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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宏观背景下，未来城市的竞争将从物

质空间转向城市文化，其实质是以地域特性为基础的城市个性与特

色的竞争 [1]，其物质形态则表现为差异化发展的城市景观。城市景

观兼具生态学、美学和社会学意义，因而除了关注山系、水系及绿

地系统等自然要素之外，建筑高度的控制也非常重要。建筑高度宏

观上塑造城市天际轮廓线，微观上决定街道景观。更重要的是，建

筑高度往往能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空间模式、人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城

市发展的历史 [2]。

由于我国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局限，发展高层建筑是必然趋势。

从三维角度看，城市中的重要历史建筑、纪念性建筑和高层建筑就

像“图”，其他普通建筑为“底”。高层建筑对城市景观影响显著，

成为建筑高度控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我国对高层建筑的布局有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控制方法的介绍与总 

结 [3-5]，高层建筑布局可行性研究 [6-9]，高层建筑对天际轮廓线的影

响 [10-12] 以及从规划角度对建筑高度指标和高层建筑控制的研究 [13,14]

等。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较少从城市景观角度出发来控制高层建筑

布局，而大多通过定量分析各类影响因子来为控规提供理性的数据

基础。然而，数据往往很难全面反映复杂的实际情况，还需结合实

地情况因地制宜。

影响高层建筑发展的因素比较复杂，如地质条件、交通区位、

公共设施等，但通过研究国外高层建筑控制发现，影响建筑高度特

别是高层建筑高度最直接的因素往往是城市景观。比如欧洲国家，

高层建筑的出现强烈冲击了从中世纪以来就统治城市天际轮廓线的

教堂建筑，因而控制的出发点往往是保护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

义的标志性景观。

西方国家通过长年的文化经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在

英国存在这样的普遍共识：一个在视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卓越

的城市环境是伦敦吸引财富的强大动力，城市形象至关重要 [15]。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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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层建筑作为应对城市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

世界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高层建筑的空间分布与高

度控制对城市景观有显著影响，是城市景观控制的重要方面。

本文以伦敦市为例，总结了高层建筑控制相关政策的发展历

程，并从区域控制、天际轮廓线和景观保护区三个方面详细

介绍了高层建筑的控制内容和方法，同时以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新交易港一号（One New Change）商场为例进

一步说明。最后，文章讨论了英国城市景观中的高层建筑控制

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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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市（the City of London）①（图 1）早在 1938 年就展开了
保护圣保罗大教堂景观地位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使英国在城

市景观控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技术手段和控制方法上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系。本文以伦敦市为例，结合案例对英

国城市景观中的高层建筑控制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希望

对中国的城市建设特别是有关历史街区的城市景观控制及高

层建筑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  伦敦市高层建筑相关政策的发展

1.1  背景
在 1948 年以前伦敦的建筑高度都由《伦敦建筑法》

（London Building Acts）控制，旨在防火及确保结构稳定性。

建筑高度主要取决于消防队梯子的长度，使 20 世纪初期的
英国建筑整体都相当低。1930 年，一部新的法案将建筑的最
大高度从 24.4 m 提高到了 30.5 m，高楼随即拔地而起，遮挡

了圣保罗大教堂，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戈德弗雷·艾伦

（Godfrey Allen）受托展开了调查研究，根据重要观景点与

圣保罗大教堂的关系制定了相应区域建筑高度的上限，这项

政策被称为《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St. Paul’s Height）[16]。

另一方面，伦敦市如此关注高层建筑与其传统的城市肌

理有密切的关系。伦敦市基本上是 1666 年伦敦大火之后重
建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中世纪以来的街道空间模

式，街巷密集，教堂和庭院点缀其间。这些特征对伦敦市的

步行交通模式至关重要，也造就了伦敦独特的景观 [16]。然而，

这样的肌理也为后来高层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建筑和城镇形态一直被保存到了 18
世纪，19 世纪后交通工具的发展带来了通勤的便利，伦敦市

