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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建筑资源理论探析*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oduction

陈  科 戴志中 CHEN�Ke,�DAI�Zhizhong

摘 要 首先，从资源科学基础理论出

发界定了建筑资源的概念内涵：能够作为

劳动对象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创造出财富

的既有建筑；然后，从社会生产视角引申

出建筑资源的若干理论问题；其后，对不

同类型的产品价值和生产成本进行分析，

探讨相应的建筑资源利用方法及其中的

属性操作；最后，建立对建筑资源利用中

的主体需求、利用模式、产品类型及其价

值、广义的生产成本等的初步认识，进而

揭示出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建筑资源理论

要点及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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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architectural� resources�are�defined�as�existing�buildings� that�can�

be used as objects of labor to create fortune based on theories of resources science. 

Secondly, issues of architecture resource are mentio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oduction.�Thirdly,�different� types�of�production�values�and�cost�are�analyzed,�and�

methods�of�architecture�resource�utilization�are�discussed.�Lastly,�demands,�utilization�

patterns,�production�values�and�costs�are�realized,�and�outline�of�architectural�resources�

theory is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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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Resources）是“创造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1]，作为经济学术语，指

“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2]。目前，较为普遍采用的“资源”概念内涵是：在一

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着，能够为人类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经由人类劳

动而创造出财富的各种要素[3-4]。资源的外延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

前者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后者包括文化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

等，旅游资源则属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交叉[1]。与资源分类相对应，资源学科体

系中包含若干部门资源学，例如土地资源学、文化资源学、旅游资源学、人力资源学

等。目前的资源分类体系中尚未出现明确的“建筑资源”概念，也没有相应的“建筑

资源学”研究。文化资源学[5]、旅游资源学[6]等部门资源学提及了作为文化或旅游资

源的某些建筑类型（例如文物古迹类建筑），但这显然难以从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

充分揭示大量具有不同属性的既有建筑作为资源的可能性。

近年来，在思想观念层面，建筑学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建筑作为资源”

的问题①。应用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既有建筑再利用”，主要包括既有建筑保

护、改造与材料化利用②，与文化遗产保护，地区社会经济转型与复兴，城市—建筑

空间的立体拓展与功能复合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功

能适应性与能耗经济性，自然资源的集约利用与循环经济等紧密相关。除此以外，

笔者认为，广泛存在的既有建筑“信息化”以及重建和仿建等实践都属于将建筑作

为资源加以利用，其过程和结果对建筑学的发展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③。

总体而言，资源学领域的研究为“建筑作为资源”研究提供了“资源”概念支

撑和理论视角，但缺乏针对建筑的专门研究，未能充分揭示建筑作为资源的若干可

能性；建筑学领域的研究探讨了“建筑作为资源”的若干利用方法，但是缺少从“资

源”这一经济学概念出发的系统研究，未能就利用建筑的社会生产本质及过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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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分析，这反过 来对利用方法的评

