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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9F_8E_E5_c57_614630.htm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

设如火如荼，建筑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繁荣的

背后，也暗藏着巨大的建筑浪费，存在着高能耗、低效率。

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遏制和解决建筑浪费。 住宅消费华而

不实 现象一：大户型盛行，小户型难觅 近些年，住宅建筑面

积越做越大，15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甚至成为住宅消费的主流

。北京的“冠城1号”楼盘，最小210平方米，最大800平方米

，平均户型面积300多平方米。 大户型盛行的同时，很多的年

轻人却为找不到合适的住房而发愁。从山东来上海工作的小

曹与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想在浦东中档地段买一

套80平方米左右的小两房住宅，可看了十几个楼盘都没有找

到合适的。“有的小区我非常满意，可是没有小户型；有小

户型的社区又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精装修的小户型楼盘

又不太适合自己住。现在买小户型的房子可挑选的余地太小

了！”小曹非常无奈。 专家点评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郑光复

：一套大户型高档住宅的利润抵得上三四套普通住宅，因此

更受开发商的青睐。但住宅建设还是应首先满足人们舒适的

居住需求，多建一些经济适用住房。对脱离国情、脱离实际

的奢侈性、炫耀性住宅消费倾向，应予以及时地引导和纠正

。大力发展100平方米以内的中小户型住宅，既可节省用地、

节约配套设施，又可以增加住宅套数，缓解住房紧张矛盾。 

现象二：住宅装修不惜重金 从开发商到业主，从小区设计到

室内装修，对住宅装修的投入逐年上升。广州、上海、北京



的房地产市场先后刮起“欧陆风”，开发商不惜重金在住宅

外部做繁琐的欧式装饰。其实，欧式建筑并不利于现代化施

工，造价也比普通设计高出很多。 环境景观也往往重装饰轻

实用，用高档玻璃代替墙壁，地面过多运用进口磨光石料，

用高价打造所谓的“美观”。一些小区搞“大水景”、“大

绿地”、“大广场”建设，浪费了大量土地，必要的自行车

停车库和休闲活动场所却越来越小。 室内装修的浪费同样严

重。据上海家庭装修协会介绍，绝大多数业主买房后都要进

行二次装修，建筑材料浪费严重。目前，上海每年的装修户

超过20万户，如果每家浪费装修材料500元，一年的金额就会

超过1亿元。 专家点评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常青教授：住宅

外观设计应倡导朴实美、自然美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住宅

装修中的“视觉消费”应该尽量减少，豪华装修如果是为了

炫耀，不惜重金搞得富丽堂皇则完全没必要，也不利于健康

。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住宅能耗是世界上同类气候条件住

宅的3倍左右，钢材消耗高出10%25%，卫生洁具耗水高30%，

污水处理后的回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4。大面积高档住宅

的耗费比经济实用住房平均每平方米高出50%。目前，既

有95%以上属于高能耗建筑，只有10%左右的新建筑实施了建

筑节能标准。 公共建筑投资超标 现象三：设计不当 目前，很

多城市建筑都热衷于大面积使用玻璃材料，建成后一年四季

用空调调节室温，耗费十分严重，而且不利于安全。许多城

市公共建筑如广场、飞机场、体育场、影剧院等由于建设前

缺乏规划，没有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流规模，使用率不

高，有的甚至出现闲置。 大型公共建筑由于设计不当造成的

浪费是惊人的。近几年，很多地方建设“标志性建筑”成风



，一些只出现在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的“怪建筑”，在我

国城市中却一再兴建。 专家点评郑光复教授：某些标志性建

筑脱离了实用、经济、安全、美观等基本原则，盲目地追求

新奇的形状，违反科学规律、经济法则，浪费巨大。 建筑外

观形式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建筑是百年大计，应该质量为

本。另外，各个城市在建设公共建筑之前，一定要进行充分

论证，根据地方实际进行规划，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把

钱花在刀刃上。 现象四：缺乏评审 在国外，建筑师对建筑设

计和建设过程有最大的发言权。目前在我国，大型公共建筑

从最初的决策到建筑的形式、风格，直到建筑材料的采集，

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开发商和地方领导起主导作用。有关专家

坦言，把建筑雕塑化，追求新奇、洋气、豪华的感觉，已经

成为一种地方风气，建筑设计师往往无能为力。 专家点评郑

光复教授：发达国家避免建筑浪费的主要途径是严格的评审

制度。西方国家投资公共建筑，审计严格，责任明确，透明

公开，关于工程的一切信息都要在公共媒体上公布，如果追

加投资则要向议会报告。悉尼歌剧院最后的建筑费用超出预

算十几倍，导致了好几个市长下台，而我国目前还缺少公共

建筑的评审体系。我们国家的建筑方案也应该实行“阳光评

审”，由政府出资的大型建筑尤其要体现社会责任感，加强

重大工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加强人大、人民群众和新闻媒

体对重大工程项目的监督，同时，建筑专家评审组也应该被

赋予更高的地位，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城市改造反复拆建 现

象五：“拆完爷爷的，拆爸爸的，然后拆自己的”，总是重

复建设 在我国城市规划界有一句顺口溜：“规划规划，纸上

画画，墙上挂挂，不顶领导一句话。”我国不少城市的城市



改造和基础设施翻新改造毫无节制，建广场、拓马路，城市

建设停留在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中，劳民伤财。华东某大城

市今年城建计划中有近十条城市主干道要完成拓宽或翻修，

而其中好几条马路两年前刚刚改造过，道路两边的建筑，甚

至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又重新被夷为平地。还有一些城市城

建施工秩序混乱，事先各个部门缺乏统筹规划，“拉链马路

”现象突出，影响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 专家点评郑光复教

授：欧洲住宅平均寿命约80年，我国规定普通建筑结构设计

使用年限为50年，而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的大量建筑使用

了还不到30年，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而且产

生大量垃圾和多种污染。对城市来讲，规划的失误是最大的

失误，规划造成的浪费也是最大的浪费。地方领导要有长远

的规划眼光，城市建设规划不是“拍脑袋”，建设决策要有

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城市格局。 现象六：丢失城市历史 

建筑是城市历史最好的见证。反复拆建不仅拆掉了那些没有

价值的建筑，很多祖先留下来的建筑财富也遭到破坏，甚至

一些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都在城市改造中消失了，城市的历

史也随之丢失。 专家点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临安教授：城

市里的旧城老街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资源，有些没有

受到很好保护，在大拆大建中消逝了，非常可惜。建筑风格

、街道风格、城市风格，都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

年的时间慢慢积淀下来的，现在仅在几年间便被千篇一律的

马路、广场、商厦、住宅等建筑所代替，这是城市发展的悲

哀。 城市改造不是重建城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必须予以保

留。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城市历史的延续问题，很

多建筑可以改建，没有必要完全推倒重来，拆下的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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