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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双年展做了一次在线调查：目前国内的建筑设计观念很

多来自于国外，您如何看待这种“土洋共存，中西合璧\"的

格局？调查结果显示,持赞同但不要只空讲概念、应因地制宜

的观点的人,占所有参加调查者的71.3％，持完全不赞同观点

的占近15％。而业内资深人士普遍认为，“洋设计”目前的

拿来主义与人们期待的因地制宜相去甚远，本土设计甚至陷

入了“洋设计”包围的泥潭。 建筑垃圾大量出现的原因 中西

建筑“牵手\"原本是件好事，可是对“洋设计”的盲从使现

在的建筑说土不土、说洋不洋，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大批建筑垃圾充斥着市场，这样的现状让业内人士不无担

忧。 市场上的很多设计根本不切合实际，也根本不考虑不同

建筑的风格是否与当地文化相协调，更不去在意功能、技术

能否达到相当的水平，只是对国外建筑简单地抄袭。这样一

来,产生了造型单调、功能不合理、耗能太大的垃圾建筑，“

这种现象在小城镇尤其突出，我曾经出差去过很多城市进行

考察，发现那里的建筑90％以上都是垃圾建筑，是一些不入

流的设计师抄袭\洋设计\的\杰作\，看了让人心寒，”国内资

深设计师马先生摇摇头说，如果对“洋设计”进行合理借鉴

、取长补短，国内的建筑市场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

洋设计”往往被开发商们利用成为商业宣传的噱头。 对此，

马先生颇感无奈，目前的建筑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如何寻找

新的亮点、抓住人们的眼球,让开发商们伤透了脑筋。此时,“



洋设计”满足了他们标新立异的需求，“洋设计”还一度成

为建筑品质和项目实力的代名词，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解

释说，一个所谓的“洋建筑\"是这样建成的：一个国外建筑

师的创意、国内青年设计师的施工设计图和劣质的建材,再加

上农民工的施工，这样的一个建筑体系如何能建造出高质量

的建筑?“洋设计”的介入并没有使建筑的质量有任何改变。 

一位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得意地炫耀说，他们公司1年开发的住

宅项目相当于英国一个国家1年的建筑总量。从他的话中,一

方面可看出国内的建筑走入了保量不保质的误区，开发商的

建筑理念直接影响着建筑的质量水平，这也是产生建筑垃圾

的直接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出中国具有很大的

市场潜力，这也引得很多国外设计师希望在此分得一杯羹。 

本土设计越来越廉价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摆在了国内设计

师眼前，“外来和尚\"用创意轻松拿走国内设计师9倍的设计

费，本土设计师在洋设计师的嚣张气焰中显得越来越廉价，

这让国内设计师越来越感到底气不足。 “中国设计师的整体

水平与外国同行相比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建筑专家魏老师说，从对建筑师的培养、建筑教育体制

、教育者本身的素质来看,就与国外存在差距，有的国内设计

师甚至不懂建筑物理学。此外，国内设计师在设计条件上与

外国同行也有着很大差距，外国设计师有着充足的设计费、

宽裕的设计时间、高技术的施工工人、高质量的建筑材料。

在这种天然的差距下，如果国内设计师再不能取得设计的机

会，被“洋设计”垄断的局面对国内建筑业的成长是很不利

的。 在与中外设计师频繁的交流中,有部分国内设计师的水平

甚至超过了国际顶级设计师。马设计师说:“我本人就是在与



几位著名设计大师的较量中取胜的，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我曾经组织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师合作成立了一家建筑

设计公司，可是在很多大项目的竞标中,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竞

争。在国内有这样一个不合理现象：如果不是很有名气的设

计团体，或者是打着清华设计的牌子，普通设计师很难有参

于大项目的机会。“很多大型项目依然很难有资格参加，即

使设计出比洋设计师好几倍的作品依然会被\枪毙\。类似经

历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我们的自信心，让人感到很愤懑却又

很无奈，最近我已经不再参加项目投标了。因为我知道,无论

国内设计师怎样努力，在洋设计师面前总是低人一等。” 对

此，北京名智工程顾问公司宋经理有着不同的看法:“其实，

中国加入WTO以后，与境外设计师越来越频繁的合作原本是

件有进步意义的好事。从一定程度上讲，洋设计师把国外先

进的设计理念引进了中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早在设计

建造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设计师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因