价、完善和拓展构成了局限。因此，笔者

认为有必要将资源学与建筑学相结合，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展开研究，明确“建

筑资源”概念，探寻相应的理论要点。

1   建筑资源研究的社会生产   

视角

1.1 建筑资源的概念界定

从前文提及的资源分类体系中可

以发现，资源概念实际上将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囊

括在内。对于本文所指的作为资源的

建筑而言，需要排除仅仅作为劳动资

料的建筑，即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性建

筑”。例如厂房，当其正常使用时，它作

为劳动资料发挥着自身的功能，这属于

普通的建筑功能问题，因此不纳入本

文研究；但是当厂房废弃并被改造利

用时，它作为劳动对象用于创造新的财

富，便进入了本文的研究视野。因此，

“建筑资源”概念可以界定为：能够作

为劳动对象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创造出

财富的既有建筑④。

1.2 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建筑资源理论

问题

考察建筑资源利用的社会生产过

程（图1）可以引申出以下几个层面的

理论问题：（1）建筑资源利用的目的；

（2）建筑资源利用的方法和条件；（3）

建筑资源利用的结果；（4）建筑资源的

价值评价；等等。

对于问题一，从建筑资源内涵可以

看出，建筑资源利用的目的是创造财富

（即满足主体需求的劳动产品），因此

主体需求是基本研究内容；对于问题

二，是要考察需要投入怎样的劳动和

其他生产要素才能实现对既有建筑的

利用，主要涉及利用模式和生产的内部

成本等问题；问题三包含实际生产出的

产品类型及其价值问题，以及相应的

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等问题；对于问题

四，建筑资源的价值就是指既有建筑

满足主体“将其投入生产获得产出”的

需求的能力，产品价值与建筑资源的价

值正相关，生产成本与建筑资源的价

值负相关。因此，问题二和问题三是解

答问题四的基础。从 对上述问题的分

析可以初步归纳出建筑资源研究的几

个理论要点：主体需求（目的）、利用模

式（方法）、产品类型及其价值（结果）

和广义的生产成本（条件与结果）。下

文拟从建筑资源利用的结果和条件分

析出发，探索对目的和方法进行认识与

批判的理论路径。

2  建筑资源利用的产品类型及

其价值

建筑资源利用的目的是生产出满

足主体需求的劳动产品。从目前的实践

来看，建筑资源利用的劳动产品可分为

空间产品、信息产品和其他产品。主体

需求主要指消费者需求，也涉及生产者

和交换者的需求。对消费者而言，劳动

产品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

考虑到生产者和交换者的需求，劳动

产品还应具有交换价值⑤。

2.1 空间产品的价值解析

2.1.1  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建筑资

源利用

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指向“行为

适应”，主要包含对日常生活和生产行

为的容 纳，保证一定的安 全 性（如结

构耐久性、应对紧急情况等）和舒适度

（如控制声、光、热等物理环境）等。

在可持 续发 展战略 指导下，减 少

空间运营的成本和环境破坏（如节能、

节地）等成为将既有建筑塑造为“新空

间”的基本方向之一；在信息社会和消

费社会，空间的信息媒介功能成 为建

筑资源利用的一大取向；利用文物建筑

“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

览场所”⑥较为常见；而废止传统工业

植入第三产业的既有建筑空间“更新”

是经济发展模式演进在空间生产中的

显著表现。

除了上述主要依托于既有建筑本

体 的空间产品（即“ 更 新的”既 有 建

筑）以外，还有以既有建筑作为自身构

成要素之一的“邻近空间”（包括与既

有建筑邻近的其他建筑、道路和场地

等空间）的生产。例如，在具有吸引力

的既有建筑附近修建广场或者建筑，创

造出具有良好景观（由既有建筑参与构

成）条件的空间产品；对处于城市交通

瓶颈处的既有建筑，可以通过将建筑局

部改造为城市交通空间来创造具备更

高服务水平的城市交通空间系统。

还有一类利用既有建筑创造特定

功能空间的方法，即复制或模仿既有建

筑的某些特征，以获得相同或相似的功

能。例如有学者指出：“勒·柯布西耶成

功地在屋顶上增加了附加价值，既可以

‘生活’，又可以种植‘植物’。在多雨

多雪的阿尔卑斯以北的坡屋顶建筑地

区，勒·柯布西耶建议‘在屋顶上的生

活方式’，是任何人没有能够想到的。

这大概就是非洲阿尔及利亚的‘沙漠住

居’的印象起到了帮助作用。[13]”

可以看出，利用既有建筑所能创

造的空间产品包括三类：“更新的”既

有建筑、邻近空间和新建建筑。空间产

品类型不同，指向特定使用价值的建筑

资源利用方法也不同：既可能是对既

图1  建筑资源利用的社会生产过程
Fig.1� social�production�process�of�architecture�

resource�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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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筑自身功能属性的改变（更新或补

充），也可能是维持既有建筑功能而改

变其文脉属性（“邻近空间”的塑造），

还可能是通过再现既有建筑的形式或

结构特征，赋予新建建筑以相同或相

似的功能属性⑦。

2.1.2  空间产品的符号价值与建筑资

源利用

空间产品的符 号价值指向“文化

象征”，主要表现为历史信息和公共信

息的传承与传播，空间消费者社会、文

化、经济身份的 指 认与区分 等。较 有

代表性的空间产品包括文物古迹旅游

地、城市“特色”风貌区、建筑主题博

览公园、仿 古商业步行街和异域风情

住宅等。

主要利用方法是对既有建筑的空

间化再现，即通 过 复制、模仿既有建

筑的某些属性而创造出新的建筑或城

市空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具

体的既有建 筑的再现，以深 圳“世界

之窗”等主题公园为例；一种是对某种

“类型”的既有建筑总体特征的再现，

以“欧陆风情”住宅建筑、“传统风格”

