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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建设奥运迎宾光伏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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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下花园区市民在使用太阳能充电桩为

手机充电。

近日，连续有两起公交
司机“路怒症”引发的事故
见诸报端。一是天津市两名
公交车司机当街上演“别车
大战”，导致两车相撞、车厢

侧身玻璃破碎、多名乘客摔倒受伤。二是山东潍坊一
名公交司机与小轿车司机发生争执，竟然驾车连续撞
击小轿车，直至撞到一棵大树上。

随着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和机动车数量的迅速
增加，因路怒症引发争执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公交
车路怒症危害更大。一是载客多，会给乘客带来伤
害；二是体积大、占地面积大，失控时对路面交通及
安全的危害相对更大。

为此建议：首先，应该在驾驶人员准入时加强
对其心理状况的考察。路怒倾向严重者或许也存在某
种心理或精神疾患。所以，在招考驾驶人员时，除了
对其驾驶技术进行考核考察外，也应把心理、精神状
况作为考察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大程度地防止

“带病上岗”。
其次，在平时也要加强对驾驶人员的人文关怀，

加强心理辅导和疏导。公司、车队管理方不仅仅是下
任务、派车、派活，还要及时了解掌握司乘人员的工作
生活情况，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现有影响工作情绪
的事情，及时进行疏导，防止带着情绪上岗。平时多一
些关怀，安排一些辅导和引导，多组织一些有益的文体
活动，尽力使每个人能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下工作。

此外，还应将文明驾驶教育贯穿始终，并将安
全行车、文明驾驶情况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北京 潘 璠）

公交车路怒症也得防

曾经在欧美风靡一时的摩

天大楼风潮，正在我国的城市

中出现。不只是一线城市的高

楼纪录被不断刷新，二三线城

市建设摩天大楼也热情高涨。

“ 城 市 名 片 ”“ 城 市 地

标”⋯⋯摩天大楼被城市冠以各

种引人的标签。城市发展实力

真正要通过建高楼来彰显吗？

我们的城市是否都要向高处发

展？高楼林立是否就意味着现

代化？是不是城市都要用摩天

大楼来见证自己的发展——

我国的摩天大楼已经进入了“快速繁
衍”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们已经
习惯看到不断有新的“天空之城”崛起。
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全国有 42 个城市
已建、在建和规划有 300 米以上的摩天
大楼。

城市竞相起高楼

“在已建成的全球高度前 100 位的摩
天大楼中，我国占 32 栋。”同济大学复杂
工程管理研究院主编的《中国摩天大楼建
设与发展研究报告》对我国摩天大楼的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报 告 显 示 ， 1970 年 以 后 ， 全 球 前
100 栋最高大楼平均高度每 10 年增加速
度比之前快一倍。中国的建设速度则更
加突出，相比世界范围内 15年到 40 年的
最高楼百米刷新用时，中国则为 3 年到
15 年。报告还显示，在建的全球高度前
100 位的摩天大楼中，我国占 53 栋，规
划高度前 100 位的摩天大楼中，我国占
59栋。

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建筑
设计标准，超过 100 米的建筑就属于超高
层建筑。然而，近些年来，各地不断创新
高的摩天大楼早已经把 100 米的高度甩
开很远。上海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高
632 米、共 124 层，深圳第一高楼则是已经
封顶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主体高度也超
过 600 米。相比之下，北京的摩天大楼则

“落后不少”，目前北京已落成的最高建筑
国贸三期高 330 米，共 80 层。而在建的

“中国尊”预计 2016 年底封顶，将以 528
米的高度取代国贸三期成为北京第一高。

近年来，不仅是在北京、上海等超大
城市，摩天大楼在不少大中城市同样遍地
开花，争相崛起。沈阳、武汉、长沙、天津、
苏州等城市都已经建成或者在建 500 米
以上的高楼，甚至连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也建成了高 328米、共 72层的高楼。

摩天大楼的诞生基于多种因素。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
认为，在一线城市，核心地区土地资源有
限，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城市人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高度聚集区，是众多企业
入驻的理想区域，大量的办公、商业和服
务业等需求迫使城市空间向上发展。也
有一些城市用摩天大楼作为拉动城市发
展的动力，在设立行政新区、产业新区、商
业中心的时候，以摩天大楼作为新区地标
建筑，同时借此带动人气，吸引企业入
驻。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主导摩天大
楼建设，期望以此作为城市地标象征。

