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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A_E6_B6_8C_E5_c57_614853.htm 记得2002年，我国加

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年，本报设计专刊在对我国勘察设计行

业进行年终回顾时用了“门户洞开市场闹，新风劲吹改制忙

”这样一个词。如今入世三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是勘察设

计行业的两大热点，只不过这两大热点已开始显得有点不平

衡。建设市场在进一步地热闹，而企业改制步伐随着步入攻

坚阶段正在有所减缓。因为一大批中小设计企业“事改企”

后又同步或稍后比较容易地进行了“国退民进”的体制改革

。但随着人们对深层次改革的不断认识，行业中剩下的大中

设计企业改革愈发慎重，难度也在加大。 回眸2004年我国的

建筑设计界，设计单位企业制度的改革、WTO环境下的市场

管理、以施工图审查制为手段的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等依然是

市场运行和行业管理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行业管理明确了

外企在我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暂行规定；衍生出

了诸如以设计为龙头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探讨；推出以院士、

大师等名人挂衔的设计公司；业界对央视新楼、“鸟巢”等

建筑的设计、造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同时也掀起了

对我国建筑市场是外国建筑师“梦工厂”的进一步反思。 企

业改制，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企业改制是近几年热门的话题

。为什么要进行企业改制？说到底，是为了要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能在越发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能“活”得更好。而

