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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甲方建筑师兼有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双重角色,是房地产开发与设计师作品创新的联系纽

带。其在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角色,它的产生顺应了社会 、市场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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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甲方建筑师通常由三种类型的人员形

成:( 1)建筑学或相关专业学生毕业后分配至建设单

位(通常是建筑公司或房地产开发商) , 经过技术与

管理实践, 成为甲方建筑师。 ( 2)在设计行业(设计

院或设计事务所)从事建筑 、规划 、园林 、景观 、室内

等设计的专业人员, 进入建设单位, 成为甲方建筑

师。 ( 3)其它相关专业人员(有工程及开发经验者)

经过转型,成为甲方建筑师。

甲方建筑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我国住宅

建设及其对应的住宅房地产业建设中所起的效果与

作用如何,可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利的方面

首先,从大量甲方建筑师的学历和经历来看, 学

习建筑学(或相关专业)并从事设计的人员较多, 其

自身的专业性强 、综合能力强 、融会贯通的能力强,

此为甲方建筑师的先天优势, 在通常情况下, 对开发

项目的产品品质具有技术决定作用 。

其次,甲方建筑师具有较坚实 、较综合的技术基

础并深谙建设者或开发商的开发理念, 能利用专业

知识和专业语言进行甲乙双方的沟通, 准确高效地

表达双方意图及意见, 是设计创作和产品开发的联

系纽带。

第三,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设计构思

-设计图纸-施工-产品完成”是其中关键的环节

之一 。成功的产品既能满足开发商经济效益及社会

效益的要求, 同时是设计师创新作品的完整体现 。

甲方建筑师参与到从项目作品构思到房屋建成的过

程,使产品从抽象的图纸转换为具象及物化后的实

体房屋,并充分体现其物质和精神品质,在专业技能

参与及管理经验参与方面作用颇大 。

(二)弊的方面

甲方建筑师在其自身转型前后因其“角色”定位

不准而造成对项目产品的一些负面影响。

其一, 甲方建筑师大都经历从技术人员(设计

师)到管理者的转型阶段,这种角色转换在更深意义

上是思维模式的转换 。前者从设计综合的角度出

发,相对单纯;后者从项目综合的角度进行判断, 相

对整体 。甲方建筑师在转型上若不能摆脱思维模式

的惯性,就技术(设计)论技术(设计) ,不能从一个设

计师的习惯思维中转型出来,往往会影响到项目的

准确市场定位 、合理的开发周期,并可能造成建成后

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对于一名房地产管理

者无疑是不愿看到的现象。

其二, 甲方建筑师兼有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的双

重角色,若角色转换过度,造成经营 、商业意识至上,

忽略了技术与美学修养, 会导致与设计师沟通的困

难,进而对产品设计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在房地产

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与美学含量少的产品,

其市场价值与竞争力也会逊色不少。

另外,技术(设计)人员出身的甲方建筑师, 在宏

观经济 、市场营销推广 、施工等领域的知识与经验欠

缺,若整体上把握不好,易造成项目开发中宏观判断

偏失的现象, 这也就对甲方建筑师提出了必须成为

“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综上, 甲方建筑师应当是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

与技术知识 、丰富的市场经验 、勤于沟通 、善于管理

的复合型人员 。他的产生也顺应了社会 、市场对复

合及边缘型人才的需求, 其纽带作用也在市场与设

计的结合中日益突现, 其人员数量也有扩大的趋势。

同样,甲方建筑师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是立业之

本 。归根结底,甲方建筑师需要寻求一个结合点,将

项目开发与良好的设计有机联系起(下转第 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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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教务工作者每天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教学事物