逐渐成为一块商业飞地。此后，居住人口不断下降，以办公、

金融为主的商业建筑大量建设，建筑在类型、年代、材料、

规模、体量、高度和建筑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 [16]，城

镇景观也变得复杂多样。

进入 21世纪以后，伦敦市一直面临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对居住、办公、商业和休闲设施的基本需求也与日俱增。据统计，

2011年伦敦市居住人口仅 0.74万左右，但每天从各地通勤至此
工作的人数却高达 37.3万人；预计 2026年居住人口将增长至
1万人，工作人口增长至 42.8万人；作为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

国际金融、商业和海上贸易中心，伦敦市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

式是办公，并将持续增长：2011—2026年，伦敦市的办公面积
预计增加 115万m2，零售面积增加 13.6万m2，住房增加 1 647
户 [17]。因此，最新的《大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 2016）
指出，高层建筑将是应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有效策略之一 [18]。

1.2  相关政策的发展过程
伦敦市对高层建筑的控制曾有过多方面尝试（表1）。《圣

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颁布后，1947 年的《伦敦市重建规
划》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建筑的最大高度取决于建筑相邻

街道的宽度、容积率和采光标准，表明伦敦市的建筑高度发

展将延续现状。《伦敦市规划》主要通过容积率控制高层建

筑的分布。政策规定伦敦市的容积率在 2.0~5.5 之间（其中
绝大部分区域在 3.0~5.0 之间，1989 年统一为 5.0），由此限
制建筑体量，控制办公人口密度，防止交通拥挤。然而，实

践表明虽然容积率能有效控制相应地块上的建筑面积，却难

以限定建筑的形式和高度，因此 1994 年的《伦敦市单一发
展规划》（City of London Unitary Development Plan）取消了

容积率控制，代之以一般性的建筑设计政策。容积率控制取

消后，建筑设计主要遵照城镇景观和相关政策，在那些高层

建筑被允许的地块，建筑体量变得更大，同一地块中的密度

变化更加剧烈。1976 年通过的《大伦敦发展规划》是第一
份正式包含高层建筑发展的规划文件，它针对高层建筑将大

伦敦划分为三类区域：不宜建设区、敏感区和潜力区，并为

每类区域编制了控制标准。除了明确界定特征区域（areas of 

special character）之外②，它还首次确定了伦敦关键性地标

的眺望景观保护③，后被纳入 1989 年的《伦敦市本地规划》
（City of London Local Plan）[16]。《大伦敦发展规划》（1976）
奠定了今后城市景观中高层建筑控制的基础。

① 伦敦市与大伦敦：大伦敦（Greater London）是英国英格兰地区下属的九个一级行政区划之一，包含伦敦市与 32 个伦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s），共 33 个次级行政区。
② 其中有一部分区域位于伦敦市内，分别是泰晤士及泰晤士河岸（Thames and Thames-side）、市中心（the City）、伦敦塔区域（Tower of London 

area）、英国皇家法庭（Royal Courts of Justice）和四所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等。

③ 其中包含 3 条《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中规定的景观视廊，即圣保罗大教堂分别到格林威治公园（Greenwich Park）、缙庭山（Primrose Hill）

和汉普斯特德希思公园（Hampstead Heath）的三条景观视廊。

图 1  伦敦市与大伦敦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伦敦市

大伦敦

大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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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首次颁布的《大伦敦景观管理框架》[19] 作为

2004 年《大伦敦规划》的补充性文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建立了完善的城市景观控制体系，其最新修订版发布于 2012
年 3 月并沿用至今。

