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撰文   赵元超  王元舜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数字技术发展 

20世纪末，身着“非线性”、“参数化”两件外衣的数字技

术，再次跃入建筑师的工作中。几年间，从毕尔巴鄂到迪拜，从北

京到上海，再从广州到西安；从奥运到世博，再从亚运到世园；从

盖里的扭转、伊东的空腔再到扎哈的曲线，在新颖的软件技术和强

大的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支持下，长久以来受线性、垂直束缚的思维

被解放，各种自由、奔放、感性的建筑造型跃然纸上。

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的概念及低碳生活理念已经逐步

成为全球共识的大背景下，2003年，数字技术又举起建筑信息

化模型（BIM）的大旗登上建筑设计的舞台。与之前仅提供技术

支持并单纯影响建筑设计行业不同的是，BIM能搭建一个或多个

综合性系统平台，向项目决策者、规划设计者、施工建设者、管

理维护者、运营使用者等不同行业人士，提供时间范围涵盖工程

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各类信息，并使这些信息具备联动、实时

更新、动态可视化、共享、互查、互检等特点。在数字技术的支

持下，不同的技术研发者（公司）编写出不同的软件来收集、分

类、管理和应用这些建设项目信息，为规划师、建筑师提供技术

支持与保证。伴随着一个个工程案例的实施及新的行业标准和

规范的制定，BIM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影响着工程建设行

业，开始了建筑设计行业的又一次设计方式的变革。

2  数字技术案例及经验感受 

在20世纪计算机辅助设计进入中国伊始，我们就敏锐地意

识到这项技术蕴含的极大潜力，引领各专业及早走上设计信息化

的道路；进入21世纪，面对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又积极支

持成立工作室，将新技术、新变革投入住宅类、公建类、文化教

育类等工程实践中，分别完成了枫韵沁园小区、西安地铁控制运

营中心、金宇蓝苑小区等共计50万m2的工程设计，在此过程中我

们充分感受到这项全新的技术所带来的全新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模

式，也更加坚定了西北院将BIM之路走下去的信心。

3  对数字技术的思考

从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到BIM，我们认为这20年涉及建筑

工程行业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CAD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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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园会标志性建筑
（图片来源：Plasma Studio）

Rhino、SketchUp的演进，这个阶段带来的建筑师工作界面和

平台的变化及其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建筑设计行业，同时

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和替代（例如，建筑师现在更愿意用

SketchUp推敲造型而少用3DMAX），是内功的修炼；第二个阶

段是从参数化到BIM（全生命周期建筑信息模型）的发展，从对

影响建筑设计的多因素考量（很多因素是曾经被有意或不得已简

化、略化）到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思考，是外化的过程，这个阶

段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则跳出建筑设计行业自身，波及项目生长全

过程中的各个行业，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理念，渗透和影响产

业中的每个人。

在BIM理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工程建设各行业设计师的眼

中，并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工程实践后，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信

息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多年来，国外各大软件厂家各项

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把各式各样的软件推介到设计师的面前，满

足从造型到计算、从预测到模拟、从二维到三维、从静止到动

画、从模糊到精确、从小品设计到城市规划等各种各样的需求。

然而，仔细观察和思考后可以发现，这看似软件引领、推动行业

发展的景象之后，是相当一部分世界著名建筑师（或者设计机

构）引领建筑设计思潮，是软件供应商为适应和满足作为项目建

造代理人的建筑师，在保证和提高项目建筑设计品质、创新建筑

产品的要求之下，研究开发出来的（以及从其他行业移植嫁接而

来的），是软件厂商围绕以建筑师为中心的项目建造团队的各

项需求，进而带动产业发展的系统性的成果。例如扎哈和Rhino 

Script，盖里和Digital Project。而这一个个成果的背后，更是建

筑师在社会、文化中重要地位的体现和建筑师在项目建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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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成为业主炫耀的形式化的窗口；缺乏全专业的信息化协同

