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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已经成为现阶段新城镇建设的重要模式#目前该类项目的实施还没有健全

完善的评价体系
1

研究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评价体系#要对评价阶段进行合理划分
1

借鉴工程项目管理

程序和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划分方式#运用可拓判别的方法#根据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特点#设定判别阶

段总体和特征值#建立可拓判别模型和关联函数#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全过程评价阶段界定划分
1

由此

可以根据每个阶段的评价重点设定分阶段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具有阶段性$层次性$递进性的旧工业建筑再

生利用评价体系
1

关键词!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可拓判别法#关联函数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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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数以万计的工业企业从立项建设到初

步发展$扩大规模$达到兴盛$再到逐步衰退#形成了东北$西北$华东$华南$华中等老工业基地
1

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和城市职能的变化与工业企业的改革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发生碰撞#导致大量工业建筑的闲置和废弃
1

旧工业建筑的再生利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明

显时代特色的城镇建设活动
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在广泛开展的同时#目前还没有健全完善的评价体系指导实施
1

根据我国

现阶段对于建设项目绿色评价的极力倡导#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全面贯彻#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

目的评价要体现可持续性
1

该类项目不同于一般的建设项目#其自身特点非常鲜明#可持续评价指标在

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不同#评价标准在全过程评价中也很难实现统一
1

为保证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

价的阶段性$层次性$递进性#需要将项目评价过程划分阶段#提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的

概念
1

在工程项目管理程序和全寿命周期分析中#已经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且每个阶段都设

定科学合理的流程#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评价阶段不是简单地项目管理程序#运用可拓学中的

可拓判别法在此基础上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全过程所需评价的内容进行新的判别划分#建立旧

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全过程评价阶段
1

%

!

评价阶段设定

借鉴工程项目管理全寿命周期的阶段划分#依然对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项目的全过程评价设

置四个评价阶段#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使用维护阶段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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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阶段

对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决策应该是贯穿始终的#但在项目实施前期所进行

的一系列关键决策直接把握了整个再生利用项目的实施方向#是项目具有良好可持续性和可行性的的

第一步#为项目实施确定基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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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设计是建筑工程项目由构想方案变为实施蓝图并为项目实施提供具体措施的重要环节#以各种法

规$规范$地方条款为依据#将多专业#多学科融合到一起后#从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实现良好的可持

续性和可行性#是决定项目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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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阶段

建设项目施工就是将设计图纸中所表达的所有内容#以实物的形式体现出来
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

项目评价过程设置施工阶段评价#主要侧重事前和事中的评价
1

因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本身的施

工是从有到有#这类项目的施工要求前期构想的方案必须周详考虑#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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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维护阶段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实施让闲置$废弃的旧工业建筑焕发新生#具有了新的使用功能使其寿

命得到延续
1

科学合理的使用维护完成再生利用后的旧工业建筑尤为重要#对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

目使用维护阶段的评价#是再生利用项目可持续性和可行性持久存在的保证
1

通过对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确定实施主体$时间阶段$实施方式对于每个评价阶段都属于本

质特征!表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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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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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评价阶段

决策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使用维护阶段

实施主体 决策者 设计单位 参建单位 使用者或管理者

接受对象
环境评估$历史文化鉴定$

安全评估$经济分析

总体方案$细部方案$

材料设备$施工工图
闲置的旧工业建筑 再生利用后的建筑物

时间阶段 决策期间 设计期间 施工期间 使用期间

实施方式
依据政策法规$综合评价$

专家论证会$公开听证会

规范规定$计算分析$

图形绘制

主体施工$装修施工$设备安

装$水暖电安装$园林施工
清扫$保养$维修

实施地点 零散的$不固定的 设计单位办公驻地
旧工业建筑所在地和外加工

场地

再生利用项目本身所

在地

影响程度 可持续性和可行性 可持续性和可行性 可持续性和可行性 可持续性和可行性

成果形式 决策结论 设计图纸和计算书 建筑实体中呈现
再生利用项目保持状

态#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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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拓判别法

可拓学中的可拓判别法及其应用是从实际问题出发#考虑到决定一个样品特性的各个指标往往不

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且它们对总体特性影响的大小各不相同#通过建立各总体

和待判样品的事物元模型#利用经典域$节域计算出待判样品!事物元"与各总体!事物元"的关联度#样

品事物元与某总体事物元的关联度越大#则它们的符合程度就越贴近#故应将样品判属与其关联度最大

的总体
1

可拓判别法是多指标参数的计算判别模型#其判别计算结果完全是一种数量结果#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
1

