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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质标准再次征求意见，但依
旧未见落地

2月25日，新版《工程设计资质标
准》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标
准中资质类别、级别精简，将原来的近
600 多项资质类别减为 85 个，取消丙、
丁级资质和专项资质；注重个人工程业
绩，但注册配置及专业人员要求大幅下
降，部分注册人员可以和职称人员互
替，大部分资质取消设备专业注册配
备，整体门槛大幅降低，引起业内轩然
大波。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征求意见稿历经
2014、2016、2020、2022 年等多个版本
的升级换代，至今未见落地。

二、疫情叠加房地产下行，设计行
业进入“寒冬”

3 月起，疫情及防控加力，上海进
行了为期近100天的“静默”，之后全国

“静默”成为“新常态”，加上房地产持
续的信心不振，对设计行业带来重大影
响。企业普遍裁员、降薪、收缩，尤其
是民营企业大幅撤并压减分支机构，诸
多小微企业停工、歇业，行业进入“寒
冬”。

三、勘察设计“十四五”信息化工
作指导意见发布，数字化转型成为核心
工作

4月22日，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编制
发布《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十四五”信
息化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以数字化转型
整体驱动生产方式变革，推动数据赋能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初步实现全生命周
期数字化协同工作模式，到2025年，大
型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转型，有条
件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进
展，部分龙头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勘察设计“十四五”规划发
布，“改革”“转型”成高频关键词

5 月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发 布
《“十四五”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规
划》，提出“十四五”期间七个方面三十
项具体任务，在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完

善注册考试及执业管理制度、加强建筑
和城市风貌管理、施工图审查、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数字化转型、BIM 技术、
EPC、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
等方面重点强调深化。

五、多地试点推行“建筑师负责
制”，北京做出“示范样本”

5 月起，又一批城市重庆、合肥、
东营、广州、宁波相继发文试点建筑师
负责制。其中北京步伐走在前列，于 5
月30日发布《北京市建筑师负责制项目
应用指南》，这是其继去年发布《北京市
建筑师负责制试点指导意见》以及相关
配套政策以来又一深化举措，旨在拓展
建筑师负责制试点范围，解决目前试点
工作中存在的相关改革政策执行难等问
题。

六、北京施工图审查改革进入“深
水区”，十大任务打出改革“组合拳”

继2021年10月国务院允许北京探索
取消施工图审查后，2022年6月北京正
式发布《关于深化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房屋建筑施工图
由事前审查调整为事后抽查，并确定十大
任务，打出改革“组合拳”。7月，北京迅
速就《实施方案》中的几大关键事项告知
承诺、图纸质量抽查、质量信用管理等发
布了配套办法。此举意味着审图机构作
为施工图最后一道质量“防线”被真正打

破，设计质量责任开始
回归设计院。

七、多地协会发
布新版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引导合理
设计取费

住建部 《“十四
五”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发展规划》 中提出

“支持行业协会发布行
业服务成本信息，探
索推进‘人工时’计
算模式，引导合理设
计取费和设计周期”。

6月10日，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发布《工
程 勘 察 服 务 成 本 要 素 信 息 （2022
版）》，12月7日、9日，湖南省和吉林
省勘察设计协会又相继发布《湖南省工
程勘察设计收费指导标准 （征求意见
稿）》《吉林省工程勘察设计收费导则
（2022版）》。是废除相关收费标准后业
内对于缺乏取费依据多年后的突破。

八、住建部启用新版勘察设计注册
管理系统，“挂证”将无所遁形

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
效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
司对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
注册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12
月 1 日正式启用后，一级注册建筑师、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及其聘用企业办
事业务需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
务门户平台注册登陆。申报一级注册建
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二级注册
结构工程师除外） 注册，不再要求提供
身份证明复印件、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
动合同复印件。审查注册材料时，将对
人员进行多项职业资格注册单位的查重
工作，对初始注册人员还需核查檄纳情
况。

