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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索建筑架空设计建设的思考建议 

西咸新区研究院课题组 

 

近些年西北气候已逐渐由暖干向暖湿转型，西安的气候越来

越湿润，雨量越来越多，如何解决雨天出行、邻里交往、街区消

费因雨受限的问题，同时更好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借鉴学习

福建、云南“骑楼”、“干栏式”建筑形态（图 1），探索新区建

筑架空设计建设新理念，推动城市在 XYZ（XY 为城市建设平面、

Z为高度）三维空间中向 Z轴实现突破提升，这恰恰也是西咸新

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现结合国内相关做

法案例，提出新区探索建筑架空设计的思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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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建骑楼 

一、什么是建筑架空设计 

建筑架空设计即打破原来传统建设模式，通过将建筑首层保

留承重构件，其余空间一般用作城市绿地、交通等公共设施，二

层作为商业和人际联系层的一种通透、连续的空间形态，形成一

个层次丰富、各尽其能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其最大优点是提高

了土地集约节约率，首层全部还给城市，可集中规划建设生态公

园、海绵城市，也可联结城市路网、提供停车区域等；二层可建

设综合商业载体、邻里中心、文娱活动场所等，激发城市商业活

力，总体上实现人流、车流、物流的分流（图 2）。同时，通过

架空设计的建筑立面可采用多变化、风格化小尺度设计，提升城

市整体风貌与特色。 

目前国家对于建筑架空设计没有专门规定，仅在住建部《建

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中提出面积计算规则。从国内区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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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南方各省市大多出台了架空设计的鼓励性政策，如深圳、厦

门规定底层架空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等；西南区域特别是重

庆、成都基于地形、气候等原因，全力推行架空层建筑；北方地

区也逐渐开始探索实践，今年 4月，滨海新区出台《关于加强滨

海新区民用建筑规划设计创新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在容

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指标的计算上，给予架空设计一定的

补偿。 

 

图 2  建筑架空设计示意图 

二、国内外建筑架空设计的做法经验 

（一）新加坡建筑架空侧重功能集成。新加坡在有限的土地

资源下，充分利用底层架空作为组团外部空间的拓展，将绿化景

观和活动场地引入建筑内部，使土地充分利用的同时将建筑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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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紧密地结合起来。海军部村（图 3）整体设计采用“三明治”

分层的方法，将医疗、购物广场及公共交流空间（下层为公共广

场，中层为医疗中心，上层为老年公寓的社区公园）等整合为一

小型城市综合体，并通过垂直化设计将绿色空间穿插安排在高楼

空间中，使得居民在家就能享受丰富便利的设施，形成积极互动、

充满活力的邻里关系。 

 

图 3 新加坡海军部村 

（二）成都建筑架空演绎文化传承。地处蜀地的成都,独特

的文化也让人流连忘返，在建筑架空中创新演绎传统文化元素，

彰显建筑特有文化内涵。目前正在建设的四川大剧院（图 4），

项目用地面积仅为 11198.27 平方米，采用集约式设计手法，将

各功能板块竖向叠加，将底层 1000 平方米的面积架空，形成 7

米净高的架空空间向城市开放，1601 座的大剧场设置在二层，

450 人小剧场则重叠设置在大剧场观众厅上方，900 人电影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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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负一层，文化展示、艺术教育、艺术交流等多元化体验空间

则灵活设置于首层及夹层空间，建筑风格体现“蜀风雅韵”，成

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图 4 四川大剧院 

（三）滨海新区鼓励民用建筑架空设计。作为北方城市，滨

海新区今年 5月出台《关于加强民用建筑规划设计创新的指导意

见》，鼓励通过设置架空平台，营造有利于激发交流互动的场所，

营造具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场所，营造具有参与性和开放共享精

神的场所，并明确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指标的计算上，

给予架空设计一定的补偿。比如，架空层面积达到 200平方米以

上或者占所在建筑主体结构水平面积 1/3以上，净高 3米以上 5

米以下，以柱、剪力墙落地的架空平台均不计算容积率，架空部

分用于城市交通部分不计入容积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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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新区探索建筑架空设计的启示与建议 

