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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当前商业综合体建设中最热衷讨论
的“游憩商业区”为研究视阈，先对我国商业
综合体的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挑战进行简单
介绍，接着依次阐述游憩空间、游憩商业空间
的定义与发展情况，然后以武昌徐东大道商业
综合体项目为例，从建筑规划布局、空间组织
形式、交通流线组织、游憩商业空间营造等方
面，论述基于“游憩”体验下的综合体建筑空
间设计重点，以期能为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转型
与城市游憩资源的开发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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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RBD which 
is warmly discussed in Mix-use project 
design recently.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problem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Chinese Mix-use project; explains 
the definit ion and developments of 
Recreational Space and RBD; uses WHXD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s how 
to design a Mix-use project with the 
RBD concept. Hop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Mix-use 
proje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crea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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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商业综合体建筑

若仅仅提供基础的商业活动场所已不具备吸
引力，必须成为消费者休闲娱乐、放松游憩
的目的地。让大家在寻求愉悦精神体验的同
时进行不自觉、不经意的消费，既促进商业

的发展，又满足了精神上更高层次的需求。
因此，在当下的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时，如
何将城市游憩功能合理融入整体的建筑设计
中，也是设计师们需要考虑的重点。

2    商业综合体的发展趋势
2.1 发展历史
中国早期的建筑综合体是多功能复合的

简单建筑综合群，比如北京的东安市场，基
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的城市核心
商业区。随着城市的发展，真正集合了商业、
办公、酒店、交通枢纽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
建筑真正诞生，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国贸、上
海港汇、深圳华润万象城、香港太古广场等。
商业综合体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提升
了城市的品质形象。

2.2 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趋势
随着各个城市的疯狂建造，很多地方商

业综合体的体量已经超出了自身城市经济和
人口的承载能力，加之缺乏合理的规划、定
位不清晰、非专业操作、产权分割出售、盲
目拷贝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商业综合体的正
常健康发展。

未来商业综合体必定是以消费者为核心，
增强体验感、社交性，更重视“以人为本”
的设计宗旨，将建筑、环境、空间与人这四
者有机结合，达到多元化的发展目标。这将
对商业综合体的设计提出新的挑战。

3    游憩空间
3.1 定义
所谓游憩空间，是指城市或城市近郊能

够进行游憩活动（如休息、交往、娱乐、锻
炼、观光、购物、旅游等）的城市开放空间，
游憩空间是由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而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功能、结构及动态
的复杂系统。

3.2 分类
游憩空间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所涉及学科包括建筑学、地理学、管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 [2]。根据董必
虎等人 [1] 的研究，公共游憩空间主要可分为
如下几类：城市公园及绿地、文娱体育设施、
城市步行空间、文博教育空间、商业游憩空间、
旅游景区（点）等。

4    游憩商业空间
游憩商业空间相较于城市游憩空间，是

比较微观的空间结构形态，是指集中了购物、
饮食、旅游、娱乐、文化、居住、交往等多
种功能设施，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游憩空间。
游憩商业空间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城市的社
会经济文化建设，也会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的演变造成影响。

4.1 特征与优势
与传统的商业空间做对比，游憩商业空

间的特征与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4.1.1 与城市互融共生
游憩商业空间大多客流集中、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结构合理，且具有高额利润、休闲
观光、设施先进等特点，对于城市旅游业发展、
经济转型、城市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4.1.2 强大的功能聚合效应
基于游憩概念的城市综合体以城市商业

中心区为基础，把多种游憩活动内容融合进
去，有着高度的产业、空间共生性，为市民
提供一个集游玩、休闲、购物、娱乐、餐饮
于一体的宜人空间。

4.1.3 景观与建筑完美结合
将游憩概念融入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中，

以“人性化”为主题，结合各城市的发展特点，
将景观的环境性、艺术性、实用性有机结合 [4]。
通过室内外景观的营造，使人能够得到触觉、
听觉、视觉等多方位的享受。