商业步行街等为例。值得一提的是，既

有建筑的空间化再现似乎存在两种极

端：一种被认为是对建筑“符号”的简

单复制和模仿；另一种则被理解为经过

了深思熟虑的对某种建筑“原型”的认

识和再现。两者的界线何在？或许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对既有建筑的再

现不仅仅涉及新建建筑，大量基于特定

风格的既有建筑“立面改造”或“室内

装修”往往也是对另一些既有建筑的

再现。

在属性操作层面，既有建筑的意义

属性或许是空间生产者期望获得的，但

是意义本身不能直接复制。具体途径只

能是再现既有建筑的形式、功能、结构

和文脉等属性，形成“符号”，以期最终

获得意义。事实上，出于各种客观或主

观原因，既有建筑若干属性的再现程度

和质量参差不齐，“符号”已然失真。

2.1.3 空间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建筑资

源利用

交换价值指向“商品经济”，主旨在

于为产品交换者（往往也是生产者）谋

得利益。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是交换价

值的基础，稀缺性则是决定因素。市场

条件下，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生产者和交

换者的基本取向，因此产品往往对消费

者构成不同程度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使用价值的稀缺性可以表现为在

高密度城市中利用既有建筑获得的空

间品质优势（如低容积率）、交通区位

优势和环境景观优势等。在此，对既有

建筑的利用将优先考虑针对上述价值

的一系列属性操作。

虽然空间产品的符号价值必然不

同于其所再现的既有建筑，但 对于交

换价值而言并非致命问题。因为对于

追求稀缺性的空间生产者和交换者而

言，某些类型的空间产品的真正意义或

许并不在于和遥远的既有建筑“几乎一

样”，而在于和相互竞争的空间产品拉

开“显著差距”。在这种思路下，对所再

现的既有建筑的选择标准往往并非文

化内涵上的“恰当”，而是社会身份中的

“高端”。

2.2 信息产品的价值解析

2.2.1 信息产品的符号价值与建筑资

源利用

对于信息产品，由于信息本身是

由若干符号构成的，因此笔者认为，信

息产品的使用价值⑧也就是其 符号价

值。

信息产品的一部分符号价值指向

“生产性消费”。在此，信息产品作为

“半成品”再 次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创

造新的财富，例如古建筑测绘的一系列

成果可以用于建筑历史理论研究，也可

以用于重建和仿建等。总体而言，建筑

专业领域（教育、研究和营建）内的生

产实践（专业知识生产和建筑空间生

产）往往都是对信息产品进行的“生产

性消费”。

信息产品的另一部分符号价值指

向“生活性消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也需要各种关于既有建筑的信息，从而

建立和完善对整个世界的普遍认知（至

少是对天生的好奇心的满足），以及作

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参考（例如选择在

哪里居住、去哪里购物或旅游）。人们

对信息产品的持续消费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其意识形态的建构，进而投射到人

们对其所处的建筑和城市空间的需求

上，这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建筑专业

领域的发展。

信息产品来自对既有建筑的信息

化再现，即将既有建筑的若干属性通过

影像、图形、文字等方式加以记录、描

述和传播，例如建筑摄影、建筑测绘和

建筑文学等。在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

各种各样的媒介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源

自既有建筑的复杂信息，信息化再现方

法和技术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完

整性和准确性，进而影响主体与既有建

筑相关的思想观念、劳动技能和生产

实践。以建筑摄影为例，镜头对既有建

筑的再现实质上创造了新的信息产品。

在信息社会和“读图时代”，既有建筑的

“受众”或许更多是建筑影像消费者。

不同于人眼构造的光学装置的成像结果

对个体的建筑认知，乃至建筑学理论与

实践的发展到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2.2.2  信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建筑资

源利用

信息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取决于稀

缺性，一方面来自其所再现的既有建筑

自身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来自于再现

手段的独特性和有效性。生产性消费

和生活性消费对信息产品的需求是有

差异的，前者看重信息的专业性、准确

性、深入性和系统性，后者则倾向于追

求感受和体验。即使是在同类型的信息

消费领域也存在不同的具体需求，因此

信息产品的稀缺性不能一概而论，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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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筑和再现手段的选择都必须首先