改革企业的产权制度“国退民进”似乎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

有效手段。 确实，在我国的建筑设计行业，自建设部10年前



批准设立16家民营设计事务所以来，全国民营设计企业已有

近300家设计院纷纷“国退民进”。今年7月，中国勘察设计

协会民营分会在济南成立，标志着我国建筑设计行业民营设

计企业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企业改革的方式方法不断有新的认识

，特别是一批地方大、中院的改革越发慎重。目前不少地方

设计院的改革已从内部走向社会，产权制度的改革已不是企

业内部“私了”的事，而是要公开拍卖。有的地方要求将设

计院的无形资产也作价一同竞拍，当然企业如自己参与竞拍

会有一定的优惠，但这在一定层面上放缓了这些企业改制的

步伐。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也正向着更规

范、更公开的方向发展。 此外，为了使建筑设计市场的企业

发展更有层次化，建设部放开了设计企业的市场准入，大力

发展专业设计事务所。为鼓励把建筑设计做精、做专、做强

，放开了建筑工程建筑、结构、机电专业等设计事务所的名

额限制。这些新成立的专业事务所基本上都是民营的性质。

同时，为了应对国外设计事务所的名人效应，我国也推开了

以大师、院士领衔控股的设计公司，而且这些名人在企业中

占了绝对的股份。因此2004年我国建筑设计企业的性质有了

相当大的变化，同时大院的改革也进到了一个攻坚阶段。 市

场环境，明确外企活动标准 我们常常听到我国加入WTO以后

业界有5年的过渡期。原本业界还想在这期间调整好自己的状

态迎接挑战，但是谁料外企已在享受“超国民待遇”。尽管

我国颁发了有关法律法规，但面对境外公司的大量涌入，我

国设计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无序状况。2002年印发的《外商

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对境外设计企业有了一



定的规范。但事实上目前外国企业通过方案设计名义，实际

独立从事初步设计甚至施工图设计的现状并不鲜见。 为进一

步规范在我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外企的管理，建设

部今年年6月10正式施行《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管理暂行规定》。按《规定》，

外企必须与中方合作设计中国境内的建设项目，保密工程、

抢险救灾工程和我国未承诺对外开放的其他工程，禁止外国

企业参与设计。根据《规定》，外企承担我国境内建设工程

设计，必须选择至少一家有相应建设工程设计资质的中方设

计企业进行中外合作设计。同时明确，合作设计项目的工程

设计合同，应当由合作设计的中方设计企业或者中外双方设

计企业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设计合同应为中文文本。

外国设计企业在中国境内承接建设工程设计，必须符合中国

政府颁布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定的

要求。 上述《规定》会让人联想，从此中外设计企业可以同

等享受“国民待遇”了。此外《规定》还要求，“外国设计

企业在中国境内承接建设工程设计收取设计费用，应参照执

行中国的设计收费标准”。但是在市场环境中如何体现优质

优价，以及开发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目前

国内设计单位还有不少实施“低价竞争”的策略，一旦要求

外企参照我国现行的设计收费标准，我们的这些设计企业优

势何在？但不管怎么说，这项《规定》地推出，还是被业内

认为是中外双方企业在同一“国民待遇”市场环境下公平竞

争的有效措施。 施工图审查，抓质量的有效手段 今年上半年

业界还在观望，7月1日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会不会影响到

我国工程建设领域施工图审查制的推行？事实上，建设部制



订并于8月23日开始施行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让人打消了这种疑虑。这一

《办法》明确“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制度”。 施工

图审查制度在4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

也存在着制度不完善和操作不规范的问题。这次颁发的《办

法》，对于进一步推动审查工作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明确了审查管理方式。施工图不再由政府进行审查，

而明确为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书作

为政府颁发施工许可证的条件之一。第二，明确了政府监管

的内容和分工。政府监管的重点是针对审查机构，而不再直

接针对勘察设计企业。第三，明确了审查机构的地位、性质

与责任。这一方面对审查机构的性质、设立条件、审查责任

等进行了明确。第四，明确了审查内容和程序。部令规定审

查的内容限定在以强制性条文为主的技术性审查范围，同时

在审查方式和程序也进一步作了规定，明确了由业主自主选

择审查机构。 虽然《办法》对于施工图审查机构是一个利好

消息，但是这些审图机构如何走市场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

去解决。比如收费问题、跨地区审图、审图人员兼职，以及

如何看待“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法，审图机构如何去操作

？都有待实践去检验。 工程总包，建筑设计企业并不强势 本

报和美国著名的ENR杂志联合在国内首评设计60强，但是在

建筑设计企业中实行工程总承包的却鲜有动作。建设部在去

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也有要求在勘察、设计企业中

推行工程总承包。如具有勘察、设计资质或施工总承包资质

的企业都可以在企业等级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总承包业务。总

之，无论是工程总承包，还是工程项目管理均不设单独的资



质，只要具有勘察、设计资质、或者施工资质、或者监理资

质，都可以在这个资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工程总承包或工程

项目管理业务，政府不再设门槛。但实际上建筑设计企业在

什事业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方面并不积极。 在调查中了

解到，建筑设计企业实际碰到的问题还很多。其中一部分是

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招投标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目前没

有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的招投标管理办法，只有设计

和施工的招投标办法，所以只好将工程分别进行设计、施工

招标。虽然市场环境、政策配套还有种种制约因素，但时间

需设计企业自己并不想往这上面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涉及到施工总承包对于项目管理、资金运作、人力资源等，

建筑设计企业并不占优。而我国的一些如水电、化工等专业

勘察设计企业却已早就具备了总承包的优势。 话语权争夺，

中国建筑界开始发出声音 2004年，我国的一些建筑师开始了

“话语权”的争夺。对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一批“地标”建筑

提出了尖锐的学术探讨和批评。从国家大剧院到央视新楼，

从“水立方”到“鸟巢”的一批奥运建筑，都从技术层面、

经济法则等方面进行了呼吁。中国建筑界的声音正在强大。 

南京东南大学的郑光复教授对央视新楼的建筑结构在媒体公

开进行了质疑，并运用经济法则阐述了此楼的弊端。由于中

国建筑界一大批一流专家学者都发出了强大的声音，因此国

家大剧院、“鸟巢”等一批建筑都有了“瘦身”的经历。 在

盛大的第六届中国住交会的论坛上，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

长、建筑设计大师胡绍学教授说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据

前两年统计，高端市场90％的项目都给国外设计师拿走了。

现在不光是高端市场，中端的市场也开始被进入。这就带来



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中国建筑师没有“话语权”。他不回

避同洋建筑师的“话语权”争夺。他认为“话语权”本身就

是一个主动权。他认为央视新楼的方案中标，说实在，那个

方案如果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没戏。如果这个方案是在美

国、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市场上也根本中不了标，为什么单

独在中国能拿到这个标呢，就是因为我国的建筑语境有问题

。贯穿的思想，就是建筑以形式为主。 纵观2004年的建筑市

场，我国建筑界的思维异常活跃，不迷信、不崇洋，开始发

出了自己强大的声音，也为“话语权”的争夺打下了一个扎

实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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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