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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1世纪初叶,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少城镇出现了大拆大建的行为,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发现这种行

为给城市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地区“大拆大建”后的环境、生态、文化、经济等方面状况进行分

析总结,发现“大拆大建”带来的积极作用普遍是暂时的,更多的是大量资源的浪费,城市传统风貌被破坏,城市病蔓延等负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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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也日趋增长,老城区

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房屋拥挤,交通拥堵等问题,老旧城区的功能日渐

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因此,为了尽快改变城市功能布

局,实现城市现代化,催生了一种城市改造中的“快餐文化”——大拆大

建。中国21世纪初叶的大拆大建活动,虽然给老城区带来了新景象,部分

起到了调整城市结构,提高城市功能,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后

期看来大拆大建带来的弊端和危害不可估量,给城市和社会带来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 

1 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未考虑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一味采取大规

模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会给城市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与巨大的资源浪

费。在我国中西部的很多城市,忽略当地的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造出了

许多只见厂房不见工人的所谓工业园。例如,河南省北部地区的鹤壁市,

由于工业发展比重大,新建城区也大力发展工业园,进行大面积的拆除

和重建,虽然城市面貌的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其实新城区几乎是一座产

业空城。 

在大面积的拆除和重建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并且也会对当

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例如一栋建筑住宅的最高服务年限是50

年,迫于地方统一规划建设的压力,众多建筑其使用寿命不到十年就被完

全拆除,这种毁灭式的拆除会带来不少建筑垃圾。然而,目前我国对于大多

数建筑垃圾的处理方式还不够成熟,大多采用填埋、焚烧,会给环境造成一

定程度的破坏。此外,某些建筑垃圾会在堆放过程中,细菌、粉尘会造成一

定程度的空气污染；某些物质受温度、水分等因素作用甚至会产生有害气

体,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少量可燃建筑垃圾在焚烧处理的过程中,可能会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对地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建筑垃圾大多是

不可降解的物质,例如石膏最快也要2年才可以降解；然而水泥、混凝土的

降解需要长达100-200年；粘土砖甚至要500年以上；塑料需要深埋地下,

长达500-2000年才能降解。 

2 城市历史文脉的割裂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受城市化初级阶段发展不成熟带来的现实约束,

人们迫切需求高效便利的现代化服务设施及居住环境,快速化的建设使

城市空间往往被看成是可以切割并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与供给的商

品
[1]
。随之而来的大拆大建行为,忽略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轨迹,导致原

有的城市空间肌理被撕裂,社会关系网络、生活方式、地域文化特色被消

解。如今,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甚至趋近瓶颈,不少城

市建设者提出“擦黑板式”模式全面改造老旧城区,将街区推倒重建,以实

现旧容换新貌。这种方式形成的新街区缺乏自身个性,即使在重建过程中

或多或少会加入部分城市特有文化符号,展示地方文化特色,但这仅仅是

趋于表象的文化传承,缺乏情感的表达,不能引起使用者的共鸣,这样的所

谓文化象征,已经丧失了最真实的城市历史痕迹和风俗人情。丧失了人与

城市的共融,也就脱离了城市人文肌理的本质要求。 

浙江温州别称“山水古城”,古代具有“通五行之水”、“连五斗之山”、

“凿二十八井”的山水格局,“楼台俯舟楫,水巷小桥多”的风貌特征,城

内街区方正,“两纵四横”的道路格局,“一坊一渠,舟楫必达”的水网特 

坏。虽然近几年很多施工单位也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提高房屋建设

工程中的绿色施工意识,但是,实际施工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导致绿

色施工技术的普及不够到位,这也间接影响了我国的绿色施工技术发展。

所以说现阶段施工单位应该重视绿色技术的应用,为建筑行业未来的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5]
。 

3.2对绿色施工技术要求较高 

绿色施工技术在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中应用较晚,所以为了绿色工程

的发展,国家大范围的普及绿色施工技术的学习,但是很多建筑单位在实

际学习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重视,导致我国绿色施工技术的发展始终不理

想。所以,现阶段要想让绿色施工技术良好的普及,就需要提高施工人员的

绿色环保意识,不断提高施工技术,这样才能让绿色施工技术在房屋建设

工程中有更好的应用。 

4 结束语 

绿色施工技术在我国房屋建设工程中的应用依然存在着各种限制,也

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绿色施工技术在房建工程领域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

