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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霍尔(A·D·Hal1)gJ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思想，建立了住宅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模型。通过此模型把可 

持续住宅建设的许多问题联系起来，对住宅建设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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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实施住 宅建设 可持续 发展 是一 项复 杂 

的系统工程。借鉴霍尔(A·D·Hal1)的系统工 

程三维结构思想 ，把住宅建设 这项系统工 程 

活动的全过程分成前后紧密相联系的各时间 

阶段和保 障各时间阶段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的 

社会 、经济 、生态环 境等各方面的 良性循环措 

施 ，即时间维和逻辑维 ，同时考虑各阶段 和措 

施实施所需 的专业知 识 ，即知识维(如图 1)。 

通过时间、逻辑 和知识的三维空 间结构 ，对住 

宅建设 系统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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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这 个模型把 可持 续住 宅建设 的许 多 问 

题联系了起来，从广泛而复杂的问题中提炼 

出一个简单的图形 。这个 图形 能使我们从 中 

领会住宅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完整思想 ，同时 

还可用来审查方案，作为住宅建设可持续性 

的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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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维 

从 时间维 角度 ，这一模型把住 宅建设全 

过程分 为 6个阶段 ：开 发选址 、规划设计 、施 

工(改建)、产 品营运 、物业管理 、拆建 。要实施 

住宅建设可持续发展，要求每个时间阶段都 

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6个阶段组成 的可持 

续发展管理模式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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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开发选址 