九、设计院上市、并购重组，跨界
转型拓展新市场

在行业不景气以及转型发展的背景
下，业内各种并购重组资本运作动作频

频。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共有4家以
工程勘察设计业务为主的设计企业上市
或首发过会，分别属交通、景观、室内
设计、规划四类。中国交建和中国城乡
控股集团拟将下属6家设计院与祁连山
水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借祁
连山之“壳”登陆资本市场；广厦建筑
设计院以1.35亿元被展厅设计公司上海
维迈科建集团收购，是近年来建筑行业
量级最大的一次并购；深城交9934万收
购南京城交院，提升其在交通规划咨询
领域的服务能力和品牌价值，以及在华
东区域的市场份额和区域竞争力；尤安
设计与绿地控股等7家开发商以债务重
组方式来化解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债
务人以房抵2.95亿元设计费；奥雅股份
以 925 万元收购渝高设计，提升其在建
筑设计板块资质能力；霍普股份对爱珀
科增资4500万元，拟跨界光伏领域。

十、多个勘察设计领域院士逝世
7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风景

园林学家、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
孟兆祯逝世，享年 90 岁；10 月 23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彭一刚院士逝世，享年90
岁；12月22日，土木工程与结构力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教授龙驭球逝世，享年96岁；12月
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关肇邺逝世；12月26日，我国
现代城市设计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我
国著名城市设计学家、城市设计教育
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郭恩章逝世，享年88岁；12月
29 日，我国著名城市规划思想家和学
者、城市规划教育家、建筑教育家和设
计教育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教授、名誉院长李德华逝世，享年99
岁；12月29日，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大
师、2019年普立兹克建筑奖得主、2020
（第十届） 梁思成建筑奖得主矶崎新逝
世，享年91岁。

2022 年度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十件大事
□陈 雯

审视自身，破解当下困局
2022年的设计行业，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难，总结来说就是“割裂、冲突、
魔幻”。回顾 2022，行业发展呈现出一
些特征：房地产冲击下业务持续萎缩，
部分民营企业为解决经营困境重回国资
怀抱，企业上市路径明显受阻……行业
规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应对发展压力，业内诸多企业在过
去的一年里做出了各种探索尝试，但在
业务探索和创新方面缺乏有效突破，资
源、政策、思想等方面的层层束缚，让
新的业务探索、新的想法难以落地。另
一方面，行业在未来发展尚不清晰的情
况下，同时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短期问
题，不得不投入一部分精力来解决当下
面临的问题。可以说，行业未来发展前
景仍不清晰，发展路径仍不明确，对于
未来发展的预期信心不足。

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过去设计行
业隐匿的问题逐一暴露，并在2022年进
一步凸显，过去的增长模式、发展模式
和管理模式都遇到了瓶颈：

从增长模式角度看，设计企业存在
供需错位。过去，设计企业长期依赖于
增量市场实现发展；而现在行业主要依
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撑发展的线性关系
正在发生改变，开始由增量市场走向存
量市场，支撑行业发展的强烈动力已经
改变。设计行业传统的供给方式已经无
法满足层出不穷的新需求，导致有效供
给不足。

从发展模式角度看，传统发展路径
已经失灵。行业过去发展主要依赖资质
壁垒和人员投入，这种“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的“和面式”发展模式已
经难以适应当下发展需求，相当多的企
业人均效能天花板难以实现突破。

从管理模式角度看，粗放式管理方
式加剧冲突。时至今日，行业内大多数
设计企业依然是采用“放水养鱼”的粗
放式管理方式，数字化技术应用落后，
管理投入度不足，在外部冲击下这一矛
盾进一步凸显。

当下，行业发展规律已经被打破，
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生改变，行业正走在
转换发展的轨道上，需要企业走向创新
突破。但与此同时，企业在创新探索方

面依然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是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短期思维，

无法以系统化思维推进变革发展。二是
始终延续单环节分工的思维，无法跳出
工程建设的链条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三
是无法建立产品思维，推进盈利模式优
化。四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有
效的资源整合既包括内部资源，也包括
外部资源整合。当下的处境需要企业进
一步强化对外部资源的整合，更重要的
是融入或者构建相应的生态圈。

顺应趋势，重构设计价值
面向未来，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定义

设计，定义设计企业和设计工作，最终
定义整个设计行业。要回归设计的本
源，明确设计到底是什么，思考设计的
边界、内涵、价值应该如何体现。

过去，设计是一项专业服务，为工
程建设提供单环节或者阶段性的服务。
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未
来的设计应该是以解决场景问题为导
向。过去设计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重点是
工程项目，依托工程项目提供服务。而
未来设计的内核是通过设计来营造新的
场景，解决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和生活
问题。

