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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

A Study of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Generation-Evaluation in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Process 

基于“可持续发展”总体观念，论文以“设计研究”为探索途径，在设计思维科学、评

价学、可持续建筑理论与技术等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可持续建筑”的设计机理，研究如何

将评价同步地介入设计生成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建立了一种以“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

为核心的设计方法论。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含“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指

引下，建筑已不简单是人类获取使用空间的手段，也不能单一以“建筑的”标准（如坚固、实

用、美观等）权衡其优劣，必须与“资源”、“未来”等宏观发展因素紧密联系起来。

同时，我国经济的适度放缓将带来对各行业更高、更精细要求，而我国建筑行业正面

临整体技术专业水平提升的瓶颈，亟待理论、方法与工具等诸多方面的突破。建设品质的

高低首先密切关联于“设计”环节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于是，对“如何设计得更好”这一问

题的回答直接触发了本论文的研究。

对“好”的判断与追求是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何为价值”则必须建立于更为基

本的认识论之上。论文秉承“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哲学层级关系，从基础做起，将

设计方法论的基础夯实在一个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认知体系之上。

方法论作为建筑学中具统帅作用的法则体系，指导了论文对设计过程由浅入深的研

究。假设、模型和范式三要素在论文研究中相互作用，共同组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基于

对设计实践的剖析归纳，论文以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生成与评价相互融合与干预状态”作

为基础假设，通过理论研究、调研访谈、比较分析、实证实验等多种方法，解析了设计中

的概念生成、过程评价、效能优化及科学决策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

与评价一体化（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Generation-Evaluation for Sustainable Building，

IMGESB）”理论模型，形成了以设计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设计研究范式，最终构建起一种可

持续建筑设计的方法论体系。

论文研究遵循“现象剖析→问题辨识→目标建构→理论推演→实践反馈”的技术路

线，紧密围绕四个方面问题展开：

（1）关于“可持续性”：建筑的可持续性应当具有怎样的内涵？如何为设计设定适当

的可持续目标并在过程中逐渐将其实现？

（2）关于“生成”：如何解读设计生成的过程，其基本特性是什么？设计如何从起点逐

步发展，由模糊至具体，最终呈现为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系统？设计生成的模糊性、个体性如

何与相对客观的可持续目标以及集成化、科学化设计发展趋势相结合？

（3）关于“评价”：评价的基础是什么？如何解读设计价值？设计生成过程中的评价机

制是如何实现并支撑设计发展的？如何将设计的事后评价推进至过程中，以确保设计道路

的正确发展？

（4）关于“一体化”：如何理解设计生成与评价融合交织的状态？评价在设计各阶段

以怎样的机理介入设计生成发展，各阶段有何差别？设计生成具有的感性、主观性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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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 性、客 观性 如 何实 现 积 极的良性 互

动？

带 着上 述 问题，论文 立 足 建 筑 师的

创作视角，结合可持续发展观念、哲学思

辨、科技成果等相关背景展开研究，以建

筑（方案）设计过程为基本线索，整体、系

统地剖析其中包含的“生成”与“评价”两

大主题，并与“可持续效能”（Sustainable 

Performance）概念相关联，通过对“价值”

与“效能”一对同质但不同一关系的辨析，

建立起强调“生成”与“评价”集成整合，

以IMGESB为内容核心的设计方法论，并逐

一回答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

IMGESB包含四个执行模块，即“信息

分析模块”、“概念发生模块”、“性能优化

模块”与“综合决策模块”。四个模块紧密

相扣，既连贯发生，也相对独立。根据不同

模块的思维模式与各层次目标要求，将设

计生成与评价的方法有机地融入其中。通

过借鉴已有代表性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将建筑成果预期的效能目标分解到各个执

行模块，并建立前后模块衔接节点，最终

实现整体目标的有效、逐层地实现。

通过案例考察、专家访谈、实验性设

计等方法，研究将IMGESB理论模型与设

计实践的实际状态进行互动反馈、调整优

化，最 终 提出一 个 较为完善的纲领性框

架。作为此设计方法论的关键组成部分，

IMGESB可运用于设计项目的个体化操作

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建筑设计正快速走

向集成化、协同化的趋势下，它作为一种框

架性的探索，可以由此引发出多个关于设

计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为“设计研究”

学术领域注入了新的发展力量，也为未来

建筑设计流程的全面协同建立良好的参考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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