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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城市发展步伐不协调，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

”厄运 这样的镜头因为司空见惯，如今很难成为大“新闻”

了：有“西湖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

日前被爆破拆除，尽管其设计使用寿命100年，但实际使用不

过13年。 负责任的建筑专家们却心有担忧，“这是一个规划

爆炸、建设飞速的年代，还是一个建筑‘短命症’流行的时

代。”因为规划短视、设计缺陷、偷工减料，我国建筑的平

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标规定最低使用年

限的60%。 多位专家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呼吁，延长

建筑的使用寿命是最大的节约，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成为

重新定义好建筑的标准。 1月6日，“西湖第一楼”在爆破声

中倒下。 国内建筑“三十而夭”很普遍 没有人可以漠视中国

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异象”：一则楼宇“成功实施定向爆破

”的消息背后，几乎都是一段建筑“短命”史。 譬如北京中

体博物馆从1990年建成使用，到出现承重钢梁断裂等重大安

全隐患，满打满算也只有15年，离重要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

年限需达100年的要求相差太远。还有极端的例子，重庆市一

幢名叫隆盛大厦的高层建筑，因为规划改变，从交房到被拆

仅有6个月时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吴伟教授告

诉《望》新闻周刊，目前国内建筑“短命”已非个案，而是

相当普遍。 相对于“短命”的高层建筑，民用住宅的寿命也

短得可怜。至于城市高架路桥、轨道交通沿途“拆新建新”



，更是屡见不鲜。此外，处于露天环境下的桥梁耐久性更加

令人担忧。目前在役的混凝土桥梁出现钢筋锈蚀、混凝土开

裂的现象十分普遍。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

，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

建筑为50～100年。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国相当多建筑的实

际寿命与设计通则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与欧洲住宅平均

寿命在80年以上、美国住宅平均使用年限也有44年相比，我

国住宅的平均寿命却不过三四十年。 规划混乱、设计缺陷、

偷工减料 对此“短命建筑”现象，吴伟教授分析，大拆大建

潮既与城市规模膨胀、人口大量迁移有关，也与一些非物质

因素，譬如规划设计、建筑质量等影响所致有关。 他说，城

市规划短视、混乱是建筑“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

中国处在一个规划爆炸的时代”，规划滞后、混乱，与未来

城市发展步伐不协调，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夭折”厄运

。而造成规划不合理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政府主

管部门本应立足现实，统筹兼顾历史和未来之需，科学制定

城市的总体规划，并严格执行已批准的规划，但事实上，很

多地方规划的随意性强。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工

作委员会秘书长高拯指出，一些地方甚至存在“规划跟着领

导变”的怪现象，领导换一届规划就得调一回。一些“年富

力强”的建筑因此被拆除时有发生。 设计缺陷使得建筑“未

老先衰”，不堪续用。一些开发商为最大化降低成本，往往

以牺牲建筑的某些功能，尤其是“超前”功能为代价。在利

益驱使下，现在设计单位也越来越迁就开发商，即便有心为

使用者着想，也会因开发商的反对、设计时间的限制作罢。

最少50年的使用寿命理念对于设计机构而言已淡化，一些建



筑怪胎在中国诞生也就不足为怪。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黑

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廷钰则认为，质量低劣

是建筑“短命症”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告诉记者，房屋

作为一件成品，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相当多的部门环环相扣才

能完成。涉及到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监理以及人防、

卫生等相关部门。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关不严或者敷衍

了事，整个建筑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以黑龙江省为例，上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省只有有限的几家设计和施工单位，

那时的建筑无论在设计还是施工上，都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技

术规范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后，全省仅设计单位就有600多

家，一度出现‘谁都能搞设计、谁都能搞施工’的混乱局面

，从那时起建筑质量开始下降。经过整顿后有所好转。尽管

如此，由于设计不合理或施工方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及缺

乏对建筑的后期保养和维修，同样会影响建筑寿命。比较典

型的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违背了基本

建设程序，势必缩短建筑使用寿命。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建造项目的过程中采取“抽筋”的方式来减少建筑成本

，已经是业内半公开的秘密。” “监而不理”也是建筑短命

的诱因。施工环节的质量问题本可通过监理避免，但房地产

领域广泛存在监管不严现象，使得监理公司没有起好第三方

监督作用。 “除了真正的质量问题，开发商编造的建筑质量

理由值得关注”。张庭钰说，比如，开发商要开发一片小区

，在其范围内有一座30年左右的建筑物还在使用，他会找借

口“这个房子地基不牢、墙体开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然后向使用者和有关管理部门游说，挖空心思将旧建筑拆除

