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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建筑

背后的

政府“杀手”

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
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
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两秒钟内变成一堆
废墟；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
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
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

……
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之外，还有大量普

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
拆除，其数量无法统计。

“短命建筑”不完全名单

建花钱，拆花钱，重建更花钱

“建了十多年或几年的房
子被炸掉，有的建成后还未使
用就被炸掉，这些仍然能够长
久使用的建筑变为废墟，无疑
对资源和环境都是一场灾难。”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

巨大浪费

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
据估算，酒店被拆除后将留下4
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
圾填埋场地。

正是在这场“拆了建、建了
拆”的运动中，我国创造了两项世
界第一——— 在消耗了全球最多的
水泥和钢材的同时，我们也生产
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

同时，“短命”建筑也造成
大量投资付之东流。建设花钱、
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如沈
阳夏宫当年投资即超过2亿元。
而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的凯

莱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对酒
店进行了重新装饰和布置。

城市记忆缺失

建筑过于“短命”也造成了
城市记忆的缺失。“我们现在能
找到历史悠久的建筑，全部是
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寿命
这么短，我们怎样靠建筑来保
存民族发展进步的记忆？”中国
房地产协会会长刘志峰说。

而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
其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同为 5 0
年，但平均使用寿命却长得多。
如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
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
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屋”随
处可见。

大多和质量无关

质量往往并不是这些建筑
提前被拆除的主要原因，尤其

是一些投资巨大、引人关注、建
设过程中屡屡获奖的地标性建
筑，极少因建筑质量出现问题
被拆。

如南昌五湖大酒店，1999
年还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建筑，
担任该爆破工程的指挥员薛峰
松也认为，“房子修得相当牢
固”，离设计寿命至少还有 3 7
年。
“人们对建筑的需求发生

了转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刘燕辉告诉记者，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多数建筑
尽管在当时很不错，但以现在
人们的需求来衡量，在功能、舒
适度上已经比较落后。

即便如此，我国现在的建
筑寿命依然偏短。专家认为，建
筑功能不完善，并不一定要拆，
可以通过改造、维修完善建筑
功能和舒适度。之所以选择一
拆了之，其背后还有很多深层
次原因。

拆迁背后的政府利益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
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
施，全靠领导一句话。”

一届政府一套规划

“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
问题而拆除，问题出在不理性、
不科学、难以持续的城市规划
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规划是城市建设
的龙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
以科学的规划来引领。而在制定
了合理规划之后，一些城市的住
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
标准制定落后，这也是建筑短命
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还没建成就被拆除的合肥
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根据官方
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
观中轴线——— 黄山路与大蜀山之
间的山景，爆破之后可以将贯穿
省城东西的黄山路“拉直”。是小
区建设规划在先还是城市景观规
划在先，并没有公开。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院长庄惟敏认为，当下“一届领
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和中国人的
传统观念有关，“我们历代王朝
从来都是推倒旧的，重建新的，
这种‘新的就是好的’价值观一
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每一届领导
上任时，往往认为‘除旧布新’才
是对的。”

崇拜GDP、大搞形象工程

“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
一次又创造了GDP”。近年来一

些地方为建“标志城”、“月光
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名
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
旧城改造，实为劳民伤财的形象
工程。名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
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GDP，进
而追求地方官员的政绩。在这种
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一些不该
拆的房屋被大量拆除。

如位于武汉的首义体育培训
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
10年，便于去年被拆除。其理由是
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
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
汉耗资200亿打造的“辛亥革命百
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错误政绩观指导下的拆旧

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
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
和经济价值。相反，不正常的拆
建本身浪费了巨大的财富和资
源，除了能带来政绩，对社会经
济毫无益处。”山东经济学院房
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

拆迁卖地的利益驱动

相对于形象工程带来的政
绩，在近年来土地价格快速上涨
的背景下，拆迁置换出土地带来
的卖地收入，更能让人对新建筑
“痛下狠手”。

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
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例如，仅13
年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
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 . 6亿元的
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北
京的凯莱酒店拆除后，也将在原
址巨资重建一座五星级的“国际

化高端商务酒店”。
记者在采访棚户区改造时

了解到，少数城市为了尽快通过
拆迁置换出土地进行商业开发，
甚至将一些2000年左右建成的
商品房小区列为“棚户区”，以方
便拆迁，同时还可以获得国家对
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支持。

无法回避的质量问题

不可否认，在遭到提前拆除
的短命建筑中，也有因质量问题
和缺乏高质量维护而被迫拆除
的。如北京市近日要求某开发企
业拆除刚刚建成的某小区保障
性住房，就是因为建筑质量出现
了严重问题。
“抛开人为因素，建筑的寿

命主要取决于房屋的安全性和
耐久性，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施工
用料的质量和工程设计质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
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说。

质量对建筑寿命的影响能有
多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世纪
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
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
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
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
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
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相对于现在人们对建筑品

质的需求，我们传统的建设方式
已经落后了。”国家住宅工程中
心执行总建筑师刘东卫表示，在
传统的建设模式下，建筑不仅寿
命短，而且往往伴随着低舒适度
和高能耗。

“百年建筑”如何打造

“哪些建筑该拆，哪些不该
拆，不应该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应
该有明确的标准规范。”清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说。

规划要有“严肃性”

庄惟敏介绍，国外有业内
专家成立的委员会，包括建筑、
规划、文物、文化等行业的权威
人士，共同论证以决定是否允
许拆除某个建筑。对于某些重
要建筑的拆迁，甚至可以举行
听证会。而我国现在缺乏这样
的模式，仅做到了对挂牌的文
物拆迁“一票否决”。

同时，有专家认为，相关部
门应该出台政策法规，严厉禁
止没有质量问题的建筑提前被
拆毁，也应该对违规拆除“短
命”建筑的相关责任人追究责
任。

庄惟敏表示，按照城市功能
的不同，建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是标志性建筑，包括文化建筑、命
脉建筑等，这些建筑需要有很长
的耐久性，所以在规划局立项定
位时就要定下它的年限。相对应
的另一类是背景建筑，一般是民
用住宅和普通商业建筑，这类建
筑需要根据不同级别来规定使用
年限。这种分类，方便在拆迁论证
时有据可循。

刘志峰认为，要从实质上
遏止中国建筑的“英年早逝”，
还要切实强化城市规划的严肃
性，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的执
法力度。

推进住宅产业化

打造长寿命、高品质的百
年建筑，刘志峰认为关键是大
力推进住宅产业化。

所谓住宅产业化，即用工
业化生产方式来建造住宅，“像
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这样的房
屋建成后，不仅节约资源能源，
而且方便建筑的维护和改造。

据悉，住宅产业化在日本、
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起步较早，产业化程度
较高。在住宅产业化较为发达
的瑞典，80%的住宅采用以通用
部件为基础的住宅通用体系。
在美国，住宅构件的标准化、商
品化程度几乎达到100%。这也
成为发达国家建筑寿命普遍较
长的重要原因。

尽管有了一些先行者，但
住宅产业化在我国的发展进度
仍然较慢。刘志峰表示，主要原
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证、
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相应的工
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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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夏宫于2009年2月被爆破。

2010年2月南昌五湖大酒店被爆破。

即将被拆除的北京凯莱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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