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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人才公寓

建筑设计 ：DC 国际

项目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

建成时间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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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DC 国际是一个专业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事务所，专注于寻求属于中国当时当地的设

计道路，以东方体验为基础，诠释当代生活和现代建筑。2008 年事务所首次得到世界的关注，其

作品宁波东部新城社区项目关注社会公正，是中国的拆迁安置建设中第一次得到世界建筑媒体高度

评价的项目。DC 国际和 C+D 设计研究中心现由平刚、揭涌、万江蛟和崔哲、董屹领导，他们于

2008 年获得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联合颁发的“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

设计大奖。 

颁奖词 

不同于普通的住宅房产开发项目，“人才公寓”具有较为典型的住宅公建化的特征。在面向城市的

部分，设置了一系列的居住及城市服务设施，意图辐射整个周边区域。这种将住区私有区域向外

“翻折”，并包裹本社区空间的做法，在为城市做出贡献的时候也给住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户型设

计上，实现了小户型的南北通透和错层的空间形式，较好地承载了年轻人群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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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模型南侧鸟瞰

作品简介

项目作为人才保障用房，业主是宁波鄞州区城投公司，其基地地处宁波高教园区，依托了宁波最高

端的人才资源，是宁波科技人才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物质手段。项目需要为

各企业引进的人才提供大约 1000 户小型单身公寓，由政府开发，企业购买，引进青年人才居住，

限定标准、限定价格。目标并非注重盈利，而是更愿意表达一种“招贤纳士”的姿态，以收取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联动的经济吸引力。

不同于普通的住宅房产开发项目，“人才公寓”具有较为典型的住宅公建化的特征，因此，最终设

计的切入点仍然是城市。就城市功能来说，设计希望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实现城市生活最大化，实现

对城市的“反哺”。因此面向城市设置一系列的居住及城市服务设施，是集居住、生活、交流、休

憩、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并辐射整个周边区域。这种将住区私有区域向外“翻折”并包裹

本社区空间的做法，在为城市做出贡献的时候也给住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就城市形象来说，事实上尽管是住宅项目，但达到 100 米的限高和相对完整的体量使其极有可能对

周边地区起到强有力的控制作用。用地与南北向 45 度的错角和南向的采光要求带来了出乎意料的

效果，“扭转”给总体布局和沿街立面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支撑点，而设计获得了新的丰富度。在本

项目中，大量的特殊居住单元在自由聚集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建筑形象，通过大尺度的表达成为特

别的城市标志。

就户型设计来说，其出发点是使微型的城市体验可以延展至户内，为此设计者提供了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每户都能拥有南北两方面的朝向，实现自然通风；二是每户都有楼上楼下，并且每户都有独立

的起居室。由于户型定位为 70 平方米左右的两房和 45 平方米左右的一房，原则的制定给设计带

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在面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产生了多样的空间类型，使建筑成为一种诱发或包容

生活的容器。

项目作为社会保障性住房，应该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区。而本项目与一般保障性

住房又不尽相同，是通过解决住房问题来引进人才的一种政策福利，意在为各类人才营造具有“安

全感、归属感、便利感、舒适感和幸福感”的高品质住宅。项目的特殊性使其在城市层面上具有更

多的象征意义，基于一种乌托邦的居住理想，希望成为公众意志的体现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

个城市的社会公正和人才政策。同时，人才公寓项目有良好的经济测算与成本控制体系，不论在社

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有乐观的预期。在成就上，以坚持社区的社会责任为己任，不盲目追求

利润，而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和双赢。申购工作完成之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各

方面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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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首先要感谢《南方都市报》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使那些真正怀着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们

能够在这里分享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同时也要感谢提名人赵辰先生和各位评委对我们所做工作的

肯定。我想，鄞州人才公寓的获奖可能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居住模式，而更多在于其对于

“公正”这个词的建筑解读。

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公正”是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事实上，对于目前的中

国来说，产生大量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体制的不健全，或者说是公平意识的不到

位。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筑师如何参与到“社会公正”的建设中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建

筑师本身所掌握的资源和话语权，决定了其不可能在普遍意义上推进“社会公正”，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认识建筑师的贡献潜能。在这里，我们提出并关注了“空间公正”的概念，它应该是“社会公

正”在空间环境领域内的投射，是建筑师所能引导的空间资源、美学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平等机会。

在一个“空间公正”的环境中，空间权益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得到考虑，也只有在保证起始权益的

基础上，才能使社区住民在空间资源上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这其中包括空间参与、资源匀质、技

术共享等方面都维持在一个高度公正的基础上，人均环境的享有度达到最高，其空间环境所带来的

效应总和也达到最大。与此同时，“空间公正”还需要把社区放到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考量，社

