图

钱江新城天际线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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