取得土地开发权。在开发商眼中，旧建筑的拆迁补偿费用完



全可以在日后加大层高和密度的新建筑中加倍“捞”回来。 

“短命建筑”浪费惊人 1月7日下午2时，随着一声巨响，山东

青岛铁道大厦被成功爆破。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建筑“短

命症”流行，不仅造成经济负担、资源浪费、环境压力，还

会导致一些权属纠纷。举其要者，其害有三。 贻害之一：就

其经济价值而言，“除旧布新”工程耗资巨大。 黑龙江省建

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白玉琴说，以某三星级大酒店为例

，拆除前它的建筑面积1.3万多平方米、19层高，在原址上兴

建8万多平方米的写字楼，算算它的修建、管护、拆除和重建

费用，总造价至少需要1.2亿元以上的人民币。 上海市长宁区

住宅发展局高级经济师顾海波也算了一笔“建筑短命”浪费

账：2005年全国城镇住宅建筑面积达99.58亿平方米，以平均

每平方米建安造价1000元计算，如其使用寿命由平均30年增

加为50年，则可节约6.67万亿元，可用来建造100万元一所的

希望小学667万所。 贻害之二：大量尚处于设计使用年限内的

建筑被拆除，还会造成资源耗费，并因产生大量粉尘和废弃

物，增加环境负荷。 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工程院院士陈

肇元不无担忧地说：“‘短命建筑’的后果相当严重，不仅

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如

不采取措施，今天建成的工程二三十年后甚至在更短的时间

内又将翻修或拆除重建，我们就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大建、大

修、大拆与重建的怪圈之中。” 他直言，“短命建筑”与建

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相悖，与科学发展观严重背离。尽

管今天我国的建设规模还未达到高峰，可是烧制水泥用的优

质矿料已感短缺，配制混凝土的砂石在许多地方已十分紧张

。一些地区开采砂石已经严重毁损河床、破坏植被，沿海地



区如宁波、舟山等地因滥用海砂已给一些工程带来了重大隐

患。面对今后每年将要消耗的大量混凝土，按照传统的取用

方法恐怕将难以为继。因此，要尽快研究解决办法。” 贻害

之三：现在商品房住宅的产权是70年，比其平均使用寿命周

期要长40年，建筑“短命”所造成的“权证在、物业亡”的

脱节现象，将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如何杜绝建筑“短命

”现象 究竟该如何避免新一波“短命建筑”的涌现？ 来上海

不下40次的法国建筑师、凡尔赛建筑学院院长尼古拉米之林

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重新定义建筑

的一个机会，选材合理、经济、节能将成为一个好建筑必不

可少的指标。” 他主张，其一，由于现代生活对适应性、可

变性的需要，建筑还不应该是一个功能被规定得很死的空间

，而是可以发展的。其二，城市应该在对经济效益的逻辑、

理性思考之外，发展一种从生活的历史感、艺术感角度考虑

问题的“感性的城市规划”。这是目前上海、中国面临的挑

战。“比如黄浦江两岸沿着陆家嘴往南、往东方向，高楼的

立面像一排排门板，阻挡了江上游客的视线。苏州河则在楼

区的夹缝中几乎成为峡谷、地沟。这类现象以前在欧洲、法

国也出现过，十年后人们就后悔了。”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

推进建筑工业化，不失为治本之策。从事节能建材和住宅工

业化研究的一位集团总裁说，推广工业化结构体系和通用部

品体系，提高建筑物的工厂预制程度，基本实现施工现场的

作业组装装配，能确保建筑物寿命在“工厂预制”环节得到

保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还可节约可观的能源和材料

。他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筑工业化的一般节材率

可达20%左右、节水率达60%以上，“如果与国际先进水准看



齐，比照当前我国住宅建造和使用的物耗水平，至少还有节

能30%～50%、节水15%～20%的潜力。” 同济大学建筑规划

学教授吴伟认为，要避免规划的失误和建筑短命造成巨大浪

费，规划应有一个通盘、长远的考虑，且须回归到政府职责

上来。法律应该明确规划必须坚持公开化、前瞻性和相对稳

定性原则，从老百姓和政府的共同角度出发来考量。如政府

应该通过税收引导、强制标准等手段，大力培育和扶持建筑

制造业，推广节能长寿建材建筑。 黑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李

文芳说，建筑“短命症”与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甚至不作

为密切相关。借鉴以往经验，需要将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

的管理方式，逐步过渡到严格依靠法规进行管理的方式。此

外，还要采取措施对建设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 “

从一个建筑的规划阶段，就要求有关部门从其科学性和前瞻

性上下功夫，使其符合所在地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在建设施

工阶段，要对施工企业采取全方位的制约机制，除了政府部

门的制约以外，还要有工程保险单位、银行、舆论、工会、

法律等方面的有效约束。同时提高从事建筑单位的准入门槛

，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同时，由政府监

督对建筑领域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质量意识教育。除在建

筑过程中加强监管以确保建筑质量外，更要在建成后搞好质

量验收，并对后期维护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这样，才可

能杜绝建筑‘短命’现象的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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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