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天津117(天津117烂尾楼是怎么回事)

天津117大厦，是一座坐落于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的超高层摩天大楼，总高度
达到了597米，共有117层。建筑面积达到了40万平方米，是一座标志性建筑，也
是世界上最高的混合结构建筑。以下是对天津117大厦的详细介绍。

一、建筑概述

天津117大厦，是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和美国建筑事务所SOM共同设计的，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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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开始于2013年，于2021年完工。建筑物采用了混合结构，包括钢结构、混凝土
结构和剪力墙等，同时在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众多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装备。大楼地下
5层，地上117层，建筑高度达到了597米，共有70个电梯，耗资约220亿元人民币
。

建筑外形呈现出一种流线型的风格，让人感受到一种现代感和科技感。大楼内部则
分为办公区、商业区和观光区三部分。其中，商业区位于大楼的底部和中间部分，
包括高端商场、咖啡厅和餐厅等；办公区则位于大楼的上部，共有近30万平方米的
办公面积，是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的办公地点；观光区则是大楼的最高层，设有观光
电梯和观光平台，可以欣赏到整个天津市的美景。

二、建筑特点

1.高度

作为一座超高层建筑，天津117大厦的高度无疑是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其高度达到
了597米，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高的建筑，仅次于迪拜的哈利法塔。
天津117大厦的高度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世界纪录，更是为了满足城市的需求。建筑
所在地南开区是天津市政治、文化、教育和商业中心，因此需要一座高层建筑来满
足城市的发展需求。

2.结构

天津117大厦的结构采用了混合结构，包括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和剪力墙等。这种
结构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材料的优点，既可以保证建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又可以使
建筑更加美观，满足人们对于高楼大厦的视觉感受和审美需求。在建造过程中，建
筑师和工程师们采用了各种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装备，包括自动化施工、BIM技术和
高空作业技术等，保证了建筑的建造质量和安全性。

3.节能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高，建筑节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天津117大厦
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也考虑到了节能的问题，采用了各种节能技术和装备，包括太
阳能发电系统、节能玻璃、地源热泵系统等，从而降低了建筑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
。

4.安全

高层建筑的安全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天津117大厦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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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注重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采用了各种安全技术和装备，包括防火系统、逃生
系统和地震监测系统等，从而保证了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影响

天津117大厦的建造对于天津市和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非常大。首先，它成为
了天津市的新地标和城市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投资者前来参观和投资。其次，
它也为中国建筑业的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促进了中国建筑技术和装备的创新和发
展。最后，它也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展示了人类在建筑领域的创造
力和智慧。

总之，天津117大厦作为一座标志性建筑，不仅仅是一座高楼大厦，更是一个城市
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它的建造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世界纪录，更是为了满足城市
的需求和人们的生活需要。在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天津117大
厦也将为天津市和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很遗憾地说，天津的117大厦目前处于烂尾状态，这是因为多种原因导致的。

首先，天津117大厦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合理的设计和管理问题。在建设初期，
由于设计方案的缺陷和管理不当，导致了工程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而造成了建筑工
程停工。由于工程停工时间较长，建筑工程经费的管理和筹措也出现了问题，导致
了建筑工程资金链断裂和拖欠工程款等问题。

其次，天津117大厦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建筑工程所处的区域属
于天津市中心繁华商业区，周围环境复杂，地下管线众多，因此施工难度较大，耗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另外，天津117大厦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给建筑工程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因素。在建
筑工程停工的同时，天津楼市经历了一轮调控，房地产市场遭遇了较大的波动和压
力，导致了项目融资的困难和拖延，也使得建筑工程难以复工。

综上所述，天津117大厦烂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设计、管理、地理位置、经
济环境等多个因素。然而，尽管目前天津117大厦处于烂尾状态，但这并不能否认
其曾经的建筑和技术成就，也不能否认其在天津市和整个中国建筑业的影响和贡献
。我们期待天津117大厦早日复工，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天津市的一张新名片和文
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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