住宅建设首先要进行开发选址 。为了提 

高居 民生活质量 ，要选择环境 相对好 的一些 

地区 ，而且 要在住宅区 内进 行合适规模 的绿 

化 ，保持 和创 造居住区最佳 的生 态环境 。为 

了方便人 们生 活 ，提高 经济效 益 ，选址 应充 

分考虑产业布局及产业 发展的需要 ，一般应 

适 当靠 近产业 区域 布局或 沿交通 干道 两侧 

布局。但工业区与交通干道和居 民区之间应 

有不少于 3m的绿化带隔离 ，以防止噪音 、废 

气 、废水 、固体垃圾污染居住 区环境 。为 了节 

约土地资源 ，居住 区的选址应考 虑级 差地租 

因素的影响 ，合理使 用土地 。在市 中心布置 

住 宅 区，房 价或房 租将会 很高 ，而且 市 中心 

的喧闹对居住并不合适 。 

居住 区选址 应在具备建设条 件的地区 ， 

相 对集 中地布局建设 ，充分利用好 已有 的城 

市 基础设 施条件 ，否则 ，即使 建成 的住宅 也 

难 以投 入使 用 ，会造成 资源的极大浪 费。总 

之 ，住 宅开 发选址要 与环境 相容 ，包 括 自然 

环境和人工环境 ，力争人地和谐。 

l-2 规划设计 

规 划设计 直接影 响居住 区 的功能 和环 

境。住宅 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份 ，因此，规 

划设计首先要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融合城市 

大环境 ：规 划设计要 以人为中心 ，站在优化人 

类生存环境，为后代留下足够空间和资源的 

高度 ，将人们 的物质文化 、心理与生理需求体 

现在环境设计和创造 中；综 合考虑 日照 、采 

光 、通风 、防灾 、配套设施 及管理要求 ，创造方 

便 、舒适 、安全 、优美的生活居住环境 。 

强化住 宅区功能 ，还 应考虑 即将到来 的 

老龄 化社会 的需要 以及 改善残 疾人 居住 条 

件 的需 要 ，设 计无 障碍住宅 ：规划设计 要结 



合 自然环境 ．综合考 虑地 方特色和规划 用地 

周围的环境条件．充分利用有保留价值的河 

湖水域 、地形 植 被 、道 路 、建筑 物 与构 筑 物 

等 ，制定既能适应城市各 种乍活需要与 功能 

需要 ，又不丧失与大 自然 保持 有机联 系的规 

划措 施 ．将居 室和 自然相融 合 ．人工 环境 与 

大 自然紧密结合 ，实施生态设 汁 

lI3 建筑施工 

住宅 建筑施 工不 仅要 倚 台国家 的有关 

标准和规范 ．而且要实施清洁 生产 采用清 

洁的能 源和原 材料 ，采 用能 耗物耗 小 、污染 

物排 放量 少的清沾工 艺 通 过清洁的，#产过 

程 ．制造 出清洁 的住宅 产品 有些 建筑 材料 

如石材 、砖 墙等 含有的放 射性物 质 ，居室 装 

饰材料 释放 的有 售物 质 ，各种 油漆 、牯连 剂 

等挥 发出的有害气体 ，都 是制造大 气污染的 

元凶。因此 ，要大 力扶持健康 型 、环保型 、安 

全型的绿 色建材和装饰材料 的发展和生产 ， 

如有 抗菌性 能且 无毒 的乳 胶漆 、涂料 、面砖 

和卫生陶瓷 ，新型 、无毒 、无锈 蚀 、／f 结垢 、不 

滋生细菌 、不堵塞水流的绿色管材等 

为减少施 工污染排放 ，如建筑噪 音 、建 

筑粉尘 、建筑废水 、建筑烟尘 、建筑垃圾等 ，施 

工 时应洒水使作、Ik面保持一 定的湿度 ；T地 

食堂 应使 用清洁燃 料 ；尽量采片】成 型建筑材 

料，混凝土 、预制板等 材料 由特定场 所加丁成 

型后运人 工地 使用 ；为消除 噪声 、振动污染 ， 

可以把搅拌 机 、粉~-tJt、空压泵 、电锯 、振捣捧 

等高噪声设备 安装 在封 川的车 r日J里 ，进 ，彳屏 

蔽降噪，给这些设备安装减振 、防振垫、消 

音设备 ；对施 工场地的地面 水排 放膻进行 合 

理 没计 ，严禁乱排 乩放 ；施 h】=_=I体J友弃物 的运 

输 须交由政 府认可的 专、l 单 位进 行 ．庄规定 

的受纳地点 弃土 ；组织 施丁人 员学 爿环境 法 

规 ，增强环境意识 ，如噪 岢污 染防 治法 、大气 

污染和水污染防治法 及城 m 域环境噪声标 

准及其限制值等 ，强 化约束机制 ，l监督保护 环 

境的实施 、为节约资源 ，降低能耗 ，应使用各 

种替代实心粘土砖 的新型端 材料 ，采用 高 

效热能 材料 、高效节能破璃等 

1．4 住宅产 品 

住 宅是城 市的 主要 l成部 份 ．作为城 市 

环境美的象征，它应为城 r 增添光彩 因此 ． 

住宅产品不 仅要 注重 能评 I 作，确定其 

功能质量、建筑质 和经济 、还姜i_f意其包 

装质量和环境 质量 住它包装包括住宅 立面 

设计 ，造型是否独特 、庄重 、典雅 、精致 、气派 、 

新颖 、现 代 、有个性等 ．应 与周 围环境协调 ，并 

通过住宅外观造型艺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 

居民的归属感 、认同感 、自豪感 。住宅环境包 

括 自然环境 、物质环境 、社会环境 。环境质量 

的优 劣直接影响人们 Et常工作 、生活和学习。 

1．5 物业 管理 

“绿 色家 园”已成 为了住宅 消费 的 主旋 

律 ．物业管理要顺 应“绿色消 费”群体 的形成 

和需 要，创 建“用户满意物业” 

首先 ，在物业企业管理 中实施 ISO14000 

环境管理 体系 按 ISO14000环境管理体 系 

标准运 作，可降低材料 和能源的消耗 ，提高废 

物的再利用 ；提高环保能力 ，降低“三废”的排 

放 ，降低环保 费用 ，节约环境治污费用；其次 ， 

加强宣传 、培 训l，提高 人们的环保意识 ，使人 

们能从环保的角度考虑问题 ，自觉 、主动地爱 

护环境 这样对环境 的维护 、清洁 、管理费用 

会 随之降低 ，形成“生态效益型经济”，以最清 

洁的经营方式 ，营造出绿 色环境 

1．6 住宅拆建(维修) 

