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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BB_BA_E7_c57_522775.htm 面对入世，扪心自

问，在全新的国际大舞台上，与众多世界级的名角、大腕们

同台竞技，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劣势，但也要坚信我们的优势

。如果说入世对中国建筑师是某种“威胁”，那么也提供了

再发展的新机遇。以我国勘察设计行业中的共性问题为例：

如执法不严、无序竞争，长官意志、变相招标、相互压价、

欠费赖帐、乱挂靠、卖图章、压周期改设计，甚至是业主指

挥主宰一切等等，都会严重削弱和影响各单位的竞争力和设

计人员的创造力。但说到底，这毕竟大多属于内战内耗的因

素。当然，这些问题也应该解决，而且正在和逐步解决之中

。可是如果把注意力投向境外国外同行挑战的话，影响行业

竞争的主要因素，第一是设计的水平和质量，特别是方案水

平。第二是人才，是创精品的尖子人才。 虽然，入世是中国

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牌，但对每个人来说必须要从

观念上做好入世后的准备。做为一名城市建筑科技工作者要

从自身从更大的视角上建立新的设计精品意识；入世不是让

步而是进步；入世不是牺牲而是贡献；入世不是超前而是补

课。它不是达到最高境界而入门的第一步，从此种意义讲要

把握住入世的机遇，居安思危求得发展。具体讲要树立对新

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所驾驭环境的竞争能力。作为中国建筑

师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并不差，先进的民族建筑

文化及精品只有靠自身去打造，重要的是要加快练内功的步

伐，尽快瞄准国际化建筑师管理，组建国际化的建筑设计团



队，用创新精神及设计理念去构筑属于国人的精品。 应该指

出：创作精品是好事，但不是每一个建筑都是精品，特别当

前的住宅设计，并不需要每栋建筑都涂上鲜艳的颜色。国外

有人这样做是按照他自己特有的体系来定，而在北京想用一

些色块来对北京的灰色加以冲击，还需要进行探讨。实践表

明：精品的产出不是评选出来，是经过历史沉淀后显露出来

的，我们现在的精品，只是将一些诸如室外、室内、灯光等

内容做得精美一些而已，但与国外的好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

的，应该进行更深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到那时会出现一些好

的作品。世界上一些著名建筑师其实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在

其本土上延续了自己的风格，建设了一系列的同一风格的建

筑，并使其走向完善完美，从而成为世界级的大师，他们是

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后沉淀下的思想，其作品是很深厚、有功

底的。所以，从民族化的本土气质及传统上看，建筑设计要

注重“以人为本”即建筑师最注重对地方、乡土建筑师的培

养。而外国建筑师不可能有中国建筑师对自己环境的了解，

那种心灵的体验和感受。北京建筑师要在北京作设计，要有

那种北京“胡同”的乡土情感才能够做好，这对建筑师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真正要搞出有层次、有文化、有水平的东西

，就需要有乡土背景的建筑师去做。入世之所以强调“观念

”入世应为先，主要应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各级管理者要

有所醒悟，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近20年来，并非所有外国建

筑师（有不少华人）在国内留下的作品，有品差价高的情况

，对于外国建筑师也要分它三六九等，不可一概以大师论之

，先进的建筑文化还要由中国人自己去创造去探索； 其二，

设计实践表明创作精品的难度。中国建筑师素质并不差，更



不乏一批优秀者，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如何为他们的成长创

造条件。从体制、设计分工、设计理念、高新技术、语言交

流、执业实践等方面入世对建筑行业面临的紧迫性逐一分析

，虽“精品”的要领值得再界定，但弘扬精品及标志是必要

的。呼吁国内开发商要冷静、要醒悟，要学习一点起码的建

筑文化； 其三，面对入世，思路出财路，尤其要容忍建筑评

论中的某些偏颇之处。建筑创新要发展需要高水平的评论。

但不应该讲建筑师就不能参与评论，那么好的评论出自谁家

呢？要大力开展建筑评论，不可仅停止在口号上要有行动。 

其四，建议在全行业开展建筑评论，活跃建筑创作，推动建

筑理论的发展。应结合国优、部优的评选活动，推荐作品表

彰创新创优单位和个人事迹，以精品推名人。面对已涌入的

外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要勇于介绍并展示自己的作品。我

们也要主动走向世界，要靠综合实力及优势融入全球的竞争

与创新的浪潮中去。 （百考试题（）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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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