比如，在新型城镇化、绿色低碳、
韧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智能
高效等发展理念下，蕴涵着生态优先、
绿色建造、海绵城市、应急管理、建筑
文化、基础设施完善、城市更新等一系
列的服务场景，这就需要设计企业运用
解决问题和价值创造的集成化思维，服
务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场景。

再比如，在绿色低碳的背景下，生
态领域同样存在大量的市场空间。对于
设计企业，绿色低碳的发展要求，可以
具体转化为包括能源转型规划、咨询服
务、低碳建筑技术创新、生态碳汇的设
计理念创新、低碳的全过程咨询服务、
能源管理服务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这
就需要设计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伙伴式服
务，提供生态低碳咨询服务。

行业的价值定义将从“从属于项
目”转变为“解决问题”，设计的价值载
体也将从“工程项目”走向“发展场
景”。

当下，设计行业已经从过去的水大

鱼大走到了风大雨大的阶段，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行业进入了深度不确定
的超级VUCA （“volatility易变性、un-
certainty 不确定性、complexity 复杂性、
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 时代。处在
从无序到新一轮秩序建立的重启阶段，
过去确定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很难找
回，未来的发展方式、发展方向都会被
重新界定。2023年，行业将真正的开启
转型，走上一条向死而生的转型之路。

展望2023，行业发展呈现出几点趋
势：

第一，2023年是未来的新赛道主战
场抢夺的窗口期。从2021年开始，一些
业内企业已经开始寻求第二增长曲线，
考虑新赛道，进行新探索，2023年，这
个窗口期还会进一步打开。

第二，行业发展属性的定义将更加
多样。即使同为设计企业，但企业的内
在属性将会更加多样化。

第三，企业需要重新审视战略定
位，推进文化体系重构和文化重塑。面
对当下冲击和发展不确定，企业需要重
新审视自我战略定位，重构内部体系。

第四，设计企业的重组整合会进一
步加剧。整合不仅包括国企、民企的收
购重组，同时也包括国企的专业化重组
改革；一些企业会加强在科技创新、数
字化等新型领域的结合，有更多新作为。

第五，竞争要素更加多层次，更加
具体。过去更多的是同质化竞争，未来
的竞争层次将更加丰富、具体。

创新求变，迈向新赛道
布局新赛道，企业首先需要转换过

去的发展思维。新赛道不是原有业务的
简单叠加，不能用机会主义的思维布局
新赛道。新赛道的布局是一种长期投
资，需要长时间投入，“即时投入、即时
见效”的急迫心理不能帮助企业真正走
上新赛道。此外，新赛道主要围绕具体
场景展开，因此不会是传统的项目形
式，企业需要找到场景服务的切入口，
建立长期的服务周期和链条，以价值增
长为追求提供服务。

布局新赛道，企业可以从三个方面
发力：

第一，实施跨周期管理。行业过去
发展的周期和规律已经逐渐失效，新的

周期和相应的要求规则还没有完全成
型。处在断裂带上，要跨越到新的周
期，就需要内部增强相应的创变能力，
增强发展韧性。

第二，持续推动内部变革。过去企
业的变革是一种适应性的短期调整，未
来需要系统化有序推进。

第三，融合创新。既要有对内部有
效资源的整合，也要有外部资源的整
合，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产业链、价
值链、生态链来布局和补齐业务短板。

布局新赛道，企业需要提升自我的
创变能力，通过塑造核心竞争力打造发
展厚度，通过治理体系、人才梯队、韧
性组织的建设构建发展速度，通过生态
链接、文化驱动、技术强身实现发展广
度。要从业务和组织模式上共同发力，
实现创新驱动。

在业务设计上，关注融合创新。要
将工程技术和数字技术有效融合，以数
据驱动业务，实现产品的虚实交互，形
成服务创新和盈利模式的创新。

在组织模式上，关注效能提升。要
建设专业化赋能型总部，形成标准化模
块化作业。未来将呈现集团化的组织形
态、数字化的管理方式、生态化的资源
整合、系统化的运作逻辑、标准化的操
作流程。

