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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实录：中国新住房（2009Vol.3）》所收录的项目展示了应对当代住房问题挑战的各种对策
：在北京郊区城中村22个艺术家的现场集体创作、在飞速扩张的深圳为新兴中产阶级而建的高密度综
合体、融合了中国传统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开发商设计项目、移植到广州并变形为低收入务工者住
房的福建文化遗产原型、塔楼与街道的奇异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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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栏新闻书评评论专题报道中国新住房住宅档案2009住宅档案1号别墅（荷兰）维也纳路住宅{加利福
尼亚）摄影师住宅Ⅱ（西班牙）达奇斯郡客人住宅（纽约）砖块编织的住宅（伊利诺）纽约州北部住
宅N住宅（日本）杨忠礼住宅（马来西亚）居住引言琥珀岛住宅苏贝卡小屋和工作室建筑技术LEED认
证体系进行重大调整，与时俱进产品聚焦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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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去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社会历史的一次重大转变，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生活水平
上赶超发达国家，并在经济、文化发展中与其他国家竞相繁荣创造条件。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约有四亿人口迁往城市，这段时期的建设80％左右是住宅。
国家计划2030年城市居民达到十亿。
　　中国目前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先，城市居民由单位提供福利住房，直到1998年，
住房改革、土地买卖改革和银行系统的扩张致使之后的绝大部分的住房私有化，并成为商品在市场上
公开出售。
如今，尽管在中国所有土地仍属国有，而80％的城市住房却都已是私人财产。
中国的市场改革实践使中国住房步入新轨。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另有3.5亿人口将要迁入城市追寻“中国梦”，这就需要在各个城市为差距日益扩
大的收入等级和生活方式进行几十亿平方米的建设。
这种多样性与1998年之前政府提供普通社会住房的那个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的住房通常缺少一
些基本公共设施，如热水系统和抽水马桶。
　　新产生的拥有感和不断扩大的抵押贷款市场与丰富的生活方式结合，意味着私人房地产开发商为
了争取消费者而不得不在建造高质量的生活设施方面下工夫。
置业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景了，就像早些年拥有一台电视机、一台洗衣机，一部车、一台
电脑一样。
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意味着渴望以其设计脱颖而出的开发商会越来越多。
在1990年代到2000年后这段典型的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时期，新的市场异象如“幽灵住房”（
未建已售罄的商品房）和“钉子户”（在拆迁地块上坚持不肯迁走，争取更多补偿的住户）出现在一
些主要城市。
由土地转让权买卖驱动的住房商品化和福利之间意识形态和逻辑的矛盾创造出多种奇特的中国式住房
：“样板房”（形式多样的售楼处，可以是法式城堡，也可以是超现代化太空船）、“城中村”（农
村中由农民自己开发的建筑群）、“烂尾楼”（市场冲击后停止建设的空楼）、“宿舍城镇”（容纳
上百万居民但配套设施简陋的市郊住宅区）。
　　由于诸如气候、地理、文化品位和政治等原因，南方和北方省市之间地域性设计的差异得到升级
。
以深圳和广州为例，这两个城市与香港具有相似性，采用的是高密度开发模式，关注土地覆盖率，追
求建造面积最大化，住宅建于商铺上方，设计形式单一。
另外，上海选择的是一种高密度塔楼与联排住宅结合的住区模式，时而模仿欧洲风格。
北京因其政治、文化的特定倾向而避开华美丰富的形式，投向硬朗的现代主义建筑怀抱，奧运会召开
以来，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全球化、实验性的方法。
　　全国范围内不同的条件为建筑制造了一些矛盾，但同时也为设计创造了丰富的多样性，这正反驳
了国际评论界对中国住宅全都一个样的批评。
由国内建筑新星（如都市实践和建筑师徐甜甜）和国际建筑大师[如山本理显（Riken Yamamoto）和斯
蒂文·霍尔（Steven Holl）]设计的一些新近的住宅项目显示出一种飞速变换的住房设计景象，其多样
性较之一些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城市新贵所选择的居所可以是市郊别墅，也可以是市中心高层住宅。
历史上，中国城郊边界清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孕育中国版的郊区蔓延。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住房从沉闷的苏联式公寓建筑和传统民居发展出新的类型，部分由外部引
进，部分由本地创新。
从香港引进并改良的多重塔楼建于裙房之上的模式发展为“巨型街区”，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大门背后
各自独立的社区为特征。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院落式住宅发展为大门式复合体，勾起人们对小区这种围墙式混合功能社区的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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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的住宅项目有些引进自日本（迫庆一郎建筑设计工社在北京的项目和藤本壮介建筑设计事务
所在贵阳的项目），有些引进自欧洲（大卫·奇普菲尔德在杭州的项目），有些引进自美国（斯蒂文
·霍尔在北京的项目），其建筑形式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都很难见到。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和深圳业已成为超越平凡的建筑试验场，新的设计与当地既存建筑鲜有联系，疯
狂的建造实践使整个城市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种对环境的不尊重意味着在混乱和矛盾的条件下将要诞生一种全新的建筑学，它将刺激下一轮变革
。
新的大规模住房设计无论有意无意还是适应性的设计都显示出创新的迹象，因为数以万计的私人开发
商和将来的十亿城市居民将重新定义如何在中国生活（如果中国开始向外输出资本和剩余生产力的话
，还要考虑如何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生活）。
　　当前这幅图景中所缺失的是为诸如外来务工者这类月收入低于100美元的人群提供社会福利住房或
经济适用房。
为抑制投机，政府出台政策规定所有新建住房项目90m2以下住房面积占建设总面积的比例不得低
于700%，并新征投机物业交易税。
如今，遍布全国的城中村试图安置大量的“流动人口”，但是与政府机构协力置地的私人投资商们却
试图歪曲这种安置能力。
目前约有5％的存量房属于社会福利住房，中央政府承诺将在145个目前尚无经济适用房的城市新建400
万经适房，但具体的时间表尚未制定。
如果中国想要维持社会稳定，完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目标，那么在富人住房和低收入市民住
房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这一点而言，由都市实践设计的中国最大的私人开发商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广州的低成
本土楼式住房项目便是一个阐释私人资本和优质设计如何完美地解决实际需求的范例。
　　本辑所收录的项目展示了应对当代住房问题挑战的各种对策：在北京郊区城中村22个艺术家的现
场集体创作、在飞速扩张的深圳为新兴中产阶级而建的高密度综合体、融合了中国传统概念和现代生
活方式的开发商设计项目、移植到广州并变形为低收入务工者住房的福建文化遗产原型、塔楼与街道
的奇异混合。
中国是否能在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掌握平衡，为在其间生活的本地人口和新的移民、富人和穷人
、城市和农村居民建造足够的住房？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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