区空间分配的原则是以不损害整体社会中基础人口的利益为基础，而社区空间也应具有向社会与城

市开放的潜力。

我们更要感谢业主宁波鄞州城投公司，一直全方位地支持着我们的实践。项目由政府开发，企业购

买，引进青年人才居住，限定标准、限定价格，目标并非注重盈利，而是更愿意表达一种“招贤纳

士”的姿态以收取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联动的经济吸引力。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人才”与“保障”

并没有实质的冲突，也有生存状态的契合点，因此也许可以称其为“保障性人才公寓”。 

人才公寓的诞生基于一种乌托邦的居住理想，从一开始就希望成为公众意志的体现地。我们从最基

本的空间公正出发，例如我们为房型设计提供了两条简单但重要的原则：一是每户都能够实现南北

自然通风；二是每户都有楼上楼下，并且都有独立的起居室。看似简单的原则给设计带来了很大的

难度，但同时保证了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在面积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产生了多样的空间类型，使建

筑成为一种诱发或包容生活的容器，而最终的结果也的确带给人惊喜。

人才公寓还在陆续入住的过程中，对于公共空间资源的使用也在逐步完善。对于项目来说，这是一

次以保障空间公正为前提的空间资源和城市功能的再分配；而对于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对社会责

任自我审视的过程，从而发现建筑理想和真实生活的差距。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弥补这个差

距，推动社会公正前行。

建筑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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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地下室、1 号楼一层平面图

两室一厅房型模型

户型分析图户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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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访谈

南都 ：能谈谈你们 DC 国际是如何拿下鄞州区人

才公寓这个项目的吗？

平刚 ：我们通过竞标拿下的。说来很曲折。项目

的设计始于 2006 年，2011 年建成，其间几生变

故。初次参加投标时，地块对象是在鄞州区泰康

中路钱湖南路的转角。谁知，之后那块地居然被

开发商买走了，也就是说“人才公寓用地发生变

更，我们要重新投标”！用地被置换到了鄞州新

城区泰康东路与学府路交叉口的西北侧，这对于

我们忙碌了大半年的建筑师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当时我们都有抱怨和抵触，但不甘放弃，继

续投标，加上之前我们建筑师们对任务书的透彻

理解以及细节的设计深度，我们再次顺利拿下了

项目。

南都 ：相比最初的设计，第二轮在设计上有哪些

变化？

平刚 ：地块的朝向和形状都有变化，例如，第一

块为正南北方向，很方正，我们的方案以行列式

的布局竞标成功。变更后的地块，一侧临河，道

路偏离正南北方向约 45 度，用地不再像之前那块

地那么端正，但似乎蕴含了很多设计的可能性。

地块 45 度的错角和南向的采光要求令我们在总体

布局和沿街立面上设计出不一样的惊喜——“扭

转”，注入了这个新的内容之后，整体的设计也更

加富有变化。

南都 ：鄞州区人才公寓作为人才保障用房，你们

设计的出发点落在哪里？

平刚 ：鄞州区人才公寓，名字有些新鲜，从中不

难看出业主“宁波鄞州城投公司”求变创新的意

图。事实上最初业主希望将本项目作为宁波住宅

市场的一种新型高端产品在鄞州区率先试行。我

认为，其准确定位应该被描述为“人才 + 公寓”，

它必须承载着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要为这些人

的特定生活方式树立建筑模板。我们在设计之初，

曾做过 1000 多份“调查问卷”，以求获知“需求

有哪些”，例如，要不要设计宠物医院等。

南都 ：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本质？

平刚 ：总的来说，项目的特殊性又使其成为一个

具有住宅公建化特征的项目。但我们的设计切入

点仍是城市。城市作为住区的母体，为其提供生

长的土壤。那么，住区也应有所反馈。对于这个

项目来说，政府资本投入的价值指向在很大程度

上要求住区对城市进行反哺，提供相应的社会与

文化价值。

因此，在此前提之下，人才公寓的本质就比较明

晰了，我们是要使其成为社会改革先锋以切入城

市的公共生活，还是城市未来的小众精英俱乐

部？毋庸置疑，我们选择了前者。这也令项目具

备了特有的城市性特征。而项目也拥有更丰富的

个性，开放的城市空间、建筑的城市标志性、城

市功能的再分配，以及类城市的空间美学追求。

南 都 ：鄞 州 人 才 公 寓 具 备 特 有 的 城 市 性 特 征，

将城市体验延伸至家里，这主要体现在哪些特

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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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 ：你觉得这样一个称得上“复杂”的项目，