考虑到决定一个样品的各个指标对总体
_+

相应指标的&贴近'程度#以及各个指标对总体特性的影

响的大小
1

通过建立各总体和待判样品的事物元模型#利用经典域$节域计算出待判样品!事物元"与各

总体!事物元"的关联度#如果样品物元与某总体物元的关联度越大#则它们的符合程度就越好#故应将

样品判属与其关联度最大的总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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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总体和待判样品的事物元模型

S

个总体的事物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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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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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域的事物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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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待判样品
J

的事物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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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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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特征和量值所确定#下面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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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判样品检测所得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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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特征指标的权系数

对非满足不可的特征
)L

#记其权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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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待判样品
J

的相应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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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关联度进行判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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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判样品
J

的各特征指标关于各总体的相应指标的关联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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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待判样品
J

关于总体
U$'

或
A'

的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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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样品判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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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判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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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阶段的总体事元和样本事物元的设定

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设定为%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使用维护阶段#故

这四个阶段为总体事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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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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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评价阶段的属性特征#实施主体$时间阶段$接收对象和实施方式对于每个评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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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都属于本质特征#因此选取这四个特征多为可拓判别方法中描述总体事物元主要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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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总

体经典域事物元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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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特点结合项目管理流程中的相关程序#提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

项目流程%资产评定$城市总体规划$主管单位审批$文化部门论证$环境评估$项目规划$方案初步设计

设计$可行性研究$详细设计$材料设备选定$施工招标$施工图会审$施工方案拟定$施工设备选定$施工

设施料选定$竣工验收$后期修补施工$使用说明编制$使用维护方案#维修施工等等#作为评价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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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待判别样品
J

事物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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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特征指标的权重系数

分析实施主体$时间阶段$接收对象和实施方式四个特征指标#根据特征对所表述事物元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通过向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业内专家和参与该类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发放问卷#根据问

卷打分确定特征指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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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阶段总体事物元经典域赋值

对于评价阶段总体事物元经典域的赋值原则如下%

%

实施主体比较集中明确#则简单地分别赋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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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评价阶段特征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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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阶段以

$

1

%

为时间轴#对四个阶段分别划分(

'

接

受对象比较离散#各阶段也有一定的相容#所

以也可以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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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的赋值也等同于接受对

象#简单赋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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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仅时间阶段需要通过征求专家意

见#综合评价阶段的特征赋值见表
#+

根据各

评价阶段的特征赋值#总体事物元的经典域

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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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的节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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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样本事物元特征赋值

对于评价内容样本事物元特征赋值同样是通过专家问卷调研的形式#对四个特征按以下规则打分%

%

根据每个评价内容所对应的实施主体在
$

1

!

之间赋值(

&

根据每个评价内容所处的时间在
$

1

%

之间赋值(

'

根据每个评价内容所对应的接受对象在
$

1

!

之间赋值(

(

根据每个评价内容所对应的

实施方式在
$

1

!

之间赋值
+

则经过大量专家问卷打分计算后的各特征的赋值见表
&

根据公式!

%

"

1

!

&

"计算各评价内容对于四个评价阶段的关联度
S

'

!

"

"#见表
!

#同时比较关联度大

小#判别所属阶段
+

表
!

!

各评价内容特征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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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于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的划分是一致的#通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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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观看到每个阶段的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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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方案

文化文物部门审批

项目构想

环境评定

安全鉴定评估

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规划方案

初步设计设计

!

加固设计方案

材料设备选型方案

设计概算

详细施工图设计

图纸审查

图纸会审

!

施工现场准备

施工预算

施工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设备选定

施工设施料选定

竣工验收修补工作

!

!

!

!

!

使用说明书

保养维护方案

维修措施方案

决决策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使用维护阶段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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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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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借鉴工程项目管理程序和全寿命周对建设工程的划分#设定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使用

维护阶段为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全过程的评价阶段#运用可拓判别方法#考虑了决定样品
*

特性

的各个指标!即
*

各分量"与总体事物元
_+

相应指标的&贴近'程度#以及各个具体指标对样品总体特

性影响的大小#符合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划分中各指标对样品
*

的总体特性影响的大小

不同的特点#使得评价阶段科学合理划分
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阶段的合理划分#为分阶段评

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基本依据#是构建具有阶段性$层次性$递进性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评价体

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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