5   “游憩”体验下的综合体建
筑空间设计案例分析

5.1 项目概况
本次引用的案例是武汉徐东大道商业综

合体项目，用地面积约 9 万 m2，容积率 6.0，

作者简介：章文茹（1983-），女，上海人，楷亚锐衡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程师，从事商业综合体项目的研究。

在建筑画卷中“游憩”与感知
Recreation and Perception in Architecture

章文茹 Zhang Wenru



102

建筑密度 40%。位于武昌商圈北侧，紧邻一
环高架路，周围 500m 内有三个轨交站点，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项目包含 10 万 m2 的购物中心，3 万 m2

室外步行街，10 万 m2（250m）的酒店 + 办
公标综合标志性塔楼，三栋总计 22 万 m2 的
超高层办公楼，3 万 m2 高档住宅及小量回迁
住宅。物权属性上，购物中心及标志性塔楼
自持，其余部分出售（图 1）。

5.2 规划布局及空间组织形式
5.2.1 规划布局
商业综合体设计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功能

落位。这是项目设计的起点，也是规划理念
的重要体现。该项目主要功能有商办和住宅
两大类型，分别占比 80% 和 20%。在功能落
位上，最优先考虑的是自持的购物中心及标
志性塔楼的位置。商业主入口需要占住最大
人流方向，拥有尽可能长的沿街展示面；标
志性塔楼也需要最好的形象展示面及便捷的
下落客区。其次考虑到住宅的豪宅属性，以
组团形式布置是最优的形式，同时地块西侧
的高区可以看到江景，这点也必须充分利用。

综合以上所有要素及建筑指标的测算，
基本确定了功能落位如下：标志性塔楼位于
基地北侧，紧邻主干道徐东大街布置；购物
中心主入口占据徐东大街和友谊大道的交叉
口及两条主干道的沿街面；步行街延续购物
中心的商业界面，沿友谊大道一路往南排开；
出售办公楼自成组团与步行街结合；住宅区
占用整个基地的西南角，南北向布置，交错
排布，保证每个户型的主要空间都能看到江
景（图 2）。

5.2.2 空间组织形式
商业空间是综合体项目中串联盘活各个

功能的纽带粘结剂，如何在进行商业空间设
计的同时，合理落位各种业态，并做出自己
的空间特色是个难点。

在这个项目中，可以用“一轴双核”、“一
轴一城三节点”及“双线互动”这三个关键

词来概括整个项目的空间组织结构形式。点、
线、面相结合，融入游憩理念，塑造具有游
憩特色的商业综合体形象（图 3）。

“一轴双核”，指的是由室外商业街、
出售办公楼及购物中心围合而成的室外空间部
分，采用了单条动线加两个大广场的空间组织
形式。在商业建筑中，动线就好比大小“血管”，
可以把它理解为人在室内外移动脚印生成的
点，把这些点连线，即组成了动线。单动线对
室外商业街来说是导向性最好的方式，避免
产生死角店铺，每个商业小单元在动线中都
有较均质的可见度，拥有很好的可达性，通
过动线的弧度及位置的修改，可以形成大小
进深不同的店铺，以满足不同业态的需求。该
项目室外三层商业街动线长度达 450m，均为
双面铺，商业体量有 3 万 m2，共设有两个核
心广场。北侧的为休闲娱乐广场，1200m2，
是整个项目的最大的中心广场，结合景观设计，
引入喷泉表演，樱花广场，城市休闲草坡等游
憩主题，与周边休闲餐饮，精品零售，体验式
商业相结合，让顾客边逛边玩，集游憩与购物
于一体。南侧的是结合办公楼设计的商务休闲
广场，面积约 400m2，呈椭圆形，三个塔楼
品字形布局，围绕在四周。广场在工作日是
周围办公楼的行人集散地，办公楼在 1、2 和
3 层都可以和室外商业街联通，与整个商业无
缝连接，导入人流；双休日则可变身时尚广
场，举行小型展览或商业推广活动，侧重年
轻、时尚的主题。此外，在室外商业街的立
面设计风格上，运用色彩及立面材料的变化，
引入主题文化街的形式，加入游憩的概念，
营造不同设计风格的独特主题。