对于保障房来说，它会不会对项目的建设成本造

成很大的压力？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平刚 ：你所说的项目是否具有可推广复制性，我

认为，任何的项目都不会具备可复制性，所谓的

可复制性应该说是一种态度和理念的可复制性，

这才具有推广意义。并且，我也认为中国的建筑，

包括保障性住房项目在内，缺乏的是态度，不是

高度，是公平意识的不到位。

南都 ：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建筑师们还可以

有哪些尝试，能令这类项目做得更好？

平刚 ：以往的拆迁安置房，只为了解决政治问题。

拆迁盖新，楼房排排坐，单一地复制，缺乏思考和

良好的居住体验。举例子来说，我们在宁波做了

全国首个“绿色拆迁安置房”项目，就是把绿色建

筑的理念用在拆迁安置房里。通常来看，拆迁安

置房的最大特色在于大规模、高速度和复制。对

于绿色建筑，建设部是有标准的，可通过技术手

段、增量成本做到一星、二星、三星。一旦把“绿

色建筑”的理念用在拆迁安置房这种大规模、高

速度和复制的建筑产业里，就能迅速地得到推广。

南都 ：你作为高端人才特定群体的一分子，怎样

的居住会带给你幸福感？

平刚 ：居住对于人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情，要看你所处的环境。例如，我在 2007 年徒

步 7 天到达北极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睡在

4-10 米的浮冰上。第四天遇到暴风雪，被困了

30 多个小时，除了短暂的几个小时在前行，其余

的时间都睡在睡袋里面，极地帐篷，两个人睡一

间帐篷，并排睡，中间放炉子、衣服和食物，还

有一个 50-60 厘米的小空间，门口的地方存放雪

块，背后有一个口，拉开可以倒尿液。可见，人

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对于居住的要求是可以到这

么简单。所以对于居住的需求和状态，要看特定

的环境。

当你经历了这种恶劣的居住体验之后，在城市生

活中，单纯对于住的需求其实并不会太高。户外

生活的经历为我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维度，并促使

我思考，什么样的居住模式是我最需要的。对于

居住的舒适状态而言，并不是说我是高端人才，

居住的需求也是高端的，这是错误的理解。反而

要以人的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为基础，再去谈房子

的其他附加值。

平刚 ：这个项目大约提供了 1000 多套小户型单

位，其中，45 平方米的一房单位占 40%、70 平

方米的两房单位占 60%。户型总体上有两个原则

不变，一是每户都能占据南北两个朝向（在当地

有俗语打趣说，宁可不吃不喝买南北房，也不要

东西房）；二是每户都有楼上楼下以及独立的起居

室。原则的制定给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我们就在这两种面积的框架之下，设计出了几十

种变化，试图打破高层住宅标准化复制的做法，

给居住者不同的空间体验。不足之处在于，只有

70% 的得房率和不高的套内空间使用率。但我们

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排下 1000 户住宅似乎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样，不采用这样的模式，

项目的社会特殊性似乎又不能很好地体现。

南都 ：除了多样变化的户型，在社区的设计上，

你们又如何遵循这一理念进行设计的呢？

平刚 ：一座建筑是不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但它

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城市般的建筑。项目空间丰富

不仅满足了公寓居住的功能，还提供了各种自由

交往的空间，尽可能地增加社区的公共空间面积。

我们可以将本项目的规划设计理解为能自我完成

的微型城市结构，在这个项目中，建筑的结构像

自给自足的城市，有街道、广场和独立的建筑单

元，也就是使每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场所，使每一

个住宅和每一个城市成为一系列的场所。当建立

这一“联系”，进一步组合的思路也就确定了。整

体导致的平衡构思，搭建出错综复杂的形式和空

间，用持续的不同尺度不同功能的单元聚集导致

这一互相作用的“建筑—城市”形象。

南都 ：这样的复杂设计，会否带来建造成本的增

加？如何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平刚 ：具体会增加多少，这个我也无法计算出结

果。但庆幸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甲方，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对我们下太多的限制。对

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尽量追求空间公正，这

不仅体现在设计时平衡每一套房子的舒适性和便

利感，不会产生哪一边的房间特别好用，哪一边

的特别不好用。因为，保障性住房不像商品房，

用市场价指导销售，我们还要考虑到后期企业购

买的因素，要让每一户都价值相似，这样才能使

企业购买时选择起来更容易。而且，我们还会尽

可能留出大面积的社区公共空间，增加居住者的

“安全感、归属感、便利感、舒适感和幸福感”。 

总的来说，这个项目有良好的经济测算与成本控

制体系，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有乐观的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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