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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标准定位框架体系，是这种探索的尝试性工作。由于有企

业管理中的成功实践经验，因而可以认为是很有希望成功的

一种尝试。

!% 可行性。总结当前各高校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经验，本

文提出的研究框架、要素体系、计量核算等，都是各高校已经

部分地进行过的，具体操作并不困难，应该说是实际可行的。

&% 困难。由于高校和企业有很大不同，企业管理的成功经

验不可能简单地搬用到高校；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高校人力资

源成本高标准定位的方法和工具，有两大困难需要继续深入

研究。其一，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效益评估核算比较困难，和

企业管理按产值、产量等进行核算有很大的不同。其二，各高

校的类型、发展历史、目标任务、外界条件等各不相同，因而，

进行高标准定位管理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标杆学校，不能简单

地对比各项要素指标。现实情况下，只能是管理中的一种借鉴

和参考。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研究员，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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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III 年高校扩招以来，全国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都扩

建或新建了校区。据有关数据统计，全国高校在新校区建设中

投入的资金，以及现已新建成的建筑面积都大于这些学校自

解放以来、新区建设以前 P" 年投入基建资金和建筑面积的总

和。虽然 “大学乃大师之学，而非大楼之学”，学校的中心工作

是抓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从广义教育学的观

点来讲，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和提高起到极大的作用。毫无疑问，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规

划，对每一所有新校区建设任务的高校来讲都是必需的。

一、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III 年以来，由于高校连续扩招，在校学生人数的剧增，

使得新校区边建边扩，边扩边建。几乎所有的扩建从规划到建

成投入使用常常仅用一两年的时间就完成，所有的建设工期

都十分紧张。于是，新扩建校区规划阶段考虑不周的一些问

题，在建成使用后凸显出来。这些问题主要有 P 个方面：一是

建筑风格千篇一律；二是文化断代现象较突出，与学校培养脚

踏实地人才形成文化冲突；三是校园绿化考虑欠佳，学校投资

过大，大量移植古树、大树与学校的办学历史不协调；四是在

较短时期内一次性完成 P" 至 Q" 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将新校

区的土地资源用尽，没有为今后更大的发展留下空间；五是建

设中环保、生态意识缺乏。

二、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存在问题探因

’% 大多数学校长期处在一个较差的硬件办学环境中，一

旦遇到突如其来的新校区建设机遇，学校的硬件条件可望有

极大的改善时，来不及认真地论证，年年扩招的压力也不允许

学校有更多的时间去论证。

!% 大多数学校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校区缺乏足够的思

考，本身也缺乏专门对学校新区规划建设进行统一思考的专

家团队。

&% 规划设计单位不能适应高校特殊文化背景的设计要

求。

二、对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六位一体工程”的思考

高校校园应该是凝聚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在考察了很多

高校新校区的规划建设后，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本着百年

思考
朱晋蜀

对大规模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的

摘 要：在高校新校区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风格、文化、绿化、环保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论证不足、专业

人才缺乏等原因造成的。应本着百年大计、质量特色第一原则，对新校区进行有中国高校特色的 “六位一体工程”

的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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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计、质量特色第一的原则，提出适合中国高校特色的新校区

