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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4_BD_8F_E5_c57_262521.htm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

家重点科技产业工程的小康住宅示范小区，很受业内外人士

的关注。这类小区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全面

采用新产品、新技术；二是住宅装修一次到位。 示范小区直

接影响我国住宅建设发展，起着为跨世纪住宅建设“导航”

的作用。提高科技含量，无可厚非。但片面强调住宅装修一

次到位，其必要性值得商榷。 住宅装修一次到位是针对住户

二次装修提出的。对于住户参与住宅建设形式之一的二次装

修，有人认为是管理上的粗放经营，是城市管理水平的退步

、历史的退步，并且概括出“四大公害”：破坏结构、浪费

材料、住户相互干扰、给装修市场混乱提供了条件。 对二次

装修的利与弊不能武断下结论，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居住环境

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住户的生活需求。为更

好地说明问题，先对我国城镇住房模式做一简要分析。 二 我

国城镇建房进程解放后，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发展可大致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这时期城镇住宅建设基

本参照苏联模式。鲍家声先生曾总结其特征是：“一包、二

排、三平均。”“包”是国家包投资、包设计、包建造、包

维修；“排”即排除居住者在住宅建设中的作用；“平均”

就是住宅平均分配，实行低租金供给制。这时期的指导思想

是：先生产，后生活。住宅建设投资少，欠帐多，住房严重

短缺。１９７８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居住面积仅３．６ｍ

２。狭窄的居住空间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并不鲜见。人们



基本的物理、生理需求都难以满足，更谈不上家庭装修。 第

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房改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加大住宅建设的投入，同时鼓励城镇

居民个人建造住宅（１９８３年我国发布了“城镇个人建造

住宅管理办法”）。到１９９３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已达

７．４ｍ２，比１９７８年提高一倍多。由于经济条件及住

房所有权所限，这时期的家庭装修投资少、规模小。 第三阶

段是以住宅商品化为标志的房改以后。我国市场经济逐步成

熟，城镇住房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取消福利分房，住房作

为商品正式进入市场。“一包、二排、三平均”被多方投资

、全面参与的住 宅建设模式取而代之。新模式使住户的参与

范围和空间大大扩展。住户不再仅仅是使用者、投资者，在

一定意义上还是设计者一方面住户可根据家庭人口构成、经

济条件、职业特点、生活习惯等选择适合自己的住房，而这

种取向则是开发商开发经营的指南；另一方面，为寻求卖点

，开发商主动征求客户的意见。正是新的住宅建设政策，给

了住户更多参与的空间，才有住宅建设今天的空前大发展。 

由我国住宅建设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住户被排除在外

→有限参与→全面参与，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历史的必

然，这种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很明显。 三 国外住宅建设的发展

趋势 住宅建设由国家集权向使用者直接介入的转变趋势在其

他国家早已出现。７０年代后，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

国家对以往集权模式的住房政策的失败进行检讨、修正。新

政策提倡对住宅建设具体问题的决定应更多地听取、尊重居

民和接近居民的人的意见，增加使用者以及社区组织对建筑

的决定权，给他们雇佣建筑师或其他专业人员的权利，并强



调政策的开放性。其主要表现为权利下放和增加个人决定权

两方面。 以法国为例，为更好地适应地方具体情况，国家将

城市整治权交给地方政府，从１９８２开始，逐步取消统一

化的全国住宅标准。这样，政策的制定掌握在接近居民的人

手中，住房建设更加符合居民的要求。 由于经济条件、文化

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住房的物质功能需求

和精神需求多种多样，这在当今个性化建设时代表现得更为

突出。更好满足个性需求的方法莫过于把决定权交给个人。

新政策给各国住房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导致了新住宅建设

运动的蓬勃开展，涌现出“社区建筑运动”、“自己动手运

动”、“新居住形式”、“合作住房”等。 四 住户参与的必

要性 建造住宅原本就是住户自己的事，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

和分工，住户与住宅建设的关系才逐步脱离开来。这虽然便

于现代城市管理，却是以牺牲住户的多种物质和精神需求为

代价的。对此，《马丘比丘宪章》倡导，“在建筑领域中，

用户的参与更为重要、更为具体。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

程，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提倡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建筑设计、施工及管理等部门不能