新区目前尚无建筑架空设计相关规定，实践中，部分建筑采

取底部“部分架空”形式设置开放式连廊，提供一定的步行空间，

在城市空间运用上还有很大潜力。当前，新区处于大建设、大发

展新阶段，需要大量土地承载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因此，我们

要着眼于用好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空间，以建筑架空设计推动城

市建设模式创新，打造宜居城市、特色西咸。 

（一）盘整城市空间，探索引入建筑架空理念。相比于南方

城市，北方对于建筑架空设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一是树立城市就是有机生命体的理念，摒弃将建筑“嵌入”

城市的做法，面向城市发展未来，将地面还给城市，将人流导向

架空层之上，通过架空层各种功能的供养，改变城市微循环，将

建筑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使城市焕发生机。二是建议由新区资

源规划部门牵头，立足新区当前重点规划建设区域，重点梳理公

共道路、绿地建设、公共场所、停车设施、海绵城市、商业和休

闲设施等用地需求，通过计算建筑架空可解决的空间面积，在掌

握城市空间和功能需求“总盘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调整相关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二）立足群众需求，明确开发机制。建筑架空设计的初衷、

目标都是以人为本，一是对于具体建设区域，在项目前期开发阶

段要充分调研建筑架空设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对群众关注点、

市场反响、架空形式、土地回报和社会价值等多维度进行分析研

判，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二是在确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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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间功能后，要充分与单元开发理念相结合，从开发单元城市

风貌和周边环境角度出发，确保规划设计既满足空间功能，又在

建筑形态独具特色，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三是对于具体建

筑单体和社区，要引入一站式“邻里中心”集约配置建设理念，

注重功能复合开发，市民不出楼栋就可以享受到出行、购物、休

闲、阅读、教育、就医、养老、就餐、办事等便民服务，让市民

生活更加便捷、幸福。四是对于架空层作为售卖车位、商业等盈

利设施时，要明确落实架空层的权属和使用权利问题（一般为该

建筑全体所有人共同享有），避免产权纠纷。 

（三）坚持因地制宜，分层分类试点推进。要在综合考虑新

区气候、地理、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提出差

异化的建筑架空解决方案。对于正在建设的城市核心区，应更多

考虑景观性和交通性架空层，布设海绵城市、口袋公园等，增加

区域支路密度和停车位，提升城市的综合韧性。例如，在能源金

贸区三期，可考虑在各个建筑二层之间，建立步行连接体系和商

业入口，也可将连接体打造为商业街道。对于滨河区域以及其它

重要的城市开敞空间，可通过错层、退台等方式设置露台，应更

多考虑公益性、人文性，建设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设施，丰富

城市建筑层次和造型，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对于已建成区域，在

后期单体建筑建设过程中，要从弥补该区域整体城市功能短板出

发，架空层可根据情况采取半封闭或“部分架空”等方式，功能

上考虑可作为市民广场、儿童游乐场等供人活动、交流、休憩的

区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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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政策引导，让城市向天空成长。一是借鉴滨海新

区经验做法，可在新区规划建设品质标准增加“建筑架空”设计

相关内容，明确在城市重要节点支持探索运用建筑架空模式，并

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等指标的计算上给予一定补偿，通

过政策鼓励支持，提升相关建设主体积极性。例如，对于架空层

设置停车场、用于交通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部分，不计入容积率，

绿地和公园纳入地块绿地率控制指标；鼓励民用建筑通过建筑架

空设计，建设“邻里中心”，打造“5分钟便民服务圈”。二是探

索盈利设施运营机制，可支持成立或引进连锁机构进行社区相关

服务标准化管理，有关公共设施可通过产权移交、授权委托等方

式，由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统一维护管理，强化各类设施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交互链接，打造未来社区、智慧城市。 

（统筹：雷明豪   执笔：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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