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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一名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建筑师，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建筑的快速发展和变化。
在此期间，中国建筑师深受欧美建筑的影响，各种形式的建筑大量涌现于中国大陆，中国建筑师也因
建筑实践的日益活跃而备受关注，地位也在逐年提升。
　　一些建筑师一直想把建筑设计当成一种创意，寻求建筑的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在这一追求过程中
，很可能无意间失掉了对建筑本质的关注。
具有破坏性的基地选址、不适宜本地气候的建筑外观、过度的室内装修——所有这些种种，均以影响
环境及人身健康为代价，仅仅只为建筑肤浅的意向性表达。
　　历经了以新建筑替代旧建筑的热潮之后，社会发展日趋理性，建筑师也开始反思一一除了仿学西
方的建筑形式，我们的建筑设计就没有其他途径吗？
当然，从中国传统建筑中汲取建筑基本的建造原理也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深入探求国外建筑发展背
后的基因理由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当我拿到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号的“共享·一座建筑和她的故事”之《共享设计》这本书的
样稿的时候，我深知，与大家共享的故事的主角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建筑，是深圳市建科院自行设计、
建造的绿色办公示范建筑一一建科大楼。
建科院年轻的建筑师们，从一开始就把生态、低耗、与大自然融合作为项目的定位，并为此而付出了
不懈的努力，在三年的建设过程中，以各种计算机手段来反复论证建筑方案可行性的时间就有一年，
由于可见设计团队的用心与执着。
　　在这幢并没有耗费多少金钱、也没有华丽装饰、占地面积仅3000平方米的高层建筑里，看不到玻
璃幕墙封闭出的高温空间，也没有通风不畅带来的胸闷头晕，人们可以享受到舒适宜人的办公环境，
体验到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惬意。
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炫、酷”的设计手法和技术手段，却让人感觉低调朴实、亲切舒适、耳目一新
。
在海内外，当绿色建筑成为高成本、难推广的代名词的时候，建科大楼便成为低成本绿色建筑的实践
典范，其平民化绿色建筑的理念于中国社会更有现实及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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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朴素、生动的语言，讲述了深圳市建科院自行设计、建造的绿色办公示范建筑——建科大楼建
造的理念和实施的技术手段，以及建造过程中的人与事。
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主张——共享设计，这种以“共享、集成、平衡”为核心，设计者与
业主共同参与，在建设的过程中追求设计、技术与自然之间平衡的设计观，将对未来的设计行业产生
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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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的建筑业得到迅猛发展，但在昌盛和繁荣的背后存在巨
大的浪费和破坏。
自2000年左右，绿色建筑理念进入中国以来，结合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国策，迅速得到
社会广泛认同，不仅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势如雨后春笋，我国也于2006年4月出台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成为国际上成体系建立绿色建筑标准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绿色建筑在国内也存在很多从观念到行为的误区，我们在发展绿色建筑的进
程中必须对相关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误区一：盲目“拿来”国外做法　　机械、盲目的“拿来主义”是很具危害的误区，由于建筑对
自然气候条件、社会经济基础等依存度较高，国外的绿色建筑标准或案例做法并不完全适合国内情况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目前国际上在绿色建筑方面有系统实践的主要是欧美国家，基本属于寒冷或严寒地
区，其技术体系并不完全适合国内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
我们应该基于绿色建筑原理和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特点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才能避免造成更大的资源浪
费和环境破坏。
生活习惯与传统不同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消费是建立在高消耗、高舒适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很
多建筑采用了一系列绿色技术，但其资源消耗水平还是数倍于国内一般建筑。
如果国内绿色建筑完全参照国外标准和运营模式设计，会造成绿色建筑反而能耗更高的尴尬。
从中国国情出发，应该延续低能耗社会的生活习惯与传统进行建筑设计，反对照抄国外模式。
建设水平不同2008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在全球排名第104位，仅相当于美国的6.6％、德国的6.8％、
英国的7％、日本的8.4％。
中国的建筑造价实际上还未达到世界水平的40％，在高层住宅方面甚至只有发达国家的25％左右，这
决定了只有低成本的绿色建筑才是中国绿色建筑有意义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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