构建生态圈，以生态驱动创新。过
去大多数的合作从末端、项目任务达成出
发，更倾向于项目的利益分配；未来要向
前端看齐，向资源和能力出发，基于模式
独特性、资源稀缺性、能量耦合性对接所
需资源，提升内部资源分层管理能力，塑
造生态品牌，形成独特的资源和能力优
势。

未来的出发点不是企业能做什么，
而是立足具体场景，企业需要做什么。面
对新的发展环境、新的竞争格局、新的价
值规律，企业要积极正视这样的变化，改
变认知习惯，跳出原有的路径依赖，确立
新逻辑，选择新赛道，积聚新动能，实现
新发展。

智者言，“悲观主义者抱怨刮风，乐
观主义者期待风向转变，现实主义者调
节风帆”。在当前环境之下，在巨大的发
展压力下，我们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调节自己未来的航向。

未 来 设 计 价 值 如 何 定 义 ？

从“工程项目”走向“发展场景”
□祝波善

近日，第三届上海“首席品牌官”
正式公布，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总建筑师张俊
杰荣膺上海“首席品牌官”称号。

2020年起，为积极响应全力打响上
海“四大品牌”行动计划要求，树立典
型标杆、表彰先进个人，大力发挥优秀
品牌官的作用，上海市品牌建设促进会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并连
续开展全国首创的上海“首席品牌官”
推选活动。

张俊杰自担任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总经理以来，
负责制定多轮公司发展战略，主持华东
院品牌战略实施与落地，形成和完善了
华东院品牌管理体系，持续提升ECADI
品牌在客户、行业和公众中的认知度和
美誉度，对企业品牌形象塑造和品牌资
产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2年，他敏锐把握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诉求，紧跟国家设立“中国品牌
日”和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的指导思想，在集团一体多元的品牌战
略指引下，将每年 5 月 19 日“院庆日”
设立为华东院的“品牌日”，明确企业使

命“创新中国设计，引领美好生活”为
品牌宣言，从创新引领的设计品牌、价
值集成的服务品牌、品质专业的技术品
牌、专家赋能的人才品牌四个维度，全
面阐释了华东院四位一体的品牌形象，
立志在“中国创造”的品牌时代，唱响
设计领域的中国品牌。

他积极呼吁中国设计企业讲好中国
设计的品牌故事。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指导下，上海市建筑学会、上
海市品牌建设促进会、上海产业创意设
计协会与华东院联合主办“设计赋能
品牌立国——唱响中国设计品牌”线上
研讨会，并向全社会发布行业品牌发展
倡议，助力中国品牌强国建设。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表示，
上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品牌建
设。上海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
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
牌”，既是上海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顺
应国家对上海的战略要求。希望各位首
席品牌官，将品牌建设作为构筑新时代
上海发展战略优势的新抓手，把上海四
大品牌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四大品
牌传得更远、影响更广。 （华建集团）

华建集团张俊杰当选第三届上海“首席品牌官”

2022年12月28日下午，全球空间设计业界瞩目“设
计之都”深圳。第12届国际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颁奖盛
典全球直播，70个国家和地区7461件参赛设计作品竞逐
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光环境设
计等五大类23个专业设计大奖。最终，21项作品揽得全
球最佳设计大奖。

尽管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但艾特奖参赛国家和地区
数量逆势上扬。第12届国际设计大奖艾特奖共收到来自
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参赛，新增了爱沙尼亚、菲
律宾、阿尔巴尼亚、沙特阿拉伯、多米尼加5个国家，展现出
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凸显艾特奖的国际影响力。

本届艾特奖评审团横贯中西，阵容强大，由院士领
衔、15位顶级设计专家组成国际评审团。同时，国际顶
级设计机构纷纷参赛，竞争更趋激烈。经过国际评审团
多轮评选，中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等国
家91个设计项目入围全球五强，角逐艾特奖全球最佳设
计大奖，最终21个项目脱颖而出。