1.3  总结
在长期的关注和政策控制之下，伦敦市的高层建筑分

布呈出现了显著的特征。高层建筑主要位于伦敦市的东部和

北部，西部和河岸区域基本禁止了高层建设。东部因圣保罗

大教堂的影响较少，自 1930 年以来就有大量高层建筑发展，
并逐渐形成组团，成为天际轮廓线中显著的元素。相对而言，

西部和南部的天际轮廓线则明显低矮得多 [16]。

对照高层建筑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发展，可以发现： 

（1）相关政策都充分尊重了伦敦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
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东部区域一直有高密度发展的趋势和发

展高层建筑的需求及潜力，历史风貌区则强调“新旧协调”； 

（2）尽管各发展规划控制方法互不相同，但它们在高层建
筑发展的区域控制上基本一致，奠定了当前高层建筑分布的

基础；（3）以容积率控制高层建筑发展的方法最终被取消意
义重大。影响、决定土地价值和发展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

难以准确预判，容积率的确定本身就容易产生争议，并且，

作为控制建设量的二维指标也不易控制建筑的三维形态。

2  伦敦市城市景观中高层建筑控制的主要内容

2.1  高层建筑的定义
2007 年，英格兰历史建筑和古迹委员会与建筑及建成

环境委员会（The CABE and English Heritage Guidance on Tall 

Buildings）在《高层建筑导则》（Guidance on Tall Buildings）

中提到，严格地将建筑划分为高层或非高层建筑没有意义。

虽然可以简单地通过设定高度值来分类，但评价一座建筑是

否是高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环境 [16]。伦敦市各地

段城市景观在建筑的高度、规模和密度方面差异很大，建筑

所处具体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大伦敦规划》将高层建筑定义为“明显高于

周围环境的建筑”或是“为天际轮廓线带来显著变化的建

筑”。2008 年《英格兰城镇规划指示》（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England）尝试为不同地段定义了高层建筑，以作

参考：（1）泰晤士河附近高度超过 25 m 的建筑；（2）伦敦
市中心高度超过 150 m 的建筑；（3）伦敦市中心范围之外高
度超过 30 m 的建筑 [20]。

从城市景观角度来定义高层建筑反映的是建筑与城市环

境的关系，它同时考虑了伦敦市的自然景观条件和城市景观环

境，植根于伦敦市自身城市特点，有利于各区域的特色化发展。

2.2  高层建筑控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伦敦市本地规划》中与高层建筑有关的 3条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分别是历史环境策略（CS12）、眺望景观保护
策略（CS13）和高层建筑策略（CS14），对高层建筑的控制主
要有区域控制、天际轮廓线控制和景观保护区三方面内容。

2.2.1  区域控制

2013年的《伦敦市本地规划》的高层建筑策略（CS14）
确定伦敦市分为高层建筑不宜建设区（Area Inappropriate 

for Tall Buildings）和高层建筑敏感区（Areas Sensitive to Tall 

Buildings）（图 2）。其中，不宜建设区域主要有两类：历史保

护（conservation area）和景观保护区①（view protection area）

（图 3）[21]。伦敦市其他区域均为高层建筑敏感区，其中东

部组团被认为是最适宜发展高层建筑的区域。

伦敦市共 26 处历史保护区，覆盖了伦敦市三分之一的

面积，它们在尺度、规模和特性上差异很大。保护区旨在保

护各个区域的整体风貌、布局形态和尺度，它们是城市发展

的历史见证，是构成城市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

的发展应保护并强化其特征，因此，高层建筑应当避免给历

史保护区带来消极影响。

景观保护区最核心的内容是景观视廊（Landmark Viewing 

Corridor）的保护，为了保护能够反映伦敦市城市发展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景观在最佳观景点的可见性和完整性，它

设定了相关区域的建筑高度上限值，不仅保证了前景区和中景

① 景观保护区域包括：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区域、影响到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大火纪念碑和伦敦塔的景观保护视野的景观视廊，以及圣保罗大