“一轴一城三节点”指的是整个室内购
物中心的空间组织形式。购物中心动线长度
达 180m，商业体量有 10 万 m2，高度 5 层，
局部6层。整个购物中心有两个很长的沿街面，
采用单动线是最合理的布局方式。从心理学
的角度来说，商业综合体过于复杂的商业动
线会让人感到迷失和不安全感，单动线最能

有效保证每个店铺的均好性及可视性。“一城”
指的是位于 5、6 层屋顶的“天空之城”。众
所周知，如何将顾客带到高区历来是购物中
心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将重要的娱乐休闲
业态结合屋顶花园设置，也是基于这个考量。
此外，结合室外大台阶的设置，也给这个“天
空之城”增加了城市公共属性，让更多的市
民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全天候的公共游憩场
地。“三节点”指的是室内三个中庭，它承
载了商场的体验，活动，广告和营销的功能，
也是我们“游憩体验”在室内得到展现的重
要要素。通过三个中庭形状和室内装修材质
的变化，配合不同的营销主题，带给顾客不
同的购物游憩体验。

“双线互动”指的是商业室内与室外两
条动线的穿插互动。结合商业室内三个中庭，
在一至三层都分别有三个开口连到室外商业
区的中心广场及主动线区域，体验室内外情
景的交互，感受室内外不同的购物环境，让
游憩的体验更加丰富。

5.3 交通流线组织优化 
流线组织是商业综合体建筑中的重要环

节，通过对项目车行、人行和货运流线的组
织优化，给顾客、游憩者提供安全舒适的活
动环境。

5.3.1 车行、人行系统
该项目基地中间原规划有一条城市道路，

极大的影响了地块的整体利用，同时考虑到
人车分离，互不干扰更有利于营造安全适宜
的游憩环境，这条道路现被修改为下穿道路，
整个商业区形成无车环境。同时利用城市道路
下穿，在负一层增加了一个商业的下落客区，
带动地下商业。购物中心设有三个人行主入
口，分别位于基地的西北角、东北角及友谊
大道这三个人流最多的方向，并在周围沿城
市道路都设置了独立的落客区，将人流快速
导入。商业区域内部“双线互动”，互通互联，
没有死角。东北角入口前设有一个下沉广场，
兼做地铁的出入口同时可以直接联通地下一

图 1- 夜景效果图 图 2- 功能落位分析图 图 3- 空间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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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商业（图４）。
250m 标志性塔楼沿主干道设置了一组落

客区，包含办公、酒店和酒店宴会厅三个独
立的功能。六层的标高处是塔楼的第二首层，
与屋顶“天空之城”联通，共享整个空中花园。
三栋出售的塔楼也都有自己的独立的落客区，
与门厅联系紧密，方便快捷。住宅组团，外
侧落客，人车分离，保证中央花园的无车环境。

5.3.2 货运系统
在商业综合项目中，合理的设置货运流

线，可以更好的满足商家的需求，便于后期
招商，也更利于达到公共区干净整洁的环境
诉求，给游憩者带来愉悦的体验。

一般商业综合体的货运动线由货车进出
口、通道、货梯和库区组成。这个项目中共
设有两个货运进出口，分在南北两侧，商业
和办公的卸货都分布在地下一、二层，每个
办公楼都有自己独立的卸货区、货运通道及
货梯，商业设有南北两个卸货区，通过货运
通道连到各个货梯，再通过后场通道与租户
相连，保证 90% 以上的租户可以从后场供货。