一味追求大楼高度不理性

在卢永毅看来，一线城市建设摩天大
楼有其合理性，而很多中等城市争建摩天
大楼则有很多非理性成分。“从世界范围
来看，超高建筑往往集中在商业繁荣、金
融业发达的超级城市，其他城市则很少，
比如在欧洲，中等城市就很少见到超高建
筑。上海有很多摩天大楼，不过出租率普
遍较高，因为城市资源集中而土地供应不
足，建设摩天大楼解决土地矛盾是可行
的。而一些中等城市在土地供给并不紧

张的情况下，一味追求建筑高度，是不理
性的做法。”卢永毅说，“同时，超高建筑还
往往产生其他问题，如加大周边交通压
力、影响周边环境小气候、玻璃幕墙带来
光污染等，对这些问题，建设之前都应该
做一些论证。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单纯把
摩天大楼当做现代化的标志，作为自己城
市发展水平的象征，对现代化的理解出现
了很大偏差”。

作为一项浩大的基建工程，摩天大
楼的建设应该包括合理的规划、合格的
建设和得当的运营三个环节。当前很多
工程项目则往往只重视建设环节，规划
不当和运营不力的情况屡见不鲜。相比
普通写字楼，摩天大楼由于定位高端，
租户也往往是金融业等高利润行业，而
很多中等城市受制于城市定位和经济发
展水平，极少能吸引大型金融机构等高
利润行业客户。

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近年来很多城市的写字楼出现空置率升
高的情况。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发布

的沈阳房地产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16
年一季度，沈阳甲级写字楼市场平均空置
率环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达到了 39.7%，
退租迹象明显。与此同时，沈阳宝能环球
金融中心却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这座
预计于 2018 年建成的摩天大楼主楼高
565 米，共 110 层，建成后是否能达到较高
出租率引人关注。

既然泡沫风险如此明显，为什么还有
那么多城市热衷于此？有专家认为，在很
多二三线城市，建设摩天大楼满足了地方
政府打造地标建筑的需要，而对于很多开
发商来说，在预计到建设摩天大楼将无法
盈利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依然进行建
设，是希望以此换取政府各种奖励性补贴
或者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实现政企间的
某种“资源互换”。此外，很多企业也把建
设摩天大楼当做一种大型的广告行为。

算清超高大楼的“经济账”

相比较炫目的外观，对于摩天大楼来
说，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超高层建
筑的消防救援极其重要，但难度极高。目
前，国内最高的云梯消防车救援高度为
101 米，而对于更高层的救援则只能依赖
大楼本身的消防带、感烟喷淋系统、避难
层以及顶层的直升机。一位消防队员向

《经济日报》记者透露，“即使是 101 米的
高度，受制于周边环境，消防车往往也很
难有效发挥作用，消防队员往往要进入室
内用室内装置灭火救人”。

正是基于外部救援难度的加大，超
高层建筑在内部消防设计和设施上需要
做更多工作，我国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 对高层民用建筑的平面布
局、耐火等级、建筑构造、安全疏散、
灭火体系以及排烟设施等都作了一系列
详细的规定，这使得高层建筑在提升消
防安全等级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建造
成本。

摩 天 大 楼 的 建 设 成 本 还 远 不 止 这
些。首先，摩天大楼建设对地质条件要
求极高，地基开挖往往都比较深，这一
过程需降压排水，可能会导致地面沉
降。其次，为保障摩天大楼运行安全稳
定，随着楼体高度的提升，供电系统的
供电安全等级也要相应提高。根据规
定，楼内电梯也必须要进行分区设计，
且随建筑高度增加相应增加造价。再
次，由于高处的外部温度和风力情况都
比较复杂，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也更加严
格，这些都会较大程度地增加建筑成
本。此外，超高层建筑设计复杂，项目
设计和管理水平要求也较高，设计、工
程顾问及监理费用也会增加。

