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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4/2021_2022__E6_96_B9_E

6_A1_88_E8_AF_84_E5_c41_224106.htm 在国内建筑方案的评

审环节中，违反标书和建设规模、投资超限、甚至推翻评审

结果搞二次评审等行为屡见不鲜。一些经常参与建筑设计方

案评审的专家透露了评审中的一些“潜规则”。 造价飙升成

惯例 按照国际通行的建筑设计方案招投标程序，公开招标都

应提前公布标书和评定标准，竞标过程中不符合标准的设计

方案为废标。 一个由国外设计师设计的著名公共建筑方案，

投标时称全部面积为10.2万平方米（中方标书为12万平方米）

，土建投资为15亿元人民币。而后来的初步设计，全部面积

已达22万平方米，土建投资为39亿元人民币，均远远超过了

原来的方案。 另一个建筑标书上要求一部分做超高层，一部

分做小高层，造价控制在50亿元人民币，而由国际著名设计

师做的方案全部是超高层，动工后预期造价高达80多亿元。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招标，因为不能以设计费作为评标主要

依据，因此没有“标底”可言，只能称之为方案征集或设计

竞赛。即使有一些投资的比较，也多是根据业主的总投资预

算做一个示意性的概算，根本无法控制投资。投资大、造价

高的建筑设计之所以容易获得通过，是因为高造价不仅可以

使外国建筑师按比例获得更高的设计费，而且项目业主负责

人按造价的百分比提成拿到的回扣也越高。 专家认为，这种

造价越高越受欢迎的现象，往往发生在由国家投资的项目，

和由政府官员操办或国家垄断企业主办的项目上。 专家意见

成摆设 在专家组评审阶段，按国际惯例，专家组里应该有政



府官员、建筑师、工程师、历史学家、法律人士，还应有规

划、艺术、环境方面的人士，并且实行“一票否决制”。 但

在国内，评审组中有一半或更多的成员是本地官员或招标公

司内部管理人员，专家的意见只起参考作用，决策权仍把持

在地方官员和业主手中。 此外，评审组给评委们审读方案的

时间不足，因此难作科学评审。甚至最近两三年，有些评标

是专家一到驻地就开始总结性发言，没有时间仔细看方案，

也不能在评审环节中畅所欲言。 在这种情况下，招投标往往

只是为了保证评审程序按事先确定的设计方案进行，成了一

种虚假的形式。在评选方式上，各地目前大多数是采取专家

评审出2～3个推荐方案，然后请主管领导或政府“五大班子

”最后选定。 暗箱操作见怪不怪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重要的

公共建筑工程，所有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都要全部公开，所

有的方案、评委名单、评审意见、投标过程，都要在建筑专

业杂志或专门网站上公布，一个大的工程项目甚至还要为此

出专集。 但在我国，从招标、评审到中标结果都缺乏公示，

缺乏“阳光评审”。这为暗箱操作创造了机会。 另外，我们

还缺少科学的投资审查机制，导致一些重点项目的造价要超

出一般工程许多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同类工程。而且，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完整而系统的“使用后评价体系”

。 洋设计优先好出国 在国内的建筑设计中，往往是外国建筑

师受追捧，国内建筑师受“歧视”。 按国际惯例，建筑设计

费大约占到建筑总投资的5％左右，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共同

规定的比例为总投资额的2％，但实际上中方的设计单位往往

只能拿到1％～2％，住宅项目更是连1％都不到，并且常常不

兑现；而据悉，某大型公共建筑的外国设计师的费用达到了



总造价的11％。 从设计周期上来看，国内设计师往往被要求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拿出设计方案，违反了建筑设计的科学

周期；而外国建筑师在承接项目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宽松的

设计周期。 据一名业内专家介绍，即使不存在贪污，某些政

府业主也倾向于采用境外设计师的设计，最起码可以借此到

国外考察，这在各地的建筑市场中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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