住宅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牛磨损 为了节 

约 资源 ，延长 住宅 的使用 寿命 ．降 低住宅 的 

淘汰率 ，就必须对住宅进行维修和保养．． 

维修工稗应 尽量 利用 旧料 ，使其费用低 

于同类建筑结构的新建造 价 ．以最 小的维修 

费用 多修 房 、修好房 ．以保证 居 民居住得安 

全 、舒心 此外 ，对危 、陋住宅 、维 修不 能解决 

问题的 ，要有 汁划地拆 建 住宅拆 除物应成 

为建筑 材料的一种来源 ．在选用 建造 住宅的 

材料 和制 品时 ，要 考虑膀屋拆除后 的残 留物 

可 以再利用或 归大地 ，并等虑土地 资源 的 

循环利用 

2 逻辑维 

住宅建设 可持续发展 ，要求 建立 住宅建 

没系统 的有 『字结构和运行模式 ：住宅建设大 

系统 K期的 良性 循环发展方式 ，要求 经济子 

系统 、}土会 子系统 、环境子 系统 能相互协调 、 

良性 ，盾环 

2．1 经济子 系统的 良性循环 

f}宅建设 系统 的良性 循环 ，不仅包括 住 

它乍产 、分配 、交换 、消 费的 良性 循 环 ，还包 

括 ft宅 产业 其 他 产业和部 门之 间 的良性 

循环 从价值形态求看 ．就是保证 住宅资金 

的良性循环 

从理论 上说 ，住宅 简单再 生产 的资金循 

环 ，就是投 入资金 必须收 回成本 ，如 租赁 收 

回 的租 金 ，必 须足 以在住宅 毁坏 后进 行重 

建。住宅扩大再生产 的资金循环 ，应在回收 

投资和成本 的同时 ，达到社会平均 利润率的 

盈 利。 

从实践来看 ，我国在过去相 当长 的时间 

内 ，住宅投 资只有投入没有产 出。住宅在建成 

进入消费阶段后不但没有投资回收．价值得 

不到实现 ，而且还要 由国家和企业不断追加 

维修管理等费用 。改革开放后 ，我国重新确定 

了住宅的商品属性 ，住宅主体由国家转向个 

人 ．形成住宅市场流通体制：这是 个步履艰 难 

的过程 ．一方面高昂的土地 费用 、配套 费用 、 

税收利息都摊在房价里；另一方面职工的工 

资含量 中没有体现住房消费因素 一结 果是 居 

民承受不了高房价 ．商品房大量空 置一要使居 

民买得起房，必须加大房改力度一首先 ，应兼 

顾公平 与效率 ．建立多层次的住宅 供应体系 ， 

建立社会保障与市场机制相结台的新型住房 

体制 ；其 次，深化住房分 配体制的改革 ．把住 

房分配纳入工资体系中；第三 ，健全住宅金融 

市 场；第 四，加强和改善政 府的宏观调控 ，协 

调住房体制改革 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 ，促进 

住宅建设 健康有序地进行： 

2．2 生态环境子 系统的 良性循环 

“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基本 内涵 ，是改 变 

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 ，掠 夺性 的甚至是破坏性 

的发展模式 ，从传统 的资源型发展模式走上 

良性循 环 的生态 发展模式 ，促 使经济 与社 

会 、环境协 凋发展。 

这种 新的发 展观 会催生 新 的住宅 建筑 

观 这种 建筑 观基 于生态环境 系统 良性循环 

原则 ，代表 的是高效率 、环境好 的建筑 ，自我 

适应地方生态 又不破坏地方生态的建筑 住 

目标上 ，它追求 营造 良性 的 自然环境 条件 ． 

人 、建筑物和 自然 三者的协调和平 衡发展 ： 

在方 法上 ，它 主张“设计追 随 自然 ”，最 大限 

度利用 自然资 源 ，生产 “冬暖夏 凉”型住宅 ： 

在技术上 ，它倡 导应用可促进 生态环境系统 

良性 循环 ，不污染环 境 ，高效 、节约 资源的新 

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 

2．3 社会子 系统 的良性循环 

‘

为了充 分发挥 住宅 生存 资料 、享受资 

料 、发展 资料 的功能 ，从系统论 的 角度 来分 

析 ，就是要 使下面 的信息 反馈 系统不 断循 

环 ，不断提高 内部机制的有序 化程度 通过 

信息反馈 ，优化 目标 ；通过循环 ，不断满 足人 

们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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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的行政协调体系研究 

