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 6月 

第 l2卷 第2期 
高等建筑教育 

Joumal 0f Aw．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r~tutiom 0fI-Iigl~r IeaIIljflg 

Jun．，2003 

v01．12 No．2 

用先进文化擎托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王庆春 

(大连民族学院 城市与房地产研究所，辽宁 大连 l1660o) 

[摘 要】 建筑业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专家学者各有论述，本文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用先进文化擎 

托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用先进文化营造现代建筑理念，用先进文化构筑建筑文化体系，用先进文化促进建筑业创新在新时期 、新形 

势、新经济环境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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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可 持续发展作 为 2l世纪人 类社会发展 的主题 ， 

得到世界各 国的高 度重 视 ，建 筑业作 为 一个 国家 国 

民经济 的支柱 产业 ，其 可 持续 发展 问题 既关 系到 整 

个 国 民经济体 系 的可持 续发 展 ，也 关 系到一 个 民族 

生死 存亡 的大问题 。建筑业 如何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 

路 ，专 家学者各 有论述 ，本 文认为用先进 文化 擎托建 

筑业可持续 发展是新 时期 、新形 势 、新经济 环境下的 

最 佳选择 。 

二、先进文化是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持 

著 名建 筑学 家戴 念慈 曾提 出 ：建 筑是 反 映今 日 

文化成果 ，创造 明 日较好环境 的哲 学 、科 学与艺术 的 

结 晶 。建筑 业作为从 事建筑活动 的国民经济重要产 

业 部 门 ，可持续 发展 的智力支持就是 先进文化 。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建筑 法>指 出 ：国家扶 持建筑 

业 的发展 ，支持 建筑科学技术研究 ，提高房 屋建筑设 

计水平 ，鼓励节 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提倡采 用先 进技 

术 、先进设备 、先进 工艺 、新 型建 筑 材料 和 现代 管理 

方式 。其根本就是用先进 文化促进建筑业 可持续发 

展 。 

“先 进文化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 内容 ，同 

时也是 全面建设小康 社 会 的重要 智力 因素 ，这 主要 

体现在科技教 育方 面。在人 类 历史 上 ，科 技教 育从 

来都是推动社会前进 的智 力杠杆 。在每一 次 的科学 

技术发 明和推广 ，都导致生产 工具的大变革 、社会生 

产 的大飞跃 ，甚至 整个 社会划 时 代 的前 进。冶金 技 

术 的发 明和应用 ，使铁器取代 了石 器 ，推 动奴隶社会 

进入 了封建社会 。蒸 汽机 的产 生 和使 用 ，造成 了大 

工业 生产取代 了手工业作 坊 的结果 ，使 封 建社会 进 

入 了资本 主义社会 。马克思 曾兴奋地称 蒸汽技术带 

来 了大工业生产 ，是看 不见 的伟 大革 命 家。亘 古 至 

今 ，相延几千年 ，人 类社 会 的发 展变化 是 惊人 的 ，改 

造 自然 的足迹远 至太 空 和海洋 ，小 到 粒 子 、质 子、染 

· [收稿日期]2003．04-15 

[作者简介】王庆春(1965。)，男，吉林人，大连民族学院高级工程师，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从 

事城市与房地产教学研究。 

· 5 · 

http://www.cqvip.com


用先进文化擎托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色体 、基 因 ，应该说 人 自身 的体 力变 化微 乎其微 ，关 

键在 于科技 的作 用 、智 力 的作 用 。特别 是 近现代 以 

来 ，科 技进步突 飞猛进 、日新 月异 ，在 经济 和社会 发 

展 中的作用 日益 突 出 ，已经 成 为创造 奇迹 的第 一生 

产 力 。谁拥有 了科 技发 展 的主动 权 ，谁就 拥有 了综 

合 国力 竞争 的主动权 ，这 已是 不争 的事实 o,,hl因此 ， 

作为 国 民经济重要 组成 部分 的建筑 业而 言 ，先进 文 

化思 想 的渗透 ，高科技成果 的应用 ，是促进建 筑业可 

持续 发展 的关键 之所在 。 

先进文化 ，既有 时代 最前沿 的科学 技术 、艺术成 

就 、理论 思想 ，同时也包含 了几 千年来 民族文化 的精 

髓 。建筑业 的发展讲 究 特色 ，而真 正 的特 色就 是 民 

族文化 ，舶来之 品 、复制 之作 可 能兴 盛一 时 ，但 不 可 

能 兴 盛 一 世 。人 类 的 建 筑 艺 术 就 像 一 部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石 头 ”史 书 ，很 大 程 度 上 反 映 了人 类 社 会 文 明 

