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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塞罗纳，奥运不但改变了举办城的城市风貌，也改变了

主办城市市民的居住生活。 悉尼是美丽的，长年平均20摄氏

度的气温使绿色成为悉尼的主色调，悉尼迷住了每个看到它

的人。 奥运村坐落在这个花园般城市的外围，沿河岸随地形

而建，占地90公顷，里面没有一座高大建筑，有513座别墅式

小楼、355座公寓式楼舍，另外还有 1019栋临时搭建的房子。

在奥运会结束后，奥运村将变成悉尼新的社区，一些永久性

小楼已经卖出去了，据说一栋四室两个卫生间的单体小楼售

价40多万澳元。 美丽的悉尼，美丽的奥运村，是否也适合美

丽的北京？ 论坛主持人特别邀请了4位北京房地产界的专家

、学者、设计师、房产商，听听他们如何分析悉尼奥运村的

建筑风格。 ■开彦：钢结构和木结构住宅比较环保 悉尼奥运

村中搭建的临时住宅，据说是简单不简陋，使用过后，随时

拆掉，恢复占地原貌。这种住宅建造新方法采用新材料是值

得借鉴的。据了解，悉尼奥运场馆和奥运村的住宅大量采用

了钢结构和木结构。 我认为，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所

提倡的钢结构及木结构住宅也是可行的。 另外钢结构的建筑

模式更应推广。我国钢材产量高，钢结构住宅建造周期短，

长沙一栋住宅4000平方米3个月便完工，拆除后材料还可再利

用。钢结构住宅在防震方面也有优势，它要比混凝土建造的

房屋轻便，这种建筑的施工方法适合工业化施工体系，是住

宅产业新的发展方向。钢结构建筑的外墙可用稻草压缩而成



的板材作为外墙材料。矿棉、石膏板也可得到大量应用。随

着钢结构住宅的推广，这些材料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住宅的绿化方面，我较赞赏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做法，在

澳大利亚基本看不到裸露在外的泥土，全部由草皮覆盖。 ■

刘嘉峰："绿色"将是奥运发展的重要趋势 随着奥运会规模的

不断扩大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奥运会越来越成

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特殊的发展机遇，成功地经营奥运会可

以给一个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提升。 就奥运会的硬件配置

来讲，其核心是场馆、运动员住所、交通设施和保安设施这4

样东西。如何配置这4样东西的背后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奥

运期间的直接经济收益与长期的综合效益（环境的、社会的

、经济的）之间的矛盾；设施的临时性与长期性之间的矛盾

；设施的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 历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

是根据城市自身的特点，找到这些矛盾的"特殊解"，以奥运

建设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升级。我认为，2000年的悉尼奥运

发展有几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一、在项目的安排和设施的建

设上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既有新建的、集中的

奥林匹克公园，也有分散的新老场馆。 二、运动员村真正做

成"村"---密度很低，以两三层的建筑为主，环境很好，并且

靠近主要场馆。 三、大量使用太阳能、循环水利用等新的、

环保型的建筑技术和设备。 四、运动员村的先市场化建设，

即绝大部分建筑已经先期售出，使土地、建材等资源的利用

率大大提高。 这些现象反映了一点："绿色"将是奥运发展的

一个重要趋势。 北京的奥林匹克建设研究，已有了近二十年

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研究对北京亚运发展的成功起

了重要作用。借鉴这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从几个



方面来展望北京的奥运发展。 一是顺应京津塘区域的城市化

发展的趋势，利用奥运构架大北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新

城市骨架，合理解决场馆、住所、交通设施的布点和布局。 

二是发展环境好、中密度、有快捷交通的运动员村。如果用

悉尼的方法来解决1．5万人的运动员村，至少要占300多公顷

的用地，并严重依赖小汽车。这将给北京从用地和道路两个

方面带来巨大的矛盾，所以，中密度和大运力的轨道交通将

更符合北京的特点。 三是用网络和其他新的高科技手段来解

决运动员村的通讯、服务、保安等问题，从而打破运动员村

集中式管理的老套路。这样才能使运动员村与场馆同步分散

，以避免奥运期间的大量出行。 四是用分散的"场"和"村"来组

成若干个康体设施为核心的奥运社区，如"高尔夫家园"、"乒

乓家园"等，在奥运之后真正实现"运动就在家门口"。 这不仅

符合绿色、健康这一新的生活潮流，也符合"人人参与"、"从

小培养"的奥运精神。这些奥运家园很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

的"故乡家园"，奥运不仅将提升我们的体育精神和竞技水平

，同时也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季如进：绿地不应只是

种草 我们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的悉尼的环境的确很美，但它

是在人口不多、土地面积很大的基础上建设的。 悉尼的城市

环境包括奥运村的环境如果移植到北京，我认为不太适合。

首先，北京人多地少，绿地面积太大就会出现人与绿争地的

情况；其次，草坪面积过大也不适合北京，因为北京的气候

原因，四季草坪的养护耗费太大，另外，过大的草坪面积，

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践踏的现象，造成毁坏。 实际上北京大

面积绿化应提倡种树，而不是一提到绿化面积就是植草。如

果环北京周边种上几十米宽的森林，既经济又壮观，非常便



于养护，只要选好了树种，环境就会改善。另外，可以在森

林绿地的基础上建几个景区绿地，这样环境会更美观。 据说

有的项目也曾有过改草种树的想法，但顾虑是小树一旦长成

，社区再规划不经有关部门批准是不能砍伐的，即有的项目

绿化开始种植经济林（如果树），原因是经济林砍伐不受限

制。无论怎样，绿化方案均有优势可言，种草只是其中之一

。 ■郭钧：在北京可以买到悉尼奥运村的住宅 8年前，悉尼

以"绿色奥运"获得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从而让我们能清楚地

看到，对绿色、环保的认识正是这几年才渐渐地被全社会逐

步接受和重视，从这一点上看，悉尼确实有独到之处。 从发

展商角度看奥运，虽然没有机会去现场，但通过媒体及各种

渠道，我们特别关注及搜集了奥运村的资料和信息，并从悉

尼奥运村看到了澳洲以及世界性的人居社区的潮流。完全按

照低密度社区模式兴建的悉尼奥运村占地1500亩左右，并不

追求金属和玻璃的现代化及高科技，而追求与自然和谐贴近

，注重环保、节能设计的细节，注重空间规划、建筑的轻松

、宁静。 北京市已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政策，

希望能够改变城市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诸如交通、污染等"大都

市病"。在北京都市化体系中的小城镇，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和

计划手段来建设---即使建了也不会成功，而必须按照商业规

律来实现，即对城市人口产生吸引。我认为，这种吸引力来

自比城市中心更优势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在北京的郊区

，完全有条件建设和开发与悉尼奥运村相提并论的新型社区

，不仅规划和建筑形式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从建材、设备

等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上大有现实意义。 当然，发展郊区

大型社区并不简单意味着"城里上班，城外居住"模式的扩展



，而应考虑当今新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即研究网络时

代、汽车时代、休闲时代、老龄时代的社会特点，满足人们

的多方面需求，特别是教育、保健、就业的需求，按照综合

市镇的功能发展新型低密度社区，实现新都市主义的城市化

战略。 华远房地产作为大型主流房地产企业，正在制定新市

镇项目发展计划。试想，如果北京马上可以买到悉尼奥运村

式的住宅，不亦乐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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