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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权威数据 北京设计市场外企攻城略地中国一流设计院成为

国外设计机构的‘配合设计院’的说法并不为过，而中外合

资公司也仅是外方出资，中国人赚中国的钱而已，并没有为

中国设计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提供任何的作用。”这是北京市

勘察设计管理处近期公布发表的一份境外公司在北京市场的

情况报告中的关键词。报告指出，回顾北京市评出的“90年

代十大建筑”，中外合作设计只有4项。但是，进入2000年以

后，从中关村西区、金融街、CBD，以及长安街等重要地区

、重大项目的建筑设计，绝大多数方案都是国外设计机构参

与。奥运项目的建筑设计目前已经确定方案的也只有北京射

击场由清华大学独自承担，其余项目均被国外设计机构承接

，或部分参与。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

办公楼、北京机场新航站楼、奥运主体育场等，投资巨大且

设计方案争议也颇多，从而倍受关注。报告对北京市建筑设

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和建研建筑设计研究院4家最大的民用建筑设计院作了一个统

计。1995年以来与这些院合作过的国外及港、澳、台设计机

构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58家设计机构、82个项目。而这些

项目基本上是大型公共建筑、大型或高档公寓住宅，在这些

设计院的重要设计任务中占很大比例。中国的一流设计院成

为国外设计机构的“配合设计院”的说法并不为过。报告指

出，进入北京市设计市场的有安德鲁、赫尔佐格、库洛斯、



诺曼福斯特等国际知名设计师，有美国SOM和HOK、德

国GMP、法国的EDDS、日本的矶崎新和黑川、香港的巴马

丹拿和王董等一批在国际上信誉较好的设计公司。还有一大

批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基本上使用国内技术力量的，如澳大利

亚柏涛、德国威斯平、美国EDSA和国际五合等。有的单位已

经接近百人的规模，非常活跃。有的代表国外设计机构与国

内设计单位合作。有的则找国内设计单位买图签。因此，尽

管市场上活跃着这么多的国际公司，但从北京市规划委申报

设计的记录上几乎见不到几个国外的设计单位。国外建筑设

计机构的大量进入，的确为北京市带来大量造型新颖、技术

先进的建筑。同样，国外建筑师的敬业精神，先进的设计理

念、设计项目管理的经验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国外设计公

司还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体现在设备选形、方案优化、资

源利用等诸多方面，对我国建筑师提高水平已经起到了促进

作用。中国的建筑师也在激烈的竞争中，锻炼了自己，整体

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业内普遍的认识是，本土建筑师在方

案能力上已经可以与国外的建筑师抗衡，而且在文化上还具

有明显的优势。报告还分析，在北京市勘察设计管理部门注

册登记的有35家中外合资企业，市属合资企业15家，中央在

京直属设计单位与外国设计机构合资企业20家。合资企业中

，香港地区的14家，新加坡、美国各4家,台湾、日本各3家，

加拿大2家，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德国、法国等12家， 

其中有2家合资企业是三方合资。这些单位除了在外方设计人

员不能达到“114号令”的要求以外，在运作与发展中也存在

不少问题。大多数单位承接的工程设计基本上是国内项目，

在京注册的合资企业，仅有4家在境外承揽过工程设计任务,



最好的一家合资企业境外年收入仅170万元人民币；绝大部分

合资单位基本无外方技术人员，有的是原中方单位的对外经

营处，承接一项工程实际上就是进行一项合作设计，并不是

一个设计实体。可以说这些合资单位的设计人员基本上是中

方人力的投入，是境外设计机构的驻国内的办事处或项目经

理部，占股分红，形成国外设计单位使用资金利用我国的设

计市场和技术人员赚钱，与成立合营设计单位的初衷相违背

，成为外企占领中国市场的另一种有效手法。（本报记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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