史 的 全 部 内涵 。住 宅 建 筑 是 人 类 建 筑 艺 术 的起 源 和 

最 原 始 、最 基 本 的 建 筑 形 式 【2J。 建 筑 业 的可 持 续 发 

展 不仅要解 决能源 、经济等问题 ，更重要 的是要有其 

独特 的 内涵 。 内涵 就 是 它 自身 的 民族 文化 底 蕴 ，没 

有 民族文化底 蕴 的建筑 ，就 会 带来 一个 没有 文化 的 

城市 ，其结果城 市 的生命是短 暂的 ，建筑业 的生命 也 

自然 是 短 暂 的 。毛 泽 东 同 志 曾经 指 出 ：“艺术 的基 本 

原 理 有 其 共 同性 ，但 表 现形 式 要 多 样 化 ，要 有 民族 形 

式 和民族 风格 。”只有 民族 的才 是 长久 的 ，只有 民族 

的才是 有特色 的，也 才 能让世 界真 正认 识 中国。在 

人 类 社 会 进 入 21世 纪 的今 天 ，建 筑 已经 是 一 个 国家  

一 个 民族 的文化特征 、经济水平 、生活： 式 和艺术水 

准 的反 映 ，建 筑 在 任 何 城 市 的 发 展 建 设 中所 占的 比 

重 都 是 最 大 的 。 

三、用先进文化铸造建筑精品是时代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用 先进文化 铸造 建 筑精 品 ，不仅 是建 筑业 可持 

续 发展 的关 键 ，也 是 人 类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必 然 选 

择 。用先进文化 铸 造建 筑精 品 ，是一 项 建立在 城市 

生 态 系 统 、社 会 经 济 生 态 系 统 基 础 上 的 建 筑 生 态 系 

统工程 ，是广义 建筑哲学 、建筑科学与建筑 艺术 的综 

合体现 。用 先进 文化铸 造 建筑 精 品 ，重 要任 务就 是 

建筑业走 生态建 筑 的发 展 道路 ，走 健康 建 筑发展 的 

道路 。 

“生 态 建 设 中 的 “生 态 ”是 人 与 环 境 间 高 效 和 谐 

的生态关 系的简称 ，它既是一种竞争 、共生 和 自生 的 

生存 发 展 机 制 ，又 是 一 种 追 求 时 间 、空 间 、数 量 、结 构 

和秩序持续 与和谐 的系统功 能 ；既是 一 种着 眼于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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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 、健康 、文 明 目标 的高效 开拓过程 ，也是一种整体 、 

协调 、循环 、自生 的进化 适应 能 力 ；既是 保 护生 存环 

境 、保 护生产力 、保 护生命 力支持 系统 的长远战 略举 

措 ，也 是一场 旨在发 展生 产 力 的技术 、体 制 、文化领 

域 的社 会 革命 ，是 一 种走 向可 持 续 发 展 的具 体 行 

动 ”[3 J。建筑 的过 程是资 源 、能源 、技 术 、资金 和劳动 

等的转化过程 ，既是人 类社会理想家 园的创 造者 ，也 

是资源 、能源 的最 大消耗 者 。十几 年 中 国建 筑业 的 

大 发 展 ，已 经 把 本 来 不 富 裕 的 土 地 (耕 地 )资 源 占用 

了 1000万 亩 以 上 。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的 最 大 影 响 因 素 

二 氧 化 碳 ，建 筑 业 排 放 的 总 量 占 30％ 。 因 此 ，建 筑 

业发展走 生态化 道路 已成 为 时代 发展 的必然选 择 。 

具体行 动如下 ： 

第一用先 进 文化指 导生态 化理 念 宣传工 程 ，用 

先 进 文 化 促 进 城 市 规 划 生态 化 工 程 进 程 。 将 生 态 学 

原理应用 于城 市规 划 中 ，赋 予城 市 以生命 活 力 。城 

市生态 系统是一 个 规模 庞大 、结 构 复杂 、功能综 合 、 

因素 众 多 的具 有 高 度 自适 性 和强 大 组 织 能 力 的 生 态 

大 系统 ，城 市 生 态 规 划 是 城 市 生 态 系 统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建 筑 业 发 展 及 建 筑 工 程 建 设 的 根 本 性 限 

制 条 件 。规 划 中注 重 生 态 化 ，使 城 市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 

