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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委员会向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交的

书面发言材料中透露，北京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年，

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五十年至七十年的设计年限。北京已成

为全国较大的建筑浪费城市。发言中说，据相关部门统计，

二00八年北京有公共和住宅建筑面积约五点九亿平方米，其

中使用期低于五十年短寿命建筑约四亿平方米。发达国家建

筑平均寿命在八十年以上，长寿命建筑达一百多年，甚至是

几百年。长寿命建筑与短寿命建筑相比，延长了使用周期，

可以节省大量建筑材料。人为因素是造成北京市基建工程短

寿命的主要原因，例如由于规划缺乏前瞻性，不少新建的住

宅使用不到十五年就要被迫腾地拆除。在新中国成立的五十

多年里，除了重点的历史性建筑、标志性建筑和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如奥运工程等)外，北京的大多数旧有建筑基本是构

建在比较落后的建筑体系上的。这个落后的建筑体系包括了

基本的建筑材料、规划、管理、设计、施工、监理、验收、

标准、法规等各个方面。在北京提高公共、住宅建筑寿命有

相当大的潜力，如果规划、标准和施工质量到位，完全可以

将建筑寿命提高到一百年以上。如在城市的公共标志性建筑

中应大量采用天然石材做建筑材料、在市区和乡镇大力发展

商品混凝土住宅建筑等等。北京市现有的商品混凝土住宅建

筑还在发展，目前占现有建筑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还

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大力发展商品混凝土住宅建筑，



北京建筑的寿命会有相当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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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