教堂高度控制区域和伦敦大火纪念碑景观控制区域。

表 1  伦敦市高层建筑相关政策的发展

名称 颁布时间 主要特点

《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

(St. Paul’s Height)
1938 年

确定了 8 条景观视廊，采

用高度控制平面（threshold 

plane）控制建筑高度

《伦敦市重建规划》(Re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of London)
1947 年

通过街道宽度、容积率和采

光标准控制建筑高度

《伦敦市规划》

(County of London Plan)

1951 年
（1962年修订）

采用容积率控制高层建筑

分布，于 1994 年取消

《大伦敦发展规划》

(Greater London Development Plan)
1976 年

采用区域控制，首次确定大伦

敦关键地标，眺望景观保护

《大伦敦景观管理框架》(LVMF: 

London View Management 

Framework)

2007 年
（2010年修订）

提出了系统的城市景观控

制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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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没有遮挡，还保证了背景区的整洁 [19]。高层建筑敏感区尊

重伦敦市复杂多样的城市现状，保留了将高层建筑和传统建筑

并置以创造令人振奋的城市空间的可能性。总体而言，高层建

筑敏感区中的高层建筑设计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它对周边

环境乃至城镇、对相邻建筑和空间的公服设施承载力、对更大

范围的天际轮廓线、保护建筑的环境和保护区域的影响 [16]。

高层建筑的区域界定还与伦敦市的空间战略相呼应。

2013 年的《伦敦市本地规划》指出了最近 20 年伦敦市发展
的 5 个关键区域：北部区域（The North of the City）、齐普赛

街和圣保罗大教堂区域（Cheapside and St. Paul’s）、东部组
团（Eastern Cluster）、阿尔盖特区域（Aldgate）和泰晤士河

及河岸区域（Thames and the Riverside），各区域有相应发展

策略。这 5 个区域没有明确的边界线，在分布上基本覆盖了
高层建筑敏感区，特别是北部区域、东部组团和阿尔盖特区。 

从表 2 可以看出，东部组团是今后伦敦市的主要办公区域，
其办公面积将占伦敦市的 50%~60%，无论是从建设量还是

① 事实上，在 2002 年的《伦敦市单一发展规划》里，北部区域和东部组团是同时被作为最适合发展高层建筑的区域的，但随后的研究发现北部
区域由于巴比肯住区（它本身也包含一些高层住宅）的存在，高层建筑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无法在视觉上集中形成组团，因此后来仅保留了

东部组团作为集中发展高层建筑的区域。在今后的发展中，北部区域侧重住宅，东部组团侧重办公和零售。阿尔盖特区域虽然也较少受到历史

保护区和景观保护区的影响，但因自身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的发展策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从以金融、保险为主的办公区域所需要的视觉形象来看，都

与在东部组团发展高层建筑的策略是一致的①（图 4）。

2.2.2  天际轮廓线控制

高层建筑在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伦敦

市的天际轮廓线主要由 4 个部分组成，一是东部的高层建筑
组团，多为办公建筑；二是其他地方分散分布的高层建筑，

大部分位于北部；三是圣保罗大教堂，它始终是西部天际轮

廓线的主导元素；四是历史性天际轮廓线地标，比如伦敦塔、

伦敦大火纪念碑、教堂塔楼和其他历史建筑，它们通常比前

面三类低一些 [16]（图 5）。

图 2  伦敦市高层建筑的区域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6]绘制

伦敦市

高层建筑不宜区

高层建筑敏感区

历史保护区

景观保护区

东部组团

其他区域

最适合发展高层建筑的区域

《大伦敦景观管理框架》

《伦敦大火纪念碑保护景观》

《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

共 26 处，占伦敦市 1/3 的面积

图 3  伦敦市高层建筑不宜建设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绘制

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区

LVMF 景观视廊
伦敦大火纪念碑景观与观景控制区

历史保护区

高层建筑不宜建设区

表 2  伦敦市区域发展分布参考（单位：%）

办公 零售 酒店 居住

北部区域 10~20 20~30 0~10 60~70

齐普赛街和圣保罗大教堂区域 0~10 50~60 20~30 0

东部组团 50~60 10~20 0~10 0

阿尔盖特区域 0~10 0~10 0~10 0~10

泰晤士河及河岸区域 0~10 0~10 50~60 0~10

其余地区 20~30 0~10 0~10 10~20

伦敦市（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整理

图 4  2013—2033 年期间伦敦市发展的关键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伦敦市范围
干线铁路
主要铁路项目
火车站