除了建造成本高昂之外，因每天要容
纳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办公，摩天大楼的运
营成本同样非常高，据悉，高 420 米的上
海 金 茂 大 厦 运 营 成 本 每 天 高 达 100 万
元。“如果运营成本非常高，出租率又不理
想，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亏损和浪费。”卢永
毅说。

可以看到，与摩天大楼的超级高度相
对应的，是对建筑工艺和管理运营水平更
高的要求，这些都将带来更高的成本。虽
然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城市都“不差
钱”，但综合考量城市发展实际需求，算清
楚建设摩天大楼的“经济账”还是非常必
要的。

一 座 座 摩 天 大 楼 拔 地 而 起 ， 最 高 楼 纪 录 不 断 刷 新 ， 超 高 楼 林 立 真 的 是 好 事 吗——

城市是否都要“向上”发展
本报记者 袁 勇

▲ 工作人员在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一处光伏电站

巡检。

▲ 下花园区的燕洞山山体安装光伏板式节能型

灯具，每到夜晚，山上仿佛镶嵌“满天繁星”。

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和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规划建设了“奥运迎宾光伏

廊道”项目，建立林业光伏、农业光伏、屋顶光伏等多

种光伏发电模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市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和能力尚待精心呵护培

育，不仅要求政府逐步具备多元共治的包容胸怀，更需要构建吸

纳、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有效渠道和奖励激励机制
前不久，在西安曲江新区一条繁花似

锦的道路一侧，因为电力部门建设一组变

电箱防护罩，旁边几株长势正好的成年桂

树被强行大幅“截肢”，围观的群众无不

扼腕叹息。然而笔者注意到，议论归议

论，却没有一位市民或社区组织向城市园

林或城管部门投诉或探究电力部门的施工

许可及其合理性。

事后，有媒体了解得知，施工单位并

非电力部门而是其委托的一家广告公司；

施工手续也并未获得市政园林部门的批

准。但被砍伐的桂花树已然残枝败叶。

上述“小事”或可映射当下城市治理

中市民主体意识“缺席”的现状，也是当

下城市病治理效能低下的原因之一。

大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府管理者是当然的重要主体之一。但完

全依赖政府，并不现实也不科学。

政府治理的优势在于行政推动和制

定落实法规。但其弱点在于统筹和效能

难题。具体而言就是部门垄断和归口隔

绝。这样的结果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城市

政府的效能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

管理体制天然就是一个权责单元化的肌

体，试图令其如影随形、联动自如，在

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待解的难题。著名

城市研究专家简·雅各布斯在其 《美国大

城市的死与生》 中就曾经专门论述过政

府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这种“横、纵不

协同”的天然效能缺陷。那么，如何弥

补行政治理缺陷呢？社会力量尤其是市

民参与必不可少。就治理效能而言，以

街道、社区为网格单元的市民群体在城

市治理中具备诸多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

用：首先是及时发现城市问题的时效优

势；其次是在解决问题制定解决方案等

决 策 过 程 中 的 “ 贴 近 实 际 ” 优 势 ； 再

次，是在城市功能建设中的监督、维护

和下情上达作用。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

于长期养成的行政治理依赖，我国市民

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和能

力尚待精心呵护培育。这不仅要求城市

政府逐步具备多元共治的包容胸怀，更

需要构建吸纳、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的有效渠道和奖励激励机制。近年来，

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开展“电视问政”、市

民问政等问计于民活动，探索城市治理

创新，取得良好成效。但从制度层面考

量，现有的城市治理体制改革依然任重

道远。比如，很多城市都设有诸如 12369

等环境投诉市民热线，但现实中，由于

热线背后的行政部门分割导致市民举报

投诉的有效性很难保障，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市民群体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

持续性。

因此，创新城市治理，应该从确立市

民城市治理主体地位着手，切实按照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尊重市民对城市

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

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

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

共享”的思路要求，大胆改革，锐意探

索。在培育城市治理的社会力量、社会组

织上多下功夫，在构建城市治理的沟通、

联络、互动平台上寻找突破口，如此，则

当 下 备 受 诟 病 的 “ 城 市 病 ” 必 将 愈 来

愈少。

城市治理提效补“短板”应鼓励市民参与
张 毅

建设中的“中国尊”，规划高度 528 米，建成后将成

为北京第一高。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