5.4 游憩空间的重点营造
5.4.1“天空之城”+ “大台阶”
广场是人聚集的空间，是休息、娱乐、

集散、运动、休闲游憩的公共场所。一个成
功的商业广场空间除了可以给商业带来活力，
更可以活跃周边区域，给市民提供优良的游
憩空间。

该项目在一层的中心大广场，配有供市
民休憩的大草坡，樱花树林，同时定期举行
室外展览和小型文艺演出活动。更有特色的
是在屋顶上有个同样将近 1500m2 的屋顶广场
“天空之城”。这里将设有极限运动场，露
天剧场，科技中心，环球美食街等各种业态，
从吃喝玩乐各个角度全方位打造一座漂浮在
空中的城市，将这个空间营造成一个周围居
民游憩活动的中心（图５）。既可以将人流
带到购物中心的高区，又能回馈于城市，给
市民营造一个休闲放松的公共场所。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这个“空中之城”将是一个 24
小时全天候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在购物中
心主入口左侧有一组宽度 8-12m 的大台阶，
结合自动扶梯可以一路上到屋顶。台阶区域
配座椅平台，绿化小品，雕塑等景观元素，
且每到一层都可以和购物中心的中庭相连。
这个大台阶就像“西班牙大台阶”一样，既
是一个交通空间，又自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图 6）。

5.4.2 下沉式绿化空间
主入口旁的下沉广场直通地铁，是人流

量最大的区域。如何将让人流停下来，是设
计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项目中，将大量的
绿化引入其中，广场一侧设置树池及休闲座
椅，竖墙上添加了垂直绿化，配合室内餐饮
的外摆布局，营造休闲游憩的氛围。

5.4.3 餐饮娱乐空间
现在的购物中心更像一个吃喝玩乐的游

戏场，本项目也同样设置了大量的餐饮娱乐
业态，包括有酒店、特色餐饮、美食广场、
美食街、剧院、影院、水族馆、室外花园宴
会厅、卡拉 OK KTV、水疗 SPA、极限运动场、
儿童游乐场、冰场等，满足了上至三岁孩童、
下至七旬老人等各类人群的消费、游憩需求。
在选址落位上，基本选在建筑高区、动线端
头及屋顶花园等区域，片区归类，集中设置；
在空间设计方面，遵循的是舒适宜人、愉悦、
便于接近的设计原则，充分利用室内外空间
的交互贯穿，营造让人身心放松的环境，让
顾客愿意在这里做长时间的停留。

5.4.4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的合理配置对游憩者在空间中

的行为模式起到直接的影响。曾经一直被人
忽视的卫生间，休息区，导购台，VIP 区等，
现在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因此对于此类设施
的设计一定要精心、合理，设计配置必须充
分。该项目中，在室外空间，广场、屋顶花园、
室外大台阶等区域均配合景观设计有不同类
型的座椅；在室内空间，每层都配有休闲座
椅、母婴室、卫生间等候区，电子导购台，

让游憩者没有后顾之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些设施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便利，也在空间
上起到了良好的点缀作用。

6    设计体会
本次商业综合体项目设计中，充分考虑

到了游憩的概念，从项目规划布局、空间组织、
交通流线组织优化、游憩特色空间营造几大方
面层层展开，相互关联、渗透融合。强调了
在体验消费时代游憩功能的重要性，通过“天
空之城”、“西班牙大台阶”、下沉式绿化广场、
餐饮娱乐业态等游憩商业空间的重点营造，
将游憩理念充分融入到设计的各个环节。总
体来看，本次基于游憩体验的商业综合体项
目设计明显优于很多传统的商业综合体。

7    结语
本次研究认为，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中，

商业元素的植入固然是十分重要，但游憩理
念也是不可缺少。惊喜的游憩体验吸引人们
在商业综合体空间中不断探索游历，同时也
激发人们乐此不疲的消费，使商业综合体的
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良性循环，和谐共生，
进一步促进商业综合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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