伦敦地上铁站
城市边缘潜力区
高强度开发区
居住区

核心商业区
零售商业带
旅游景点
游客路线

滨河步道
河岸码头
永久性码头
教育

批发市场
电热复合厂
医院
银行站

东部组团
阿尔盖特
区域

北部区域

泰晤士河及
河岸区域

齐普赛街和圣
保罗大教堂区域

图 5  伦敦天际线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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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高层建筑组团最早形成于 1930 年代，在 1950
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 1973 年版的《英国建筑》（The 

Buildings of England）中，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 

Nikolaus Pevsner）评价伦敦的高层建筑高度不够高，且过于

分散，无法让人联想起纽约或芝加哥，而更像美国中西部的

中型城市 [16]。在更早的时候，皇家美术委员会（The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就在 1960—1962 年的第 18 次报告中
批评了高层建筑选址的不当和设计的拙劣，并接着在 1987
年指出，塔式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层建筑）比板式更为美

观，精心组织的高层建筑组团比分散布置的高层建筑更胜一

筹 [15]。随后不久，东部显著的高层建筑组团就形成了，更高

的建筑不断成为新的视觉焦点，较矮的建筑围绕周边，形成

逐渐升高的趋势，造就了伦敦市天际轮廓线引人注目的特征。

由于伦敦市周边的地形和市中心的标高几乎一样，因而

在这些区域很少能看到伦敦市整体的天际轮廓线。站在更远

的山脉俯瞰，所见到的高层建筑背景多为山脉和人工构筑物，

而非整洁的天空。因此，观看伦敦市整体天际轮廓线的主要

区域有 3个：泰晤士河沿岸、伦敦市的近郊和更远处的山脊 [16]。

泰晤士河沿岸基本能看到伦敦市的整体天际轮廓线，因此河

岸景观受到了高度关注，在发展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主要有：

充分利用东部高层组团的景观优势；不属于任何一个组团的

孤立高层建筑对天际轮廓线的影响；现代高层建筑和历史天

际轮廓线中地标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大伦敦景观管

理框架》的河岸景观中较多涉及轮廓线的保护，保护对象多

为历史建筑。它通过轮廓线保护区域确保重要历史建筑背景

区域不出现破坏轮廓线的要素，以保证相应历史建筑在天际

轮廓线中战略性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2.2.3  景观保护区

区域控制里提到的景观保护区在很多政策中都有提及。

它有一个完善的景观控制体系（图 6），虽然并非专门针对高
层建筑，但能通过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来影响高层建筑的分布。

首先，《大伦敦规划》指定了 4 类战略性景观，分别是

伦敦全景（6 处）、线性景观（3 处）、河岸景观（13 处）和
城镇景观（5 处），共 27 处，包括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
人们宏观认识大伦敦的建筑和城市风景。接着，LVMF 作为

