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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建设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专

家指出，对拥有如此庞大建设量的建筑领域，其存在的问题

更加不能忽视。建筑行业耗资巨大，而建筑产品和建设工程

一旦建成，会作为城市景观甚至历史的一部分长久存在并发

生影响，建筑领域的问题解决不好会让整个社会支付代价。

在第八次全国“建筑与文化”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目前建

设领域存在的弊病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设计招标沾上

“外”字就占先机 不少建筑专家指出，现在许多大工程和建

筑项目都爱搞国际招标。国际招标完全可以，但现在不少领

导者和评委在选择方案时，不顾国家的现有实力和经济水平

，不是考虑建筑的当地特色、有效的使用功能、合理的造价

、建成后的运行成本等，而是出于虚荣和面子光鲜，甚至还

为了私下的幕后交易，把许多大工程都包给了外国人。北京

、上海和其他地方最重大的建筑设计项目，几乎都被外国人

囊括一空。 招标中的中外不公平还表现在，外国设计师的设

计费用常常是中国设计师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对国内的设

计单位，不仅费用压得很低，而且还常常不兑付，连在招标

中支付标底费也是中外不同对待。国外设计师报出的设计费

都是天价。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竟然得了总造价

的11%，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

不能超过总造价3%至4%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

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北京



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一个意念、草图就轻易赚得几亿元。 

不仅是设计费用，更要害的还是这些中标的洋建筑的建造费

用往往昂贵得惊人。国家大剧院造价30亿元，目前尚缺少2亿

多元资金。还没有建完，业主方现在已在担心投入使用后，

每年7000万元的开支如何填满。如果是企业性经营，高票价

是必然趋势，一张票一两千元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之初衷相悖；而要人人都消费得起，国家每年就要进行大

量财政补贴。不少专家批评说，安德鲁在中国的所有设计项

目，从来不以省钱实用为出发点，整个国家为外国建筑师艺

术喜好“买单”。 奥运会体育场“鸟巢”最初设计总投资也

是30多亿元人民币，奥运会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造价也

十分高昂，一个电视台的大楼投资甚至高达80亿至100亿。而

北京的示范效应又立即被各地仿效，为追求什么“一滴水”

、“一块冰”等虚无缥缈的所谓主题效果。广东省的博物馆

搞成“百宝箱”、广州体育馆搞成“三片叶子”。这些外国

大师们设计的玻璃体的奢侈建筑不仅造价昂贵，而且由于其

透光性和保温差而在使用中费用也高得惊人。库哈斯设计的

广州体育馆开馆使用时耗电巨高，场馆承受不起，常常不敢

开放使用。 承受如此昂贵设计费用、建造费用、运行费用的

中国，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专家质疑：难道我们不该选

择更节能环保、更有中国特色、费用更适当、使用面积更合

理的建筑吗？官员们那种“挥金如土，但求风光”的派头，

是应该的吗？能够实现同样功能的电视大楼10多亿资金就可

以完成，为什么要花80亿元？记者最近对一个研制芯片装备

制造的高科技企业采访，他们研制的设备关乎国家科技前景

，而他们正为2亿元的研究经费而发愁，对比之下深感痛心。



几位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专家指出，国外的建筑师的设计水

准和职业操守也有好差之分。我们是要学习和采纳国外建筑

技术(艺术)优良的部分，但这不意味着“是洋必佳”，而应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待中外建筑师的设计。 浮躁之风扼杀建

筑师创新能力 中国不是没有好的建筑师和有才华的设计人员

，但却缺乏可以沉下来思索和创新的环境。官员们忙着出“

政绩工程”，老板们忙着赶工期，设计师们忙着草草设计图

纸。众多人都忙着赚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精心地积累、

设计和思考。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欧美日等国的建筑师

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而国内往往要在几个月内赶出来。仓促

的氛围，理论认识的混乱，使许多建筑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

性、盲目性、摹仿性，甚至根本就是抄袭。建筑师们没有时

间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创新的建筑思想或流派、

风格，缺乏自己的思想、理念，常常满足于抄袭、照搬国外

的各种主义、潮流，或跟风跟时尚。由于内在的文化自卑和

自谦，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失落了自

身的理论根基。加上社会上的崇洋媚外之风，对外国设计师

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设计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剥