自以为是，更不能只图自己方便，应更多地注意、理解住户

的合理需求，并以此为工作指南。因为，对居住环境最有发

言权的是住户自己。这正如勒柯布西埃说过的，“生活永远

是对的，只有建筑师才会犯错”。 住户参与装修就是为更好

地满足物质功能的需要和情感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对于住户

的需求，建筑大师赖特认为，“有多少种类型的人，就应该

有多少种类型的房子”，即建筑师要承认住户需求的多样化

，并尽力去满足这种需求。 集权的、标准化的住宅建设，是



以指令性标准为依据，以管理者和专业设计者等少数人对家

庭生活的理解为基础来决定住宅方案。这种概括和抽象化的

家庭和生活与现实形不成对应关系，结果是以单一户型平面

对应不同住户，让多样化的生活去适应简单化的住房。只接

受共性而不承认个性，实际是否定居民的多种生活需求。这

很能说明为什么有些被专业人士评为优秀的住宅或小区，却

不受住户的欢迎，最终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在社会发展迅猛

和生活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师不可能事事知晓，也不可能了

解每个住户的具体需求。弥补专业设计者的先天不足，除了

拓宽知识面并做好相关专业配合外，关键要把自己同业主、

住户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吸收他们一道设计。从这种意义上

讲，住户的参与也是专业设计人员自身生存的需要。 人们通

常更看重住宅的是住宅的物质功能，而忽略住宅建设中居民

情感与精神生活的无形需求，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根据社

会学的“需求层次理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人们最基本的物理、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将向更高层次追

求，即由追求物质需求为主转而以追求精神需求为主。 和以

往相比，现代人在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变化有两方面的显著特

点。  １生活压力增大 生活压力主要来自物理性和社会性两方

面的刺激。噪音、环境污染、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物理

性刺激不仅能引发多种疾病，还对人的情绪有很大影响，使

人产生消极、压抑的心理，影响正常人际交往，甚至发生反

常行为。社会性刺激也是多方面的，生活平衡遭破坏带来的

刺激，社会需求未遂造成的刺激，还有团体压力、角色压力

等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和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压力明

显增加。  ２非群体化生活趋势和孤独情绪增强 现代化的交通



、通讯及电子设备的飞速发展，使个人能力得到空前提高，

人的个性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以前需要由集体协作才能完成

的工作，现在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就能完成。这导致原来

一些集体协作的工作方式趋于解体，团体受到破坏，团体意

识减弱。非群体化和个性差异的发展带来一个值得重视的社

会问题人与人直接交往减少，导致孤独情绪普遍增长。 由于

社会压力增大，孤独情绪增强，人们需要比以往更丰富的精

神生活来缓解压力，维护心理平衡。社会越是向高科技发展

，越要从更高层次上满足心理、情感及精神上的需求，这就

是“高科技高情感”原理。它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参

与意识增强，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情愿被动地去接受大众化的

无个性的产品，更重视的是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努力得到具有

个性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追求转变促使当今产品设计发

生变革由专业的标准化设计向使用者参与的、个性化的设计

转变，在居住环境方面也是如此。人们需要在房子里摆放一

些可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东西，过去拥有名师设计的价格昂贵

的家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今拥有一些个人化色彩的东西

才是非常重要的。满足这种需求的最佳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

让住户参与建造、装修住宅的全过程。通过参与，住户将自

己的想法和汗水融入其中，并从中得到丰富的生活体验，与

无生命的住宅建立起感情，使之具有符合主人的与众不同的

个性。这样的住宅会使人有一种成就感、亲近感和认同感，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 国内外的经验均表明，改善

居环境、提高住质量事半功倍的办法是积极吸收住户的广泛

参与。所谓的“四大公害”，实质恰恰是城市管理落后和管

理上的粗放经营造成的。试想，对住户装修进行专业指导，



不会破坏结构；控制好装修施工的时间段并作好协调，可避

免相互干扰；合理地划分专业施工与住户装修的范围，不会

浪费，反而节约；至于说给装修市场混乱提供了条件，则是

把管理者的责任推卸给了住户。资料显示：近１０年来家庭

装饰装修成为社会消费热点，１９９８年产值达９５０亿元

，从业人员３５０万。建筑装修装饰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

带动了建材、化工、轻工等其他产业的发展，为促进国民经

济发展、美化人民生活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住

户的参与有利于满足精神及物质功能的多种需求，有利于居

住环境质量的提高和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是大势所趋。无论政策制定部门还是建筑设计及施工组织

与物业管理单位，都应广拓渠道，为住户的广泛参与创造条

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