景观设计类别“最佳都市景观设计奖”由东大 （深
圳） 设计有限公司 《松山湖中心区通湖礼廊 （示范段）
改造提升工程项目》获得，评审团这样评价道：“这是一
项关于松山湖中心区段的通湖长廊及街道两侧的改造提
升的设计。项目包括交通和停车的梳理，以及相关绿植
和景观轴线的再塑造。设计抓住了功能场所营造以及水
岸公共性等方面，紧扣庆典、展示和科技互动的主题，
很好地提升了区域整体性设计感，突出了区域特有的文
化神韵。设计上对于动静区域以及用于市民休息场所的
考虑是合理的。相关节点的景观设计和树植的搭配是巧
妙的。”东大（深圳）设计有限公司还获得了今年的“最
佳城市设计奖”，实力强劲。

中国昆明设计师杨晗凭借《树几山舍度假酒店》斩
获“最佳酒店空间设计奖”。评审团评价道：“设计师通
过抽象与具象手法的结合，将原宅的陈年肌理颇具匠心
的生还到新的建筑中，触动灵魂而找到精神的共振，形
成了记忆与联想；把民族文化特色多层次、多角度、多
手法地巧妙穿插在多元的审美时空中，闲适洒脱、别具
情趣。创造了充满在地风情品位的特色文化旅居空间。”

“最佳办公空间设计奖”由来自中国珠海的设计师张
成荣《凡度 几何空间美学馆》获得，评审团如此评价

“设计巧妙地将接近40年的铁皮棚厂房改造成为明亮而精
致的家具企业的展示办公空间。尽管没看到必要的设计
图纸，但通过建成后的照片可以看到设计上在主要节点空
间上的颜色使用非常大胆，也衬托出主体空间的白色、木
质等的明亮和自然。设计上通过抬高、转折、台阶，以及植
入箱型几何体等手法造成视觉上的变化和通透，引入天
井、天窗等元素制造仰视立面，移步换景空间感丰富。”

曾获“第11届艾特奖最佳居住空间设计大奖”的杭
州市设计师胡建，今年凭借《温润 墅生活》再次斩获
第12届艾特奖“最佳居住空间设计奖”。评审团对其高度
评价：“该项目设计整体简洁明快，空间处理手法较为灵活，结构体块的交
错，形成了空间与情感、序列与光影、新与旧的碰撞，将多元的生活状态引入
空间思考，进而探索更多的居住可能。同时，软装陈设与空间设计的融合恰到
好处，能充分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进行设计。”

广州闳雅堂空间文化策划有限公司凭借《江西南昌保利大都汇》获得《最
佳陈设艺术设计奖》，评审团不吝溢美之辞：“这是一项软装设计，设计运用材
料质感的对比和精致化，突出飞机制造的机械美感。设计结合洪都的飞机文化
历史，用大量擦色真皮和做旧金属。软装设计注重打造展示空间的静谧感，以
及相关洪都飞机发展的历史厚重感。整体设计渲染了气氛，提升了空间魅力，
实现了厚重如石，质朴如木，清净如镜，粗旷如砼。”

室内设计类“最佳文化空间设计奖”由中国深圳的于强室内建筑师事务所
的作品《华侨城西咸沣东文化中心-OCAT望周暨西安馆》摘得桂冠，评审团
这样评价道：“隐于西安古都的华侨城·西咸沣东文化中心望周暨OCAT美术
馆，毗邻著名的镐京遗址，从新旧共存、多元兼容出发，以新现代主义的视
角，诠释艺术符号的时代性，溯源并拓新，创造出作为承载历史的碑石、填充
文明的注脚，召唤过去与现代交融的优秀文化空间设计和营造。”

荣获“最佳城市建筑光环境设计奖”的北京市洛西特灯光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
作品《只有峨眉山戏剧幻城》，更是让评审团记忆深刻：“项目以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
肌理为幕，以智能化调控照明技术为笔，描绘出一幅飘逸、玄幻、美妙的彩云之巅、天
域之国的建筑光环境艺术佳作，在光感闪烁的瞬间，还原了年代质感，给人无限的遐
想空间；抽象形态的光影律动令人产生强烈的形式美感。” （汪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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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庄木弟为第三届
“首席品牌官”颁奖

最佳居住空间设计奖：（中国杭州）
胡建《温润 墅生活》

最佳酒店空间设计奖：（中国昆明）
杨晗《树几山舍度假酒店》

■年终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