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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4_E5_9D_9A_E4_c57_614116.htm 景观设计师在我国

是新兴职业，但在世界上却是老面孔。全世界有120多所大学

设有景观设计学专业，许多国家设立有景观设计师注册制度

，学科与职业发展非常完善。而我国景观设计学科与职业发

展却刚刚起步。关于我国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人才的发展，

记者疑问颇多：我国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人才发展究竟处于

什么状况？合格的景观设计毕业生的素质要求有哪些？2006

年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人才走势会有哪些变化？资深人才的

流动会表现出哪些趋势？ 带着这些疑问，3月8日下午，记者

来到位于中关村发展大厦一层的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院，非常荣幸地采访到了俞孔坚博士。谈笑间，俞孔坚博士

一一以教育工作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给予了很好的阐释。

人才发展总体状况是喜忧参半 《建筑英才》：作为景观设计

行业的领军人物，同时作为中国城市规划、景观设计领域的

教育工作者，请您谈谈我国景观设计人才发展总体状况。 俞

孔坚：我国景观设计人才发展总体状况，四个字概括：喜忧

参半。 可喜的是景观设计学科得到重视和发展。目前，开始

招收景观设计硕士（或相似名称）的大学有29所，这将极大

地推动这个学科和职业的发展。 可忧的方面有二。其一，滥

竽充数者有所增多。自去年以来，景观设计名下的人员突然

增多，人才供应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合格的人才增量不

多，只是打着景观设计旗号的人多了。景观设计人才是市场

需求热点，名字响亮，于是，有些农林院校的毕业生改换门



庭，蜂涌进入这个行业，但其内容还局限在园林、园艺层次

上，注重观赏性，缺乏人文、城市规划、国土生态设计等方

面的培养，实质上离合格的景观规划设计人才要求还存有差

距。有些艺术院校也将环境艺术改称景观设计，景观艺术方

面给景观设计学科带来活力，但同样存在问题，特别是对科

学和生态方面的教育相对缺乏。 其二，人才产生机制还不健

全。教育上，有部分从事景观设计教学的老师是从各种学科

上过渡过来的，城市规划、景观设计方面的理论与经验不够

，知识结构存有缺陷，难担培养人才之重任；管理上，主管

部门没有及时更新人才管理需要的相关体系，人才的培训、

注册、考核等体制没有规范，例如景观设计师，名分本该为

建设部门授予，却由劳动部门授予。 合格毕业生的素质要求

有三 《建筑英才》：您不仅创办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

院，而且还创办了土人景观设计院，用实践、创作获得的经

济利润来支持科教发展，这足以令人叹服、钦佩。请问，您

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应具备哪些素质？ 俞孔坚：景观设计人才

的素质要求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土地伦理要求。景观设计

师必须热爱土地，热爱自然。我认为这种要求是高于一切素

质要求的。设计师只有热爱土地，对土地产生激情，对土地

之神心存敬爱，才能真正建立对土地的一份责任心，不至于

沦落为开发商的工具，市政的面子，造成历史遗憾。倘若某

一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师对土地没有情感，对土地是陌生的

，冷漠的，把它当作赚钱的机器或工具，那么我认为这样的

人不应该去从事这项工作。就像是谈恋爱，不爱她，就别去

和她谈，否则，会把她糟踏掉。事实上，大江南北，祖国的

土地已被这样素质的人糟蹋得相当惨烈。 第二，职业伦理要



求。在国外，关于职业伦理是有单独一门课程的，称为“设

计师的职业伦理”。我认为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从业者必须

认真、踏实、敬业，对自己做的事，无论事情大小，能力高