和不同类型的当事人, 这就要求教务管理者处理问

题时应在心理过程 、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上表现出

稳定的特点,对于错事不询私情 、不开后门, 必须坚

持原则;对于一般情况则必须宽容 、体谅 、求同存异 、

不斤斤计较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把握好和谐尺

度。对拉关系 、讲人情的要有自律精神 、树好自身的

人格形象, 把握好自己思想 、言行 、作风, 拒绝被腐

蚀,做个一身正气的合格管理者。

2.2　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

教务管理人员从事的是管理工作, 在平时的管

理中要多学习, 力争自身管理能力的提高。第一, 要

学习有关管理方面的知识,管理是一门学问, 通过学

习,管理的理念更明晰了,科学地管理, 这样, 做事会

更有的放矢 、效率会更高;第二, 要不断地学习计算

机 、英语等多方面的知识,教务管理者具备了相当的

计算机知识后, 便可根据自己的管理模式有针对性

地开发出相应的管理软件, 管理的过程也是各种综

合知识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过程。教务管理者要勤

于学习,以便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 。

2.3　加强沟通协调能力 、增强团结意识

教务管理者的沟通协调能力关系到内外关系的

畅通, 因此, 必须谦虚谨慎 、尊重他人 、诚恳热情 、才

能开拓工作新局面。协调好学校教学的各种关系,

是教务管理者职能之一, 也是增强办学凝聚力的重

要条件。它关系到教学人员的积极性, 所以理顺 、协

调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 相互沟通 、相互谅解 、团结

一致 、形成群体合力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学校改

革和发展的奋斗日标 。

2.4　提高换位思考的意识

在教务管理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教务管理者要

学会换位思考, 对待教师 、学生的疑问要虚怀若谷,

同样的处理结果,有可能会由于一两句真诚的解释

而收到不同的效果 。平时在制定各种管理规章制度

时要替二级学院的管理者 、替学生多考虑,想想他们

在执行时会有怎样的困难,力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

法 。在下发各类通知时要谦虚谨慎, 切忌居高临下。

必须指出,服务意识不仅仅强调的是教务管理人员

素质的全方位提高,同时也体现在管理手段 、管理软

件的“为教师服务” 、“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中。要

提高教务管理的效率, 一套科学 、高效的软件是必须

的,教务管理者在开发软件的过程中,不仅要从自身

的管理方便出发, 同时要从教学秘书 、教务员 、学生

的使用方便出发。

2.5　增强改革 、创新的意识

在当前改革的新形势下, 高校改革的措施出台

多,步子迈得大,无论广度 、深度 、难度都是前所未有

的,这就要求教务管理者必须强化改革意识,既要为

改革服务,自身也要改革, 以便更好地适应改革 、参

与改革 、服务改革 。教学管理者要不断地更新观念,

在新的办学模式 、管理体制下发现 、制定新的管理章

程,与时俱进, 提高服务技巧,最高效地发挥教务管

理在高校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

3　结论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 、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目前

在许多高校实行了学分制办学模式 。学分制下, 学

生能够有效地行使选择权实行个体化管理,这对各

高校的教学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教学管理

者更应该在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上多下功夫,为我

国的高等教育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

参考文献
[ 1] 　郭毓,吴锵,黎琳.教务管理部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 J] .高教论坛, 2003, ( 1) .

[ 2] 　施爱平,姜银方.新形势下高校教务管理工作浅析[ J] .江苏高

教, 2003, ( 2) .

[ 3] 　甄惠敏.如何提高教务管理人员的素质[ J] .山东省农业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 2003, (1) .

(上接第 204页)来, 取长补短,发挥两者结合后的优

势,并不断调动设计师与开发的积极性,才能给住宅

建设行业注入持久的活力, 并能有利于行业间的良

性合作与良性循环。

住宅房地产业通常采用“滚动式”开发模式, 其

“设计-产品-设计”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最突出的

优势是高效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类似抄袭的做法

易造成开发商的盲从及较高的市场风险, 对城市建

设的多样性发展与地方特色体现也极为不利,设计

师的创新能力也随之减弱。因此, 开发商只有在产

品的优化和创新上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才能真正

的规避市场风险,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住宅建设的

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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