夺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的创造机会，更加剧了中国建筑师随波

逐流的心态。畸形的建筑市场时时拷问中国建筑师的敬业精

神和良心。一些建筑师常是业主要什么就画什么，惟独缺乏

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创造。专家们指出，要提高中国的建筑

水平，不仅要提高管理层、业主的水平，同时建筑师也应对

自己的操守和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建筑设计实施缺乏配套

环节 “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你图多我比你图更多。”当前

建筑设计行业的竞争状况之激烈，可谓各用其招。“但是一



个设计单位的服务好不好，只有在过程中才知道！”由于目

前最大的市场仍然是民用建筑尤其是居民住宅类，而住宅的

设计难度和技术要求与公共建筑比要低，由于其规模大、项

目数量多，在设计取费上比公建项目更有利可图。不少设计

单位在与甲方接触之初，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出方案、讲创

意、画效果图；然而一旦签约之后，主创设计师便把眼光放

到了新的目标上，进入生产线程序后，实施时的服务质量就

很难得到保证。 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采取低价竞争

策略，势必利润摊薄，不可能花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真正

的产品落实过程中，因而无法设计创作出精品。而设计创意

的庸俗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取费的难度，无法获得智力劳动

应有的回报。一些为数不多的设计精英们不是集中精力创造

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智慧放在谈判场上，力争获取更多更

大的定单。为了在恶劣的建筑市场角逐中生存，国内建筑精

英们过多的把精力放在市场开发上，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设计

行业的悲哀！ 建筑方案评审制度亟待改进 建筑方案评选的质

量高不高，直接决定了中国不断产生的建筑是好还是劣，而

目前在建筑方案评审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建筑方案评审

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不合理，造成方案评审质量无保证。发达

国家方案评审组的组成人员范围广泛，往往专家组里有政府

官员、建筑师、工程师、历史学家、法律人士，还有管规划

的、艺术的、环境的人士，而且是“一票否决权”，任何一

方面不通过都不行。这就保证了方案在通过时不会遗漏和忽

略任何重要的方面。而我国评审组的成员大多是搞建筑设计

的本行人，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较少，使建筑设计只放在

一个小天平上称分量，考虑的范围狭窄。另一个不正常的现



象是，许多不是专家的本地官员也挤进专家评审组，甚至占

到一半，而这往往造成评审质量的偏差。 评审过程也有不合

理处。有些大的项目工程量很大，几个方案要看下来往往应

需较长时间，但许多评审组给评委们看方案的时间很短，根

本没有时间仔细研读方案，难以做出科学的评审。对此，一

位北京非参加评审方案的建筑专家建议，评审大的建筑项目

和小的建筑项目应有所不同，但现在的评审方法和步骤却是

一样的，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对大的建筑项目，最好分成两

步走，第一轮先是定性设计的评选，第二轮再按细定的原则

评审。这样可避免把过多的时间平均浪费在淘汰的方案上。 

来自台湾的一位建筑师谈到“阳光评审”时说，在台湾任何

一个重要的公共工程，所有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全部公开，

所有的方案、评委名单、评审意见、投标过程，都在建筑专

业杂志上登出，在专门的网页上公布，甚至一个大的工程案

子还出专集。在相对透明的环境下，参评的人会更负责任，

更加检点自己的行为，更加注重评审意见的水准和公正性。

许多建筑师都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国内建设领域借鉴。 中国急

需“建筑文化的启蒙” 许多学者及专家指出，中国急需一个

“建筑文化的启蒙”，现在太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大众，尤

其是领导对建筑的欣赏水平。无论是哪级领导(尤其是管城建

的领导需要补课)，还是众多开发商、业主，还包括社会大众

，都需要对城市建设、对建筑文化、建筑的创作规律有所了

解，建立基本的、正确的概念。对此，在各种媒体上介绍有

关建筑的知识，对许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和引起争

论，都是十分必要的。 有的专家还建议，在请专家给中央领

导讲课的内容中，加入建筑学和城市建设这一课很有必要，



这样可以对各级领导深化对建筑问题的了解起到很好的示范

作用。中国的建设量如此之大，领导的权力和作用又很大，

他们对建筑文化有所了解确实非常必要。 同时，建筑家及专

家们呼吁，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领导层以及中

国的建筑师们应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应人云亦云，要注重挖

掘本民族的文化根源，正本求源，鼓励国内建筑师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建筑精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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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