使 城市建筑具有 民族特 色 ，真 正体 现“建 筑与环境共 

生 ，人 与 自然 和 谐 ”的 城 市 规 划 思 想 。 

第二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促进 生态建筑工程设 

计 ，是促进生态 建筑化 进程 的根 本 。任#I--+ 'N大 

的建 筑 ，都 离 不 开建 筑 师 的 辛 勤 劳 动 ，正 是 他 们 敢 于 

开 拓创 新 ，与 时 俱 进 ，把 生 态 学 、仿 生 学 、植 物 学 、风  

水学等 学科 应用 于建筑 结构设 计 中，使 建筑 在 满足 

人类 使用功能 的同时 ，能够体 现其美 学功能 、生态功 

能 、循环经济功 能 ，通 过 建筑设 计 的 “多 样性 ”，实 现 

建 筑 设 计 的核 心 理 念 ，即 “以人 为 本 ”的基 本 思 想 。 

第 三 ，用 先进 文化促 进建 筑 能源结 构革命 性 创 

新 ，改革传统施工工艺 ，在施工管 理方面走 现代 化创 

新之路 。建筑能源结构革命性创 新 ，就要 在风 能、太 

阳能 、海洋潮汐 能 、地热 能 、核 能等 方面 加大 研究 力 

度 ，使新型 能源 为建筑所用 。建 筑能源结构调 整 ，另 

一 个 重要方面就是墙体改 革 。既包括墙 体(建筑 )结 

构的创新 ，也包 括墙 体材 料 的 变革 。如在结 构 上 推 

广的轻钢结构 、L型大板结构 等 ，在材料 上推 广 的轻 

质高强 陶砾混凝 土板等 。 

第 四 ，数字化建 筑 、智 能化 建筑是最 经济 的生态 

建筑 。世 界 范 围 内对 智 能 化 建 筑 的 需 求 都 是 很 大  

的 ，并 且 建 筑 智 能 化 的水 平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 用 高 科  

技打造建筑物 、居住 区通信 系统 、控 制系 统 、安全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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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服务 系统 ，用 高科 技 打造 自然 光 、气 、湿 、声 环境 

生态 系统 、住 宅室 内空 间变化系统 、健康 与室 内外环 

境检测 系统 ，让科 技 文化 在生 态智 能领 域发 挥更 大 

的作 用 。 

四、用先进文化营造全社会新型建筑理念 

先 进 文 化 它 应 当 是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凝 聚 各 

族 人 民的意志 和力量 ，积极 、健康 、向上 的文化 。建 

筑 作为一个 国家 、一个 民族形象 的集 中体现 ，代 表着 

一 个 时代 科 技 、经 济 、文化 的 发 展 水 平 。应 用 先 进 文 

化 而 形 成 的 建 筑 生 态 文 化 、用 地 文 化 、园林 文 化 、景 

观 文 化 、规 划 文 化 、设 计 文 化 、施 工 文 化 、管 理 文 化 、 

质量文化 、使用 与维 护 文化 等不仅 要代 表 时代水 平 

和方 向 ，也要 体现伟大 的中华 民族精神 。 

先 进 文 化 它 应 当 是 继 承 和发 扬 中 华 民族 一 切 优 

秀文化 传统 ；先进文化它应 当是 博采各 国文化之 长 ， 

吸收 国外 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的文化 。我 国的建筑史 

是社会 历史变迁 的真实 写照 ，我 国的 民族 建筑是 世 

界最伟 大 的艺术 瑰 宝 。在 全 世 界 经济 一 体 化 的今 

天 ，建筑 追求 国际潮 流也是不 可回避 的事实 ，但全世 

界的建筑专家 都有 一个 共识 ，那 就是 建筑 在追 求世 

界认 同的同时不忘其根植 的土地与环境 。清华 大学 

建 筑 学 院 院 长 秦 佑 国 教授 曾指 出 ：“建 筑 学 已经 发展 

成建筑 、城市 和景观三位一体 的广义建筑学 。环境 、 

人 口、资源 、文化等 等方面呼唤一个 可持续发展 的人 

居环境 ”。因此 ，建筑 继承 民族 文化 特色 、继 承特 色 

风情 、吸收世 界更高 的科技含 量 ，是建筑业必须 研究 

和 重 视 的 重 要 问题 。 

五、用先进文化促进建筑业创新 

“创新 是一个 民族 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 国家兴 旺 

发达 的不竭动 力 ，也是 一 个政 党永 葆生 机 的源泉 。” 

“创 新就要 不断 解放 思想 、实事 求是 、与 时俱 进 。实 

践没有 止境 ，创 新 也没有 止境 ”。H 建筑 的发 展 也 只 

有走创 新之路 ，才能促 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为此 ， 

我们 应做 到以下几点 ： 

一 是 用先进 文化 指导 建筑 业体 制创新 ，尤其是 

管理体制创新 ； 

二是 用先 进文化 指导 建筑 业改 革 ，尤其 是工 程 

管理模 式改革 ； 

三是 用 先 进 文 化 指 导 高等 建 筑 教 育 创 新 ； 

四是用先进文化促进 建筑科 技人才观 念创 新 ： 

五是 用 先进 文 化促 进 建 筑业 走 跨 越式 发 展 道 

路 ，为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做 出贡献 ； 

六 是 用 先 进 文 化 促 进 建 筑 业 生 态 理 论 的 发 展 ； 

七 是 用 先 进 文 化 促 进 建 筑 业 的数 字 化 建 设 与管  

理 ，促进 建筑价 值链 的发展 ； 

八 是 用 先 进 文 化 促 进 建 筑 业 全 球 化 发 展 战 略 的 

制 定 与实 施 ； 

九是用先进文化促 进建筑科技进 步成果 的生产 

力 转 化 ； 

十是 用 先 进 文 化 指 导 建 筑 文 化 创 新 ，让 中华 民 

族 建 筑 文化 发 扬 光 大 。 

总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进程 中 ，大力推 

进 具 有 民族 特 色 的 建 筑 文 化 ，用 先 进 文 化 营 造 现 代 

建 筑 发展 理 念 ，用 先 进 文 化 促 进 建 筑 业创 新 ，促 进 建 

筑 业 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道 路 具 有 重 要 的现 实 意 义 和 深 

远 的 历史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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