配合，使建筑师花费相当长时间辛苦建立的大量数据信息被束之

高阁，无法充分发挥价值；信息数据来源的不系统性、不科学性

和随意性，也使国内建筑师在面对庞杂的信息时无从收集、分

类、使用和驾驭。

4  数字技术时代下的建筑师角色的转变 

身处这场已经开始并必将波及全行业的变革中，曾经的教训

和经验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已经渐成气候的

BIM大潮？ 

站在战术角度来看，面对这次新的变革，既不应该无视技术

发展的新成果，因循守旧，也不应该不加分析照单全收，将现有

的技术统统扔进垃圾桶中。例如，面对国内快速多变有时甚至是

“随变”的市场和甲方要求以及仍然以农民工施工为主的国内建

造行业，身负大量信息数据、需要机械化施工工艺配合的建筑信

息模型就不如传统的二维软件更能适应客观的市场需求。

站在战略的层面看，我们应树立如下战略目标，并为此制

定各阶段措施，即：建筑师、设计院首先应成为舵手，但这就意

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正如BIM所强调的全生命周期理

念，我们首先应该站在国际建筑设计大趋势的正确方向上，将视

点从自身专业拓展至项目全过程，多角度重新审视和积极主动寻

找建筑师新的定位，跳出原有的专业局限，强化全过程服务的市

场意识，更加灵活主动地参与到项目建造的全过程以及建造完成

后的运营管理、维护更新中。同时面对国内不同市场、不同项目

的差异需求，灵活、主动地用高水平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借助数

字技术提供的各种优势和便利，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另一方面，

还不应该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全社会特别是城市开发者的整

体审美、认知水平、赏优鉴劣的能力都还有待大幅提升的现实面

前，应借鉴曾经的经验和教训，对一些容易带来负面影响、造成

建设浪费，特别是因不理解技术内涵又缺失社会责任仅是追求形

式奇异的做法，我们应该慎之又慎。

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次契机，改变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弊

端，让设计重归理性和科学，让信息为我所用，踏着日益成熟的

数字技术铺就的前进台阶，让建筑设计走向有序、健康之路，建

筑师一步步走向应有的社会地位。通过对新技术、新理念的全面

使用，担负起建筑师应负的社会责任，重新掌握中国建筑师在中

国城市发展建设中应有的话语权。

重要角色的客观反映，也是建筑师对设计作品负有更多责任、对

社会承担更多义务的积极表现。同时国外设计行业内部分工的细

化、专业化不但没有削弱、动摇建筑师的权威性，反而因为信息

的数据化、可控化，强化了建筑师的话语权，提升了建筑师在项

目中的核心地位。建设工程涉及、涵盖和输入的信息种类越多、

信息量越大，建筑师的控制范围越广、决策权越大。

反观国内建筑师和建筑市场，一方面由于体制和社会的影

响，虽然也经历了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洗礼，但是建筑师

在整个项目中依旧扮演从属、参谋和辅助的角色。加之国内设计

市场的不良竞争、建筑师对建设项目全程服务意识的缺乏、建筑

师责任感的弱化，都使其对项目决策权、控制力日益降低，建筑

设计师反而成为了在中国现有的项目建造过程体系中“被设计”

的一分子：被长官、领导“设计”，被业主、甲方“设计”，甚

至被其他工程师“设计”。在一场工程项目的“战役”中，规划

师、建筑师更“被设计”成“急先锋”的角色，失去应有的“运

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位”。不少地方更形成了恶

性循环，导致了建筑师在社会中话语权缺失，在项目建设全过程

中日益边缘化。

另一方面，对于“非线性”、“全生命周期”这些概念和

理念的理解，由于处在城市建设大跃进的时代，特别缺少理性、

逻辑、科学的思维与辨析，在规划、设计决策过程中充满了随意

性、模糊性和个人意志，加之中国建筑设计已经成为一种快餐文

化，没有时间像煲汤一样去“慢炖”，同时不系统的教育和不完

善的自我学习机制，使得中国在校学生没有意识、中国职业建筑

师没有时间去全面、透彻、准确地了解和领悟其中的意义，往往

容易断章取义、以偏盖全，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

没有了解和掌握影响、控制和制约非线性造型的各类参数，使非

线性设计仅流于建筑师随意造型的一个工具；不理解全生命周期

的意义，使对BIM的理解和应用停留在三维可视化设计的层面，

图3 西安地铁控制运营中心（图片来源：王元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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