刘凤朝，施定国，潘雄峰 

(大连理工大学 21-~-纪发展研 究中心 ，辽宁 大连 l16023) 

摘 要：在对 区域行政协调体 系理论进行研 究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借鉴“长三角”和 “泛珠三 角”以及发达 国家区域 

行政协调机制 的经验 ，对 东北 区域创新体 系的行 政协调模式 、行政协调的组织 架构 以及各机 构职 能设 计做 出了初步的 

探 索，并提 出了一些具体操 作建议 。 

关键词 ：东北；区域创新体 系；行政协调模 式；行政协 调组织；设计 

中图分类号 ：F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5)10-0036-03 

1 区域行政协调体系理论研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 的迅 速发展 ，理论界 

对 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 日益拓展和丰富。区 

域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单个区 

域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 自身内部资源和要 

素投入 ，而必须借助于区域之间的互补和协 

作。然而 ，在我 国区域经济研究 和发 展实践 

的不断深入 中 ，跨行政 区划的区域发 展总是 

目标 ：不 断改善 居 

图 3 

社会需求有层 次性 和多样性特 点 ，其 实 

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通过掌握 目前和未来 

需求层次 以及人们需求 的多样化程度 ，来规 

划设计我们 的生活居住环境 但生 活居住环 

境 的建设 ，不仅 仅是 土木建筑 问题 ，更 重要 

的是人和人的社 会生 活环境建设 问题 。 

从社会学分析 ，人 与社 会是共生关 系 ， 

家庭成 员之 间 、家庭与 家庭之 间 、家庭 与住 

区之 间等一切人际关系构成 了社 会有机体 。 

人 对建筑 和居住环境的建造 、使用方式 与环 

境之间必然产生相互影响。 

适 宜 的生 活居住 环境 ，是 人类 争取 生 

存 、保障安全 、社 会交往和实现 自我 的条件 。 

在住宅建设 可持续发展系统中 ，社 会发 ．决策型人才(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物业管理公 

， 

住 事建[暑 量 才 企业管理、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项 为核心的体系。社会子系统在内容上较 亨萼r 管理
、施 项目吞理人员等 

综合 上棠 才1+菖妻 全 筑师借柯师滥理师造价师、 远远超过经济子系统c 曩 
(施工人员 ．计算机操作人员等) 

3 知识维 教育型人才(高校教师·分管教师培训人员等) 

为实现住 宅建设 可持续发 展战略 ， 

就要实 施住 宅建设全过程 可持 续发展管理 。 

要 建立住宅 建设 的 良性循环发 展模式 ，这需 

要各种具有专业 知识和技术素 养的人才 ，只 

有依靠人 的聪 明才智和知识技 能 ，才 能构 成 

对物质 资源 的“高效 ”、“永续 ”利 用 ，才能 减 

少物质 资源 的消耗 ，防止环境 污染 ，促进社 

会进步。 

住 宅建设人才系统应 由决策型人 才 、管 

理 型人才 、技术 型人才 、操 作型人才 、教育 型 

人 才构 成(如图 4)。他们之间相互区别 、相互 

联 系 、相互 作用 ，是 为住宅 建设 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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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而组 成的有机集合体 。 

为适应住宅建设 可持续 发展要求 ，不同 

类型人才不仅需要不 同的专业 知识结构 ，还 

应具 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 以及社会学 、生 

态学 、资源学 、环境学 、美学 、经 济学等方 面 

的知识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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