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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适用、经济、美观”在当今国内
建筑设计中的理解

王　立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建筑学系�甘肃 兰州730050）

摘　要：如今的建筑设计过程中怎样审视“适用、经济、美观”这一设计原则。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
质及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使得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这些内涵还需要建筑设计人员通过
专业的理解与认识�反映在建筑作品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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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体现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
建筑本身的功能、类型的变化以及悠远的历史传承
也大都映衬着时代的变迁�加之其与地理位置、气候
条件、人文等因素的密切关系�以及多种经济环境的
交织�使得建筑设计存在着时期差异、地域差异和文
化差异；这些差异的共存�也就导致了建筑成为具有
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精神场所的产

物。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基本建设的几个发展期�
从最初的仅仅满足一般使用�到成为国家的经济增
长点�再到目前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理性控制。我
国的建筑设计也由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的建筑�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逐
步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事态；国家对建筑设计从提
出“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到现在采用环保指标、
节能指标等标准来指导建筑设计。这些变化对于国
内的建筑设计发展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那
么“适用、经济、美观”对于今天国内的建筑设计是否
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呢？从当今的建筑设计来看�“适
用、经济、美观”这一原则在当前依然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性作用。只是含义范围有所扩大。
1　怎样理解当前建筑设计中的“适用”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适用”�适用就
是指“适合使用”。如今的城市建设已由早期的计划
经济模式导向转变成为政府宏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导

向�这一转变在中国的二十几年的城市建设中反映
的尤为明显�建筑的“商品化”已成为今天大多数建
筑的“第一特征”。建筑首先是设计产品�产品必须
被市场考验�才能在市场中流通和实现。人们认知
建筑已经不仅仅满足达到基本使用需求�同时还对

建筑是否能够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要求。那
么如今的“适用”概念已经由满足建筑的基本功能需
要扩大到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不得不考虑建筑

的投资者的文化认知和对建筑的理解以及投资的收

益等等；因为他们是建筑生产资本的持有者。
我们在建筑设计中谈“适用”应该赋予其崭新而

积极的意义。首先建筑是依附环境存在的。从城市
的总体规划观念来看�建筑的“适用性”应该包括协
调和改造城市环境�为人们创造良好、舒适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为人们对于交通、绿化、人文气息等各个
方面切合实际的提供可行性方案。其次是要满足业
主或是开发商投资发展所需的各种功能。恰当的建
筑布局�合理组织各类型建筑空间�妥善安排建筑的
交通流线�同时也要考虑未来的长远发展和使用者
的可变化需求�让建筑物能跟得上市场变化的快节
奏�适用于各种各样的不同需求。
2　“经济”在当前建筑设计中的崭新意义

我们再谈“经济”。经济在经济学上指“社会物
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建筑在早期提倡“经济”
的主旨是指建筑设计中应该勤俭节约�免去一切不
必要的浪费�这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概念�是符
合当时的国家发展需要的。目前国民生产总值逐年
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也由原来的解决温饱问题上升
到更高的精神和物质追求上来�这也就体现在城市
建设上来。那么建筑设计对于这一原则就赋予了更
多更高层次的含义：即应视为对建筑“收效”的比较。
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提高投资效益、争取最佳的回
报。国内也相继出现了“性价比”较好的建筑形式�
从早期推广节省材料成本达到降低造价�渐渐的转



变为建筑的经济投入是否能够产生其相应的回报上

来。因此�钢材和各种新型建材和新的建筑技术在
建筑设计中才得到了充分利用。如今评判建筑设计
的经济性是要看在计划投入的基础上�建筑是否能
提高建筑各个方面的能效。摩天楼也象雨后春笋般
的相继建成�如大家熟知的上海金茂大厦�和即将建
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我们不讨论建造摩天楼的
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其积极意义�但这些建筑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是区
域经济的一种体现。

但是建筑设计也应该注意到建筑标准与投资的

衔接关系�不顾时代发展、生活的变化�盲目的追求
建筑的“豪华”、“高档次”�认为只有这样建筑设计才
可能大有所为也是错误的�可以给富人设计豪宅（如
售价十几万一平米的住宅）�但是一遇到为低收入人
群设计住宅时就不知所措�我们就与建筑是以人为
本的思想背道而驰了�那么建筑的意义又何在？印
度建筑师 C·柯里亚（C·Correa）能在为低收入人
群设计理想居住空间�从而受到大多数民众的肯定
和赞扬�这说明建筑设计是可以改善现代人居生活
的�所以建筑设计与经济和人性是不矛盾的。作为
从事建筑设计这一职业的人�不能单单为了取得建
筑设计奖项�打着创造良好的人居设计招牌�设计一
些所谓新型住区�结果却不能作为实际推广�这就是
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
3　更好的理解当前建筑设计中的“美观 ”

最后我们谈谈建筑的“美观”。我们时常说“器
不饰则无以为美观”�建筑的美观主要是谈论建筑的
内外“艺术性”这一问题。国内建筑设计最早提出这
条口号的时候意义在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
观”�当然也是在满足前两条的基础上实行的。随着
人们对建筑设计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大家对建筑
的艺术性日益重视起来。美观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

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不同时代也有着
不同的审美观�因此必然要求不拘一格�白花齐放。
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依赖建筑师本身提
高艺术修养�更好的把握设计美学观�提高自己的作
品的艺术质量�引导社会、城市逐渐形成良好的环境
空间�更多的是全民对于历史、文化、艺术的认知度
的提高。

建筑具有大众观赏性�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认同。
建筑一旦建成�那么其外观、内景的好坏也就自然而
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今一些建筑的投资者自身
没有很好的理解什么是建筑美�用自己的眼光审定
建筑设计�使得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建筑来。从而
达到他们少数人的喜好观。“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
的”�但这也是当前社会的一种必然产物。建筑设计
中存在着多种主义�如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解构主
义等等�大多都存在建筑美观的考虑�有着广泛的哲
学、伦理学等等背景因素。作为建筑师应该跳开各
种主义的条条框框�更多的从专业技术角度上去解
决这一问题。选用一定的建筑语汇表达较为贴切的
艺术风格�描述时代特征和地区特色。但是美观的
前提依然是不应违背前面所叙述的“适用”、“经济”
这两个原则。

上述三个要素的最大特点是：首先�建筑设计必
须遵照不同时期的经济条件及特点�切实可行；其
次�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应该互为依存；最后�这三
个要素并不是要求有着固定的顺序或是严格分清主

次�不同的建筑可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美观问题�一
定要切合实际进行设计�而不是漫无边际的空想。
因此�当今建筑设计依然是遵循“适用、经济、美观”
这一设计原则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建筑设
计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罢了。把握好这三个
要素�才有可能在新时期的条件下创造出既符合现
代商品社会要求的�又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多姿多
彩、切实可行的高质量建筑作品来。

（上接第62页）于 Web的产品协同设计系统必将应
用得越来越广泛。本文开发的系统使不同地点的管
理人员、设计人员、生产人员和用户能够同步或异步
地参与设计工作�设计人员能够进行信息交流和共
享�达到互相协调�这样不仅可以缩短产品的上市时
间�而且还可以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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