补充性规划文件对这些景观做了详细描述，针对每处景观提

出精确的技术指导和具体的控制导则。最后，还有一系列地

方政策对高层建筑做进一步的说明和控制，如补充性规划指

引《伦敦市景观视线保护》（City of London Protected View）[23]、

实证研究报告《高层建筑与伦敦天际线》（Tall Buildings and 

London's Skyline）[24] 等。

《大伦敦规划》中指定景观（designated view）的构成要素

（图 7）包括：（1）观景区域（viewing place），观景区域内有

若干观景点（viewing location），而观景点又包含若干评估点

（assessment point），每个评估点都有特定且互不相同的朝向；

（2）保护性眺望景观（protected vista）或轮廓线（protected 

silhouette），主要通过高度控制平面来保证指定景观不受遮挡，

其中涉及到重要历史建筑的景观还会采取轮廓线保护措施。

高度控制平面最早出现于《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其

确定方法是首先在伦敦市选择 8处眺望圣保罗大教堂的观景
区，接着绘制出观景区中若干评估点与圣保罗大教堂指定点

（南侧景观控制线为栏杆的底部，47.6 m AOD①；北侧为教

堂基座的顶部，柱廊的底部，58.1 m AOD）[23] 之间形成的倾

斜平面，即为高度控制平面。若干高度控制平面相交后取最小

值作为对应地块的高度上限值，以保证圣保罗大教堂的可见性。

《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最终表现为一张赋值的网格平面，

图 7  指定景观构成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周边景观协议区

战略性地标的保护性
眺望景观（适用区域）

背景区

中景区

前景区

周边景观协议区

地标景观视廊

观景区域

观景点

评估点
（适用区域）

图 6  景观保护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景观视廊 : 前景区、中景区
周边景观协议区 : 背景区

指定景观分类 1 伦敦全景 2 线性景观 3 河岸景观 4 城镇景观

观景区域
观景点 A 评估点 1; 评估点 2;…
观景点 B 评估点 1; 评估点 2;…
观景点… 评估点 1; 评估点 2;…

景观保护区 指定景观构成 远景保护

轮廓线保护

主要控制方法 高度控制平面

① AOD：即 Above Ordnance Datum ，高于海平面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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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的数值仅代表那一点的高度上限，方格内任意点的高度

上限值还需进一步计算，新建和改建项目都必须严格服从。

然而，《圣保罗大教堂高度控制》关注的是教堂的前景区

和中景区，忽视了背景区控制，导致一些高层建筑削弱了大教

堂在天际轮廓线中的主导地位。LVMF沿用并发展了高度控制

平面的方法，同时关注了保护对象的前景区、中景区和背景区，

称为保护性眺望景观（protected vista）。它由两部分组成：景观

视廊，是评估点和眺望对象之间的区域，其高度控制非常严格，

必须保证眺望对象不被遮挡，属于区域控制中的高层建筑不宜

建设区；周边景观协议区（wilder setting consultation area），是

一个范围更大的区域，由包含景观视廊的前景区、中景区和景

观视廊之外的背景区组成。它的高度控制相对灵活，主要是保

证有相对开阔的视野来眺望景观，背景区可保护眺望对象的天

际轮廓线，同时避免形成屏风一样的建筑群。

2.3  实例分析
由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交易港一号（ONC： 

One New Change）与圣保罗大教堂隔街相望，紧邻高层建筑不

宜建设区，位置非常敏感（图 8,图 9）。原址为一栋 40 m高，

11层使用波特兰石和红砖的英格兰银行办公楼 [26]，因其过时

的古典主义风格受到一致批判而被要求重建。让·努维尔的设

计在 2003年的国际竞标中被选中，曾一度遭到查尔斯王子的
激烈反对 [27]，尽管 2010年投入使用之后仍旧备受争议，但也
包揽数项大奖，伦敦市总规划师彼得·雷斯（Peter Rees）评价

其不仅是一座购物中心，更是伦敦市主街的一次重生 [28]。

从区位上看，ONC 位于五大关键发展区域之一的齐普

赛街和圣保罗大教堂区。这里同时也是伦敦市五大购物中心

之一，核心策略之一就是增加零售业面积、发展各种规模的

零售业 [17]。ONC 建筑面积约 83 700 m2，其中零售商业面积

约 20 000m2，办公面积约 31 500 m2[25]。尽管位于高层建筑不

宜建设区之外，ONC 的选址还是在景观保护区的周边景观协

议区内，其高度受到一定的控制，主要由 LVMF 中的 1A.2（位

于伦敦市外西北侧的亚历山德拉宫 [Alexandra Palace]）、3A.1
（位于伦敦市外西北侧的肯伍德府 [Kenwood House]）、5A.2（位
于伦敦市外东南侧的格林威治公园 [Greenwich Park]）和 8A.1
（位于伦敦市外西南侧的威斯敏斯特码头 [Westminster Pier]）