低，都要认真、塌实去做，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去学习。多数

人的经验实践证明，目光短视者一毕业就想挣多少钱，应市

场涨幅来回变换工作，结果，五年以后，技能上没什么长进

，也没获得较大的薪酬涨升空间；相反，具长远目光者注重

积累，踏踏实实在一个公司干，敢于摸索，勇于创新，历经

一个时间段后，能力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物质上的东西也随

之而来。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前十年一定是在扎扎实实地培

养自己的能力，丰富经历，积累经验，提升资历，慢慢建立

一个让甲方可信的设计师，然后再考虑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创

业。有了积累才有薪水，倘若工资增长了，但知识没有增长

，我认为其工资是空中楼阁。目前，景观设计人才市场鱼目

混珠，亦有滥竽充数者，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行

业刚刚起步，社会对此职业人才的要求还不是很高，给才学

肤浅者留有生存空间。但很快就会面临一个优胜劣汰的阶段

。我建议刚参加工作和即将参加工作的景观设计毕业生，一

定要忍耐住几年的寂寞，踏实去走积累的过程，厚积薄发，

从而面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 第三，专业能力要求。我认为

最重要的专业能力是系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漂亮地画

几张图。系统地解决问题需要综合知识，景观设计师不应陶

醉在小桥流水的造景层面中，应面向人地关系的危机，面向

中国土地糟蹋惨烈的社会现实，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融的

课题，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从而提升自己系统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要寄托在学校内获得，应是在与社会接



触过程中，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不断来培养。景观设计师

应掌握的知识包涵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系统的知识，包括土

地上的生命如动植物知识和生态知识，自然非生命系统如水

文知识；二是社会系统的知识，包括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发

展的需求，人与人的关系，社区的需要等，这些知识属于景

观社会学；三是景观文化和遗产系统的知识，这类知识隶属

于景观文化学范畴，能够指导我们如何尊重场地的历史与遗

产。 当然，专业技能是专业能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专业

的表达能力，诸如绘画、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

图纸表达等。 今年景观人才需求变化有四 《建筑英才》：城

市规划、景观人才在人才市场上是香饽饽，用人单位求贤若

渴。请问，您认为，与2005年相比，今年企业对景观人才的

需求会发生哪些变化？ 俞孔坚：今年人才需求会发生四个方

面的变化。 第一，景观设计从业者会骤然增多。这种变化意

味着用人单位的选择空间增大，百里挑一成为正常现象，从

而对人才的要求增高。人才需求优势转移，供方优势变成需

方优势，求职难度增大。 第二，对有经验的城市与景观规划

设计管理型人才的需求继续加大。管理人才不仅包括总经理

、经理，还包括项目负责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设计

、景观设计师由作品设计成长为项目设计，对整个项目的把

握需要系统的知识结构，全面学科的掌握，人员的调配等等

。由此项目管理人才多少与质量成为一个公司实力主要标志

，各单位对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和争夺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

