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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独立施展才华的舞台，也需要一种对建筑项目全过

程管理的能力。开工不久的浦东国际机场扩建工程，正在我

国建筑设计业引起非同一般的轰动。因为，它实现了我国超

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国内建筑设计企业担纲

设计总承包。扩建工程中的第二航站楼，也是我国首个原创

设计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当众人关注的目光聚集而来，承担

设计总承包的现代设计集团有关负责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也要感谢项目业主方上海机场集团，给了一个让国内建

筑设计师独立创意并进行项目管理的舞台。话语虽短，意义

深长。唯“洋”至上的悲哀不知何时起，国内重大公共建筑

中标方案中，已经很难见到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名字。应当承

认，国外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国外设计师在各地“创意”了一

批优秀的建筑项目。以上海为例，从中国古塔中汲取灵感的

金茂大厦，晶莹剔透的上海大剧院，都是国外建筑设计师领

衔，并广受好评的建筑。但劲吹的“洋”风，正引起越来越

多建筑专家的忧心。如今，不少项目业主在新建建筑设计方

案招标中，非“洋”不取；在建筑造型上，优先考虑的不是

实用、经济、美观，而是好不好看，是不是新、奇、特，有

没有“眼球冲击”。于是，中标的国外设计方案，建筑造型

一个比一个大胆、奇特，有的已经到了“怪异”的程度。先

不论建筑建成后是否与周边建筑和谐、用材是否节约，光是

项目实施时的施工方案、结构安全问题，就已引起广泛争议



。在一些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项目中，有些国外设计师由于缺

乏对中国的国情、风土人情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深刻了解，拿

出的方案也并不十分符合当地发展的要求。按照我国有关规

定，国外建筑设计企业并不能单独参与项目投标，必须与国

内设计企业组成联合体，方有投标资格。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外建筑设计企业通常会选择与一些当地比较有实力的企业

进行合作。由于“洋设计”在市场上更为吃香，许多国内完

全有能力独立承担项目设计的企业，也只能和国外建筑企业

联合，以求获得项目。但是，他们在联合体中只能从事设计

咨询、施工图设计及一些辅助工作，属于从属地位。国外设

计师出马的项目，设计费用也通常比由国内设计师单独完成

高。于是，有个别国内设计企业，通过向国外某些设计事务

所上交一定的费用，打着其招牌在国内招揽业务，也扰乱了

整个行业的秩序。大师匮乏的窘境今年已是我国加入世贸组

织的第五个年头。随着市场环境的更为公开、公平、公正，

我国建筑设计企业必将与国外建筑设计企业进行更充分的竞

争。要应对今后的激烈竞争，建筑设计企业更需要的，恐怕

还是内功的历练。从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战经验来看，国内不

少设计企业的技术水平，包括设计图纸的绘制，结构、电气

安装等细部处理等，已经和国外设计企业不相上下，要说最

主要的软肋，还是在设计理念上比国际一流建筑设计企业逊

色，创意能力不够。放眼国际，很多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

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有一个或数个富有创意的大师级设计师

领衔，在重大项目上极具竞争力。反观目前本土建筑设计企

业，尽管人数成百上千，但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凤毛麟

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曾经涌现了诸如江欢成、邢同



和、汪大绥、蔡镇钰等建筑大师，但此后便鲜有新面孔出现

。建筑大师匮乏的原因有多方面。除了建筑师本身的创意不

够，还有建筑设计企业论资排辈严重，年轻人无法快速脱颖

而出；社会舆论对建筑界的新秀关注不够等。包括上海建筑

设计“领头羊”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在内的一批建筑设计

企业，已经深深认识到人才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开

始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比如：现代建筑设

计启动了一项以中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的人才工程，致

力于培养一批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设计精英，去

年还隆重表彰了五名“科技精英”和六名“优秀导师”。但

总体而言，整个建筑设计业界，大师仍旧紧缺。建筑设计是

一个智力密集型行业，对建筑设计企业来说，参与市场竞争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资金、生产设备等要素则是其次

的。近年来，国内建筑设计市场上，小型事务所迅速增加，

它们以灵活的经营机制、专业特色的经营理念迅速在市场上

站稳脚跟，并与原有的大型建筑设计企业展开差异化市场竞

争。可以想见，今后不断寻求本土化的境外建筑设计企业、

传统的大型建筑设计企业和新兴的民营建筑设计事务所，将

展开一场无声的“人才之战”。它们争夺的，不止是大师，

还包括那些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较好演讲展示才能、宏

观项目管理才能的“全才”。专家认为，要适应这场竞争，

对国内设计人员来说，必须进一步提升设计理念，既不能因

循守旧，也不能一味洋化，而是要不断培养融国际先进理念

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一体的设计观念。对于原有的国内设计企

业而言，还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不断求变，以求获得人才、留

住人才。全过程管理是趋势浦东机场扩建工程彻底打破了我



国建筑设计师为外国建筑设计师打工的格局，转为15家国外

建筑设计和咨询公司为中国建筑设计师打工。作为设计总承

包方，现代设计集团所属华东院此番将工程进行了一次全过

程的项目管理不仅承担包括航站楼和道路、景观系统等设施

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等全过程设

计，还将组织国内外33家专业设计、咨询公司，承担进度、

质量、成本、分包等多种项目管理与控制。对工程推行全过

程的项目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也被认为是今后我国工程

项目管理的发展趋势。这种全新的尝试，不仅考验了我国建

筑设计师的设计水平，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我国建筑设计师

对工程项目的全面掌控能力。这无疑是今后与国际设计公司

竞争的重要武器。除此以外，建筑设计企业也一定要形成自

己的设计特色。日前在沪召开的中国工程项目管理服务论坛

上，有关专家指出，建筑设计单位占有设计市场与公司性质

、类型等并无多大必然联系，重要的是要有与众不同的设计

特点。比如，美国最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SOM公司，擅

长于高层和公共建筑，加拿大知名的DGBK公司，特色是绿

色建筑设计，而国内大多数建筑设计企业没有自己的设计特

色，大都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因此，建筑设计企业要在市场

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体制机制改革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

设计特色和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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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