四个眺望点决定。场地分别位于 1A.2 的 52.1~55 m AOD 区

段、3A.1 的 52.1~60 m AOD区段、5A.2 的 52.1~52.5 m AOD

区段和 8A.1 的 52.1~60 m AOD 区段，取最小值则应该是

52.1~52.5 m AOD（图 10）。实际建成的OCN高 33.4 m（51.8 m 

AOD）[29]，仅为圣保罗大教堂高度（111.6 m）[23] 的三分之一

左右。ONC 如同一颗由若干景观视廊切割出来的宝石，复杂

的限制条件成了形式的重要依据。

ONC 还从另外几个方面巧妙地处理了与大教堂的关系。

首先，建筑外表皮大量采用玻璃，人们不管位于哪一层都能

看到大教堂；位于大厅的观光电梯可以将人们直接带到屋顶

平台，在这里近距离欣赏大教堂、眺望伦敦城是非常震撼的

体验（图 11）；另外，商场占据整个街区，一些步行街将其
切分，最宽的一条正对圣保罗大教堂，形成框景（图 12）[30]。

图 8  新交易港一号总平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图 9  新交易港一号鸟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图 11  从新交易港一号屋顶平面
看圣保罗大教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图 12  新交易港一号对大教堂的框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1]

图 10  LVMF 中 1A.2、3A.1、5A.2 和 8A.1 眺望点的高度控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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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

3.1  开放灵活的控制体系
英国的城市景观控制层次清晰完整，体系灵活开放，具

有很高的借鉴价值。2004年的新规划体系保留了 1947年《城
乡规划法》确立的发展规划（Development Plans）的核心地

位，即发展规划是唯一法定规划。新规划体系在国家层面是

规划政策声明（PPS: Plan Policy Statement），区域层面为区

域空间战略（如大伦敦区域对应《大伦敦规划》），在区一级

提出了地方发展框架，包含发展规划文件及补充规划文件 [32]

（图 13）。PPS 作为框架性文件，包含涉及城市各个方面的

专篇，是较高层级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针对某些规划问

题或特定开发建设项目公布的一系列引导性政策、要求和建

议，或在现行城市规划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一步阐明规划

政策，并做出技术上的强调、深化和补充；也可对一些特定

类型或特定地区的规划提出要求和建议 [33]。因其并非法律文

件，故能针对不同时期规划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及时调整，非

常灵活，而具备法律效力的地方发展规划则会合理纳入 PPS

中的政策，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我国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乡规划法规定

的法定规划，有严格的编制、审批、修改、监督的流程和要

求，调整起来非常困难，无法及时应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城市设计导则虽然相对灵活，却不具备法律效力，难以

保证得到实施。将 PPS 引入我国的规划体系，可以针对开发

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热点”工程加以指导，尽管不具备法律

效力，却能及时有效地反映政府对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和技

术要求，弥补现行规划立法的不足。

3.2  兼顾发展的控制策略
对历史城市而言，保护与发展总是同时存在。保护看似

有碍于发展，却恰恰是发展的依托和锚固点。作为发源于罗

马时代的城市，伦敦市的发展不仅没有陷于历史主义的泥淖，

反而充分尊重各个时代的特点，追求合理的并置与对比，从

而收获了富有戏剧性的城市面貌。

客观地看待城市自身的发展与演进，兼顾发展的保护，

是英国城市景观中高层建筑控制导则中至关重要的理念。事

实上，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我国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
就一直有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对景观视线的控制也形成了相