；另一方面，管理人才的成熟推动行业成熟，行业成熟会催

生出相当数量的新公司，人才需求缺口不会减小。据我了解

，目前培养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人才的院校都没有开设事务



所管理方面的课程，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没有管理经验，管理

人才的成长速度低于新公司增长速度，所以，管理人才奇缺

，尤其是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奇缺。这是真正的“香饽饽”。 

第三是，“海归”回流与国外人才增多。除了国外的景观设

计公司进入以外，在国内谋求景观设计职位的，会出现两个

新群体：一是“海归”，另一是真正的外国人。发生此种变

化是市场决定的。欧洲国家的景观设计市场普遍萎缩，比如

德国已几乎没有大项目了，而中国市场刚刚显露一角，这吸

引了大量人才的注意力。“海归”人员因学校不同，能力而

有所差异。某些国家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发展，其大学没有严

格的进入制度，部分留学生是在国内拼命读外语或者花了高

价钱出去的，虽在国外学习，但能力没有实质性提升，即使

回来，也无法适应国内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市场的需求。相

比而言，因为美国的大学、和欧洲一些名牌大学有严格的筛

选制度，到这些大学留学的人员的素质普遍较高。在此向部

分学生提个醒：社会最终对人才的判断是有选择力的，不要

把出国当作未来的金字招牌。 第四，城市规划设计、景观设

计从业者的薪资继续提升。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增幅预计

为20％左右。薪资提升一方面说明景观设计人员的工作量没

有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萧滞而减少，人才还是稀缺，行业在发

展扩大，另一方面说明人才质量在提高。在薪资提升的同时

，市场开始进行人才筛选，被淘汰的将是那些滥竽充数的、

不注重自我提升的。 资深人才流动趋势是聚集流动和成立新

的事务所 《建筑英才》：您曾经说过，1995年至1997年期间

，任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是为了积累实践经

验。现在景观资深人才贵若珍宝，人才需求唯经验而尊。请



问，您是如何定义资深人才的？今年资深人才流动的趋势是

什么？预计一下今年景观设计类“高温”职位有哪些？ 俞孔

坚：资深人才没有确切的定义。我觉得，称得上资深人才的

，首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高标准就是要有过硬的作品

，所谓过硬，就是能够在世界上或业内引起反响，被承认；

同时，他（她）应该对城市规划、景观设计有独到的理念和

深刻见解。我国资深人才很少，这个行业之所以不成熟，就

是因为资深人才太少，还没有形成由资深人才引导的知识体

系和机制。 资深人才在今年甚至在更远的一段时间内的流动

趋势是聚集流动。这是人才流动的特点。高水平、高层次的

资深人才有聚集效应。当规模小、层次低的公司无法给予资

深人才足够的吸引力后，资深人才一定会向规模大、层次高

的公司流动，所谓物以类聚；同时，这过程中会有一些资深

人才在条件成熟时独立出来，成立新的事务所。 今年的高温

职位应集中在两类：项目经理与高级管理人员。 对景观设计

人才三点期望 《建筑英才》：您曾经做过“理想人居——天

地、人、神的演讲。请问，您的专业追求是什么？作为北京

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您对中国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人

才有什么样的期望？ 俞孔坚：我的专业追求就是创造“天地-

人-神”的和谐。 我对景观设计人才的期望主要有三。第一，

我期望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从业者要有危机意识，要意识到

中国的土地已经被糟蹋的很糟糕；第二，期望城市规划、景

观设计从业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设计师不能钻到小桥流水中

，不能钻到后花园去，要面向大地，要解决严峻的人地关系

问题，要承担起促使人地和谐这个责任。第三，我期望城市

规划、景观设计从业者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开创中国



当代新景观的雄心，甚至引领世界景观设计潮流的信心。面

临城市化发展背景，时代需要景观设计从业者这个群体，只

有他们才能协调好人和土地的关系。这就需要他们应该有很

高的抱负，天降大任于斯人，危难之中方有新生。 天地、人

、神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实现国土生

态安全和人地关系的和谐、实现民族的认同与自我、让当代

人精神更丰满、充实，最终都由景观设计师落实在景观这一

物质界面上。 俞孔坚简介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北京土人

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首席设计师 曾在哈佛大学，美

国SWA景观与城市设计集团从事景观与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

多年。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土

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持和参与了百余项较大的国际国

内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项目，多次获得国内外设计大奖，包

括：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1，2005)，3项美国景观设计师

协会设计荣誉奖和规划荣誉奖(ASLA Design Honor Award，

2002,2005)，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3)，英国\"ar d\"推

荐奖(2004,ar d commended)，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

奖(2004)。主要完成的项目有广东中山岐江公园、沈阳建筑大

学校园景观、\"反规划\"之台州案例、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都

江堰水文化广场、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浙江台州永宁公园

、河南正弘别墅区、北京塞那维拉别墅区等。 俞孔坚倡“天

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坚持走设计实践与研究相结合

的道路，在主持设计项目的同时，领导\"土人景观\"和北京大

学研究群体，开展前沿理论与方法研究，在国际上提出中国

人的理想景观模式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反规划”途径等



，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60余篇，专著12部，译著6部。主要

著作包括：《“反规划”途径》（2005）；《城市景观之路--

与市长们交流》（2003）；《多解规划》（2003）；《足下

文化与野草之美：产业用地再生设计--中山岐江公园案例》

（2003）；《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2000)；《高

科技园区景观设计》(2000)；《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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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