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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格的城市印记
今年上半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发展轴核心地带暨六环高线公园详细设计国际方案征集”正

式启动，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公园将建设“创意生活、故城记忆、时代枢纽、运河乐章、生态客厅、
古今画卷”六个主题段落，成为东西缝合、南北贯通、上下一体的世界级城市公共活力空间。方案征
集一经发布便受到业界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
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设计单位的报名文件，最终评选出十余家国内外的设计团队（含联合
体）参与方案征集，这些团队中“大咖云集”，有些还曾参与世界著名高线公园的规划设计工作。

高线公园常被称为被定格的城市印记，不仅记录着城市功能的演变，也展示着人与城市相互依
存、相互改变的方式和规则。那么究竟何为高线公园？世界各地的著名高线公园都是什么样？它又
为城市带来了哪些新动能？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员，揭开了城市高线公园的“面纱”。

纽约高线公园位于曼哈顿岛西侧，由上世纪 30年
代的铁路高架桥改造而来，全长约2.4公里，沿途可欣赏
哈德逊河、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城市
景观和地标性建筑。高架铁道距离地面约 9.1米，最宽
处约18.3米，横跨曼哈顿岛西部23个街区。

项目分三期建设，目前均已投入使用。一期工程为
南部的三分之一，由绿化景观带组成，部分保留了原先
纵横交错的铁轨以及改造时生长繁茂的野花野草。即
便在夜间，行人也可以在草丛中行走或闲坐，光源都隐
藏在膝盖以下的高度，在发挥照明作用的同时也塑造了
柔和的氛围感。二期工程为中间的三分之一，更狭窄，
更笔直，被两侧历史悠久的工业厂房、住宅建筑以及新
开发项目所包裹，空间尺度更宜人。三期工程为北部的
三分之一，穿越全新建设的哈德逊商业组团，带动了一
系列高质量的城市开发建设，引导了新曼哈顿商业中心
的发展。

高线公园的核心要素是保留和再利用，这一改造具
有公众性、生态性、历史性、社会性和经济可持续性。设
计团队的初衷不是突出人为设计的干预，而是加强其与
周边城市环境的联系，兼顾各区段的特点和整体的连贯
性，创造都市生活与生态景观相融合的沉浸式体验。

从城市历史遗留高架铁路桥到步移景异的空中
走廊，其独特有序的铺装、四季变换的植被、系统性
的城市家具设计、与城市交相辉映的夜景灯光，营
造了颇具特色的公共空间，高线公园配植了 300 多
种植物，其绿化面积达到约 2.5 公顷，绿化率超过
65%，有效减轻了城市热岛效应并且为城市提供了
宝贵的生态栖息地，这些特色使高线公园成为纽约
曼哈顿的地标。

高线公园也激发了曼哈顿西部街区的活力，成为吸
引投资的催化剂。当地通过调整用地属性和建设高线
公园使得该区域成为纽约市发展最快、活力最高的街区
之一。据统计，在2000年后的十年时间里，该区域的人
口增长超过60%。自2006年起，高线公园周边新增了至
少29个大型开发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并随之创
造了1.2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纽约高线公园

催生地区投资价值项目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欧洲交通运输网最完整和发达的城市之一，马
德里大都市范围内共有7条环线公路，全长32.5公里的M-30是环绕马德
里的第三条，也是市区和近郊的分界。在位于市区西南部曼萨纳雷斯河
（Río Manzanares）一侧，大量人口随着城市发展逐渐从公路东侧的城市
建成区迁移至西侧，但面对傍河而建的快速公路，西岸市民过河面临交通
难题。同时，过河通道的有限使得区域内机动车交通量大幅增加，曼萨纳
雷斯河沿岸拥堵不堪，M-30成为割裂城市的一条鸿沟，同时也切断了城
市与河流的联系。

为解决城市问题，马德里市开展了“曼萨纳雷斯河（Río Manzanares）
沿岸更新计划”，将M-30环城高速公路西南段部分置入地下隧道，对上
部空间进行城市更新设计。按照更新计划，约有 6公里现状公路改造为
地下6车道高速公路隧道，增加了其通行能力，并加强了与城市次级道路
的联系。同时，隧道上方及河流两岸修建了总长约 10 公里、面积约 120
公顷的公共开放空间，曼萨纳雷斯河弯曲的河道两侧遍布着绿地和广
场，以及新修建的体育场和健身场所，沿线的步行和自行车道与区域自
行车网络连通，形成覆盖面积达 30平方公里的绿色走廊，将曾经被高速
公路阻隔的西班牙皇宫与皇家狩猎场重新连接，并将河上的步行桥梁增
加至36座。

M-30环城高速公路的改造，实现了环境、交通、安全、景观等多方面
的整体提升，消除了原有高速公路对市郊分隔的屏障效应。同时，置换出
的地面道路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及绿地，改善了环境，提升了城市品
质，带动沿线地区发展，实现了以交通设施提升带动城市更新。如今，越
来越多的市民喜欢到曼萨纳雷斯河沿岸休闲活动。