为国内从来没有做过饭店的设计，当时北京设计院还要派一

批设计师专门到美国学习设计经验。而另一方面，国内设计

师也可以在外国同行的竞争与较量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 谁是“洋设计”泛滥的受害者 像宋经理所说的那样，消费

者缺少的是一种参与评价意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

并不认为洋设计师的介入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记者采访时发

现，持类似态度的人占绝大多数，几乎没有人去花时间把洋

设计师的房子和本土设计师的房子做认真详细的比较。也就

是说,人们一般不知道洋设计师与本土设计师有什么明显区别

，实际上洋设计师的住宅也没有比普通住宅卖得好。 据宋经

理介绍，洋设计师与本土设计师设计的大型建筑也许会在造



型上有明显不同，而在居民楼的设计上差别则很细微。 宋经

理认为,虽然两者区别不大，但是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却

是巨大的。首先,在大型建筑上，反常规、不协调的“洋设计

”会影响人的视觉美感。比如长安街上的交通部大楼和旁边

的全国妇联大楼，一个深色、一个浅色，一个楼体还突出一

部分，看了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是非常不协调的“黑白配\"

，这种情况在北京比比皆是。而居民楼的设计对消费者的影

响就更直接了，设计稍有不合适损害的就是业主本身了，他

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北京西四环边有一处住宅小区

，当时请了在国际建筑行业比较活跃的日本设计师来做设计

，可以说他的设计很前卫、很漂亮，可是完全不适合北京的

环境和人们的居住习惯，引起了业主的普遍不满。原来,为了

保证房间的透光性，他设计的所有阳台全都不能封闭，在朝

北的楼梯间上的百叶窗也没有玻璃。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

果,他还在地面和墙上开了很多小洞。这样问题就来了，北方

的城市风沙很大、天气很冷，本来就需要住房有很好的保暖

性和封闭性，但由于百叶窗上没有玻璃,露天的阳台和墙上无

数的小洞让业主们感到像是住在一个到处透风的风窟里，实

在是不舒服。 ■链 接 培养公众参与建筑评价的意识 看看新

设计的央视新大楼等建筑，会使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些反常

规、反科学的在国外无法实现的怪异设计拿到中国却能登上

建筑舞台。 北京名智工程顾问公司的宋经理给记者举了这样

一个例子，最近惹争议的中央电视台新楼的设计，楼体上头

大下头小，违反了边端效应。这样一来,大楼的承风力会大大

减弱，如果遇到大风就会摇摇晃晃，危险系数增加。为了加

强安全保障，建筑造价增加了一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



的巨大浪费。像这样耗财、费力的“洋设计”在市场上不在

少数。他还透露说,其实，除了少数大型的建筑、资金雄厚的

项目能请来真正的洋设计师外，普通的住宅小区和公共建筑

没有这个实力。中国巨大的建筑市场和开发商们这种来者不

拒的态度吸引了大批国外设计师的到来，很多在国外很难生

存的不入流设计师在中国却享受到了专家级待遇。一时间,“

洋设计\"满天飞，假冒洋设计也趁机浑水摸鱼。 很多人奇怪

，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中国工商银行的大楼，为何国外设计

师屡屡以“怪异\"的设计方案中标北京的重点工程项目？ 这

是一种“崇洋\"和虚荣的心理在作祟。宋经理分析说，很多

业主自降身价,在设计招标的时候，对国内外两个水平相当的

设计，往往会选择后者，他们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对本土的设计完全不信任，或者仅仅是觉得外来的东西新鲜

、听起来气派。 其次是建筑市场不规范，行政干预建筑市场

的行为也对“洋设计”的“兴风作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他透露说，虽然建筑市场有明确的原则，可是一种潜规

则却在实际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洋设计”一般都有着雄厚

的资金后盾，在工程招标中稳操胜券。 其三是目前的建筑市

场规范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发展。比如，在设

计规则中是不鼓励设计做地下车库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地下车库已经成为建筑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规定中还要求设计必须要有绿色草坪，这时矛

盾就出来了，由于地下车库的高度问题，车库上方的地表厚

度只有30公分，而草坪需要1.5米到2米以上的地表厚度，根本

无法保证草坪的生存，花很多钱铺的草坪在很短时间内就枯

死了，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宋经理最后强调，其实最主



要的还是国内建筑市场缺少公众对建筑评价的参与意识。目

前,国内的建筑市场还处于“堆积木\"阶段，对外来设计没有

很强的辨别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培养公众参与建筑评价

的意识,是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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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