对完善的方法体系 [34]，其中的视线眺望控制和英国的眺望景

观控制相似，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过分强调

“保护”，而忽视了“发展”的客观必要性，甚至陷入硬造

古城，千城一面的局面；二是对城市景观的规划与保护未能

与城市总体规划较好地结合，导致实施过程中存在政策漏洞

或是视角不够宏观。伦敦市的高层建筑控制除了保护重要历

史建筑的景观及观景视廊以外，也充分结合未来各区域发展

战略来判断高层建筑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终实现合理

有效的控制。因此，在高层建筑的发展成为必然选择的背景

下，应当将“保护”置于大的城市背景下，结合到城市规划

体系中，以全面、动态的眼光看待城市的发展。

3.3  以人为本的细节控制
建筑高度的控制对街道景观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伦敦市

的高层建筑控制政策在演变过程中取消容积率，转而采用三

维化的控制方式，并且强调高层建筑在微观层面与街道尺度、

行人视线的密切关系并进行精细控制，是重视人的体验、以

人为本的表现。

在 LVMF 中，每处指定景观都包括每个评估点的地理坐

标、视线方向和全景照片，以及详细的景观描述。文件中使

用的所有照片都提供了相机坐标、场地相对海平面高度、相

机绝对高度和相对海平面高度。另外，任何会对城市现状带

来影响的项目在申报时都需要提交准确的可视化表达文件

（AVR: Accurate Visual Representation），表达方式为多角度

的实景融入图或视频。LVMF 的附件甚至还详细地介绍了应

当如何选取合适的 AVR 角度。另外，AVR 文件还需要提供

详细的注释和陈述①以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19]。

相比之下，国内的高度控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城

图 13  英国 2004 年新体系下的规划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1]绘制

地方发展框架

国家

区域

规划政策声明
矿产和海洋资源政策声明及指导要点

与城市景观控制有关的内容

大伦敦 伦敦规划
政策 7.10 世界文化遗产
政策 7.11 伦敦景观管理框架
政策 7.12 伦敦景观管理框架的实施
伦敦景观管理框架补充性规划指引

区域空间战略
 区域交通战略
 次区域战略

郡  矿产和废弃物规划

区
( 单一管理
区、自治市 )

( 表示有法律效力 )

保护性景观补充性文件
历史保护区补充性文件
…

社区
( 教区 ) 矿产和废弃物规划

发展规划文件

补充规划文件

伦敦市地方规划

① AVR 需要提供详细的注释和陈述，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制作该 AVR 的公司名称及联系方式；视点及表达方式选择的研究过程；用图片证明

对相应政策的遵照；对项目的选址、尺寸的研究过程的陈述以及对该过程的准确性评估；对所采用 AVR 表达等级原因的介绍并进一步表达该

项目被遮挡的部分；项目的建筑细节或材质表达的制作过程以及所用技术的缺陷。每一份 AVR 还应当注明：编号；视点位置及朝向；日期和时间；

地图和能够反应相机位置的照片；相机位置的坐标；视角和视轴；该 AVR 试图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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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设计中的控制常常也缺少微观层面详尽调研的支撑。随着

我国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发展逐步由“量”的扩张向

“质”的提升的历史阶段迈进，城市空间风貌向精致化与品

质化发展，相关工作必须更加细致深入。

每个城市都应当有一些开放的公共空间供市民和游客眺

望城市景观，这些场所和特定城市景观构成了城市景观保护

的出发点，是人们体验、认知城市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打

造城市名片的重要途径。高层建筑在城市景观方面担负了重

大的责任，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英国的城市景观控

制经历了近 80 年的发展，景观控制与城市规划体系已经充
分结合，相比之下，我国的城市景观控制大多停留在技术文

件层面，缺乏法律效力，成为实施中的主要问题。然而，要

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借鉴西方国家的

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完善我国各个层面的城市

景观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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