究竟何为高线公园？清华同衡规划院副院长、城市副中心分院院
长恽爽表示，高线公园是城市公园的一种特殊类型，拥有线性公共空间
激活、市政基础设施利用、两侧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带动等多重使命。“对
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六环高线公园的建设将充分借用六环入地后释放
出来的地上空间资源，以及留下来的六环路基和桥梁等工程资源，实践
在世界上具有一流示范意义的创新发展模式，成为副中心创新发展轴
的核心骨架，这项工程将贯通南北、缝合东西，将各个城市发展功能板
块融为一体。”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邱跃认为，虽然同样叫作高线公园，但城
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与国际上的现有案例在空间尺度、周边环境、路
基高差等方面相比仍具有明显特点。“六环高线公园长度约14公里，平
均宽度 300到 500米，尺度远超同类其他案例，现状路基条件也充满了
高低起伏和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发展内涵上也有着根本差异。”

他进一步解释道，六环高线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公园，更是一个
集生态景观、绿色交通、文化体育、休闲服务于一体，引领创新发展、彰
显高质量城市融合、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的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在功
能、景观、交通、空间、技术、实施等多个维度上都应充分体现出创新发
展的示范意义。

作为此次六环高线公园国际方案征集主办方的牵头部门，副中心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处负责人彭珂认为，实现城市尺度的
功能缝合、景观缝合、交通缝合是六环高线公园的突出使命。她透露，
未来六环高线公园内将配套建设综合服务活力设施，如书店、咖啡店、
运动驿站、餐饮店，形成网红打卡地，使“六环”形成以绿色空间为基底
的一条公共空间“活力轴”。

比如在北侧宋庄段，将通过室外艺术设施营造浓厚艺术氛围，结合
两侧的安贞医院和居住区，布置适老适小活动场地，成为服务于两侧居
民生活的公共艺术空间；路县故城遗址段，将着重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及
与遗址公园的衔接；副中心交通枢纽段将打造时尚活力主题，形成两侧
商务办公的中央绿色公共空间。

通过国际方案征集和进一步整合优化，六环高线公园实施后将成
为世界瞩目的高线公园项目，未来的国际知名案例中也会出现“中国案
例”的身影。同时，承载着引领创新发展和激发公共活力内涵，体现着
东方智慧、中国实践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发展轴，也将为首都城市规
划建设史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2016年，韩国首尔市推出了“步行城市”综合计划，旨在克服以汽车为
中心的交通方式带来的弊端，让城市交通恢复“以人为中心”。

位于市中心的首尔站高架桥建成于1970年，见证了韩国经济的飞速
崛起。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架桥由于设施老化，维护成本高昂，
且严重影响城市景观，最终于 2015年完全废弃。同时，首尔站地区被铁
道环环围绕如同孤岛，虽然坐落于城市中心区，但其发展速度慢、居住环
境落后、配套设施缺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

2017年起，首尔市对这座高架桥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新的市民休闲
娱乐空间。改造项目被命名为“首尔路7017”，全长1024米，“70”意为这座
高架桥始建于1970年，“17”则意为改造后的高架桥将连通17条人行道。

改造后的高架桥四通八达，与沿途写字楼相连通，行人可以通过空中
步道在半小时内到达周边多个旅游景点和商圈。沿途布置了咖啡厅、图
书馆、室外舞台、花店等多种便利设施和休憩空间，还设置了 4处 17米高
的瞭望台，分别面向首尔站、崇礼门、中林洞、青坡洞方向，站在瞭望台上
可以欣赏到首尔全景。

与此同时，改造后的高架桥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本土植物
品类展示空间，其在总计645个“树桶”内配植了多达228个种类和亚种的
各种植物，包括树木、灌木和花卉，将当地自然遗产的精华以生动的植物
百科形式置于城市中心。

在新加坡，有一条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贯穿全国的废弃铁路，总
长约 24公里，铁路南起丹戎巴葛火车总站，一直向北延伸到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边境。它曾是新马泰三国人民和货物往来的重要通道，在
废弃后逐渐成为一条被丰富植物包裹的宁谧长廊。如今，通过改造已
经变成了一座线性公园——新加坡“生命之线”。

2011年，这条贯穿新加坡心脏地带的铁路线结束了其作为交通要
道的历史使命，经过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谋划，希望利用这条完整的
线性公共空间来连接和振兴周边区域，同时为临近社区提供宝贵的绿
色空间。通过营建成体系的公共空间、完善各类配套设施等手段，塑造
连续而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激发临近社区活力。如设立配套餐厅、自行
车库和活动场地在内的火车站公园，强化线性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舒
适度，提升周边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场所感，“生命
之线”逐渐成为社区发展的催化剂。

“生命之线”布局了8个不同功能的主题区，如露天影院区、城市农耕
区、瑜伽攀岩区、地下走道与骑行区等，这些主题区自南向北形成了“乡野
漫游”“雨林之路”“艺术之轨”等特色段落，宛如一条生态文化长廊。

交通方面，项目沿线共设有 122处与大马路、居民区连通的入口，
连接起新加坡的不同住宅、商务区，成为人们在不同社区中穿行的首选
通道。生态方面，将热带雨林的垂直结构应用于市民生活、遗产利用与
高密度住区的绿化景观营造，大大强化了自然环境给都市居民带来的
沉浸式体验；同时，把“时间”作为设计理念的核心，通过演替和互动达
到人、铁路遗产与自然生态的有机融合，为新加坡打造后花园式城市生
态模式进行了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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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设施提升带动城市更新
新加坡“生命之线”

城市发展和社区共建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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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城市”的一次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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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六环高线公园打造为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

六环高线公园将建设六个主题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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