建筑单位应该合理利用绿色施工技术。绿色施工技术不仅可以促进自然环

境和谐发展,还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房屋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近几

年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房屋建设的环保效果,所以

建筑单位一定要充分利用绿色施工技术,发挥其优势,促进房屋建筑工程

的良好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建筑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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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历经一千六百年都没有改变。但在近十几年间,由于城镇大规模的拆

建活动,温州时过境迁,所谓的“小桥流水”已经消失殆尽。虽然,这种

建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已经成为历史的注脚。反观国外,布达佩斯市,政府明确规

定超过50年的建筑一律不准拆迁；日本提出“百年住宅”的建筑构想,

保护地方传承,减少建设消耗；法国政府赋予每一个老建筑一个特殊的

“身份证”,即对超过20年历史或在国内外有过影响的场所,都立了标记

予以保护
[2]
。 

每一栋古老的建筑都记录着一段回忆,每一条历史街道都书写着一段

城市的历史。旧城需要改造,但要避免大规模的推倒重来,我们需要综合考

虑城市原有的布局形式、环境风貌、人文历史等方面,平衡好城市保护与

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旧城的改造、整治要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

居民的生活方式,避免急于求成,大拆大建,造成城市同质化,出现“千城一

面”的现象。历史应该记录在有质感、有生命痕迹的城市空间里,没有文

化积淀的城市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3]
。 

3 城市病的蔓延 

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会破坏城市原有的结构布局,打破地方的生态平

衡,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新城规划,虽然美化了市容市貌,给城市带来了新

面貌,但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现这种规划模式也带来了弊端也越

来越明显,出现了诸如城市内涝、交通拥挤、生态环境系统失调以及犯罪

率升高等问题,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城市洪涝灾害的问题,时有发生。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2010年的相关调研显示,国内351个城市在2008年—2010年间,62%的城

市都出现过内涝,其中有137个城市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
[4]
。然而这些洪

涝灾害在以前是极少发生的,传统的城市排水系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积

累下来的智慧。快速化的城市更新,虽然能够在时间内给城市带来新景象,

但难以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完美衔接,有些新增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看似完

善,真正遇到灾难时却十分脆弱。 

不拆不建,肯定会阻碍城市发展的进程,面对城市的发展,我们要保持

理性,不能追求眼前利益,要根据具体情况以及使用人群的具体需求合理

拆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的蔓延。 

4 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

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
[5]
。然而21世纪初我国大拆大建的发展方

式既对生态资源造成了浪费,又破坏了社会环境,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生

存隐患,这正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的。 

根据日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估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拆除

的建筑面积约为4.6亿平方米,其中,因形象政绩等原因严重不合理拆除的

占55%。据统计,近几年我国建筑能耗总量占社会总能耗已经高达46.7%,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资源相对匮乏,因不合理的拆建活动而造成

的资源消耗,显然是与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相悖的。有研究表明,若我

国现有的城市建筑每延长10年的实际使用寿命,经济增值等于国内1年的

生产总值,节省的钢材和水泥高达全国一年的总产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必须遵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城市的大拆大建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城市问题,但从资源的有效利用角度来

看,是一场巨大的能源消耗。 

5 总结 

中国21世纪初叶的大拆大建活动,经过十几年的检验,不难发现给

我们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旧城改造要以人为本,以可持续

发展为准则,合理开发建设提高城市效率,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的统一。老旧城区改造要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的进行,

衡量好拆建物的价值,明白什么该拆,什么应该保留,提倡在旧物的基础

上进行新的提升改造。要充分尊重居民的意见,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和

城市肌理,传承地方特色和文化风俗,实现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有机更

新其“乡愁”景观
[6]
。新城的建设也要充分考虑城市整体的发展状况,

结合人口、产业、文化、基础设施、生态资源等因素,考虑长远的发展

状况,做出科学预测,避免盲目的大规模建设,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资源

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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