理清具体的消费需求。

与空间产品相比，信息产品的排他

性和竞争性相对较弱，需要通过媒体

操作（如限量发行）和法律制度（如知

识产权法）来保证其交换价值。

3  建筑资源利用的生产成本

建筑资源利用的生产成本是广义

的，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层面，包括

生产自身的内部成本、因其外部效应造

成的外部成本以及因做出选择造成的

机会成本等。

3.1 建筑资源利用的内部成本

内部成本是生产主体为了实现 对

建筑资源的利用而投入的所有生产要

素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一方面可以

通过技术创新、资源共享等途径降低内

部成本；另一方面，片面地控制内部成

本可能导致外部成本增加和产品价值

降低。

3.2 建筑资源利用的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是利用建筑资源的生产

过程和结果对社会、文化、环境等造成

的负面效应。例如，“保护式利用影响

下的改造式利用和再现式利用”广泛存

在于采取“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

风貌协调区”模式的实践项目中，如果

处理不当，可能带来原住民被迫搬迁、

原生环境破坏以及传统建筑文化失真

等问题。

3.3 建筑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

对某既有建筑一旦采取特定的利

用方案，就意味着丧失了通过与之相竞

争的其他利用方案创造相应产品价值

的机会。被放弃的其他利用方案所能

创造的最大价值就是机会成本。尤其

某些利用方案对既有建筑所采取的属

性操作具有不可逆性，进一步增大了机

会成本。减小机会成本的途径主要包

括：投入足够的生产要素，充分利用既

有建筑，提高产品价值；采取多种利用

模式，实现对既有建筑的综合利用，创

造多样化的产品；采取具有可逆性的属

性操作方案，避免或减轻对既有建筑

若干属性的永久性破坏。

4  结论

通过前文基于社会生产视角的建

筑资源分析，可以建立以下初步认识：

（1）关于主体需求（目的）。生产出

满足主体需求的劳动产品是建筑资源

利用的根本目的。主体需求不仅指消费

者的生产性或生活性消费需求，还包

括生产者和交换者的获利需求。生产

者和交换者可以通过媒体操作等方式

影响消费者对自身消费需求的认知。建

筑资源利用的具体实践受消费者、生产

者和交换者的共同影响。

（2）关于利用模式（方法）。既有

建筑不同范畴的属性奠定了自身的资

源价值基础；建筑属性具有一定程度的

可操作性，并且需要通过维持、改变和

再现等属性操作实现对既有建筑的保

护式、改造式和再现式利用。既有建筑

的保护式、改造式和再现式利用之间

存在密切联系，具体实践中可能需要对

同一既有建筑采取不同的利用模式，也

可能需要对不同的既有建筑分别采取

不同的利用模式。既有建筑的信息化再

现可以为空间化再现以及保护式、改造

式利用提供必要的信息产品。

（3）关于产品类 型 及其价值（结

果）。利用既有建筑所创造的产品包括

空间产品和信息产品等，其中空间产品

包括“更新的”既有建筑、邻近空间和

新建建筑；产品价值包括使用价值、符

号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建筑资源价值

的正相关因素。生产者和交换者可以通

过媒体操作等手段影响消费者对产品

价值的认知。

（4）关 于 生 产 成 本（条 件 和 结

果）。广义的生产成本包括内部成本、

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建筑资源价值

的负相关因素，可以通过选择特定的既

有建筑利用方案（如若干利用模式组

合与谨慎的属性操作）降低生产成本。

综上所述，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建筑

资源理论要点及其关联如图2所示。

 

注释：

①  2 0 0 2年召开的第21届世界建筑师

图2  社会生产视角下的建筑资源理论要点及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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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XXI UIA World Congress 

of Architecture）以“资源与建筑”

（Resource Architecture）为主题。大

会一方面探讨了建筑对资源的使用和

消耗问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建筑自身

也是一种资源，能够加以开发利用[7]。

建筑本身作为一种资源，在物质层面

和文化层面上值得探讨[8]。既有建筑可

以作为城市可再生空间资源加以开发

利用[9]。

②  有学者指出“建筑再利用在外延上包

括三方面：一是建筑肌体的加固、修缮

等；二是改建、增建等；三是部分既有

肌体在新建筑中的循环使用”[10]。

③  例如，戴维·史密斯·卡彭在《建筑理

论》中指出了许多现代主义大师对既

有建筑的某种“利用”——模仿：“最

重要的模仿来源是其他建筑。广为人

知的是，密斯·凡·德·罗在他的早期

作品中，把申克尔的设计，作为一个先

例；路易斯·康将部雷与勒杜德更为抽

象的形式，作为他自己作品的范本。班

纳姆注意到，勒·柯布西耶的那些‘工

作室型住宅’的原型是从那些巴黎廉

租屋和小咖啡馆的实用传统中借用来

的。[11]”

④  “既有建筑”（Existing Buildings）也

称“既存建筑”，是指一切存在着的建

筑物。

⑤  关于产品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和交换

价值的说法，主要参考了让·鲍德里亚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

相关理论[12]。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二十四条。

⑦  属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既有

建筑的属性包含哪些方面、涉及哪些

范畴，目前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说法。

笔者参照大卫·史密斯·卡彭所提出

的建筑理论的“范畴”概念[11]来梳理

既有建筑的属性：形式（Form）、功能

（Function）、意义（Meaning）、结构

（Construction）、文脉（Context）和

意志（Will）。

⑧  当然，笔者排除了对信息产品的物质载

体的“挪用”，例如点燃书籍来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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