“六位一体工程”的规划建设思路。

%& 建筑的历史承接工程。高校校园的建筑，应该在风格上

体现出历史的承接。特别是办学历史长的高等学校，应该有不

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让学校的历史文化在其中得以承接。以我

校为例 （%’%( 年建校），应该有民国时期、五十年代苏式建筑、

七八十年代朴实无华风格和 !% 世纪现代非对称风格建筑。立

面采用天然传统建材和工艺，如青条石、红砖、青砖、水刷石、

干粘石、环保涂料工艺。道路采用沥青路面，小径选用方孔砖、

碎花岗石等。

学校是一种很稳定的组织机构，将会存续几百年甚至更

长时间。学校的建筑风格应该是古朴、庄重，耐旧，经得起几百

年也不落后、几百年仍以特色让人叹服的考验。选材一定要选

天然材料，尽可能地选用石料、砖瓦实木。从建筑工艺上讲，应

该多采用传统工艺。简言之，用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使用天然

材料，采用传统工艺来建设新校区。

!& 文化的历史延续工程。高校的校区规划不能形成文化

断代。尤其是办学历史长的学校，多几易其址，在修建新校区

时应该考虑文化的连续性。在新校区的规划与建设中，可以考

虑再现老校区中的一些大家认同和熟知的文化景点。使返校

校友、教职工有更多触景生情之处。更重要的是在新校区建设

中要注意挖掘整理本校特有的文化，并通过新校区的建筑、景

观为载体将其展现出来。仅有大楼无大师不算好学校，只有大

师和大楼而缺乏文化的学校也不是一所完美的学校。展现校

园文化要以本校优秀文化素材为主，传统经典的中国教育文

化为辅。校园文化可分室外、室内两种表现形式。室外可以是

道路、楼宇命名，历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著名校友景点。室

内可以通过提炼学校丰富的档案资料，收集一切与办学过程

有关联的实物，如图片，特别是经典老照片；以我校为例则有

淘汰不用的教学仪器设备，实木老家具，历年使用过的教材，

教师出版的书，师生员工的书画作品，珍贵、重要档案复制品，

教师讲义、讲稿手稿，学校使用过的公章，历任校长的名章、签

字笔，过去使用过的教具、学生使用过的计算尺、公私合营的

电流表、电压表、办公使用过的纵横式电话总机、手摇电话机、

转盘电话机、钟、铃等等。

(& 景观绿化的丰富立体参与工程。景观绿化的丰富立体

参与工程，意在 “丰富立体参与”上。所谓丰富是指，要把新校

区当作一个植物园来建，要选用本土优良的树种，要形成不同

的行道树，有高大挺拔的，有遮阴蔽日的。成片栽种的树林，要

有阔叶的，也要有针叶的，要有常绿的，也要有落叶的，形成楠

木林、香樟林、银杏林、水杉林、桂花林、桂圆林等。一年四季都

要有红、黄、白丰富色调花开花落，显现四季分明。所谓立体绿

化是指，要有地表绿地，盆景，灌木、蔬菜瓜果，小乔木，高大乔

木，空中花园 （在露台、屋顶面种植植物），以及种植墙立面爬

藤。所谓立体是指绿化不能是单一的，平面的，而应该是高下

不同，错落有致的。要形成林中有校，校中有林的意景，若干年

后，对于进入校园的人，站在校园内任何一个位置放眼望去，

看不全任何一栋建筑全貌的意景。所谓参与是指新校区的植

树要全员参与。

)& 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工程。让生态环保绿色校园得

到切实落实。生态校园不应该从外面移植古树来实现。有的学

校办学历史仅有几十年，却在新校区大量移植有几百年历史

的古树，没给学生留下原生态的印象，反而让学生联想到某一

个地方因移植了这些古树后生态遭到破坏。种植草坪的面积

也应该进行控制，因为草坪 “有绿无荫”，不仅养护有难度，而

且还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宗旨。除了

种植草坪增加绿地面积外，种植农作物也不失一种好的、生态

的绿化方式。环保方面可以考虑收集校园内化粪池的沼气加

以利用，可以用来供路灯能源，也可以用来烧开水。还可以建

设中水系统，可以使用太阳能源路灯，帮助学生建立节能，使

用生态能源的概念。地面硬化面积尽可能小，多保有土壤，让

校园内有更大的土壤面积使人与自然亲密接触。校园内应该

建屋面、地面雨水收集系统，不让雨水白白流失，可以利用雨

水来浇灌花草。校园内的发展用地可以用作苗圃，培育自用花

木，这可以节约大量绿化资金。

+& 数字化现代化校园工程。运用现代化手段和工具实现

新校区数字化。要在原有校园局域网的基础上，用层次化、模

块化、整体化的观点进行规划。运用现代化手段和工具实现环

境 （教室、实验室、实训基地、门禁、校园安保监控）、资源 （公

文、图书、精品课程）到活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的全部

数字化。在传统校园网的基础上重构数字化虚拟空间。主要应

用包括数字化教学系统 （重点学科专业教学过程全程录相），

教学管理系统 （教务处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 （行政系统），财

务计划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一卡通系统，安全保卫系统，多网

合一集成管理系统（网络、电视、广播、电话、无线网络）。

,& 校企合作园区建设工程。校企合作工程是在规划校园

阶段就有意识地考虑将来怎样方便引进企业，营造校企合作

园区。美国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有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闻名

于世的硅谷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 （斯坦福大学面积折合约 ,
万亩）。在一所工科背景的院校中，至少有两块区域是可用来

进行校企合作的，一是工程素质训练区 （也称工程教学实训

区），二是后勤服务区。前者可以考虑学校提供土地、厂房，技

术支持，企业（一般选择成功校友）带资金、产品、技术、营销网

络，双方以股份制的模式进行合作，校方不以赢利为目的，而

以培训学生大工程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如我校在学科专业

建设中引进模具、数控、汽车检测与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企

业，以 “前店后厂”的形式运营。后者指后勤服务区域的酒店

（培训中心）、超市、书店、水吧、邮局、银行等三产服务业，运做

模式与前者类似，除银行、邮局外，其余商家必须大量使用在

校生做服务员，有些与学校专业结合很紧密的企业，如超市、

酒店是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最好的教

学实践基地。

总之，精心构思，谋划高校新校区规划是一件意义重大、

引领未来的系统工程，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学校领导班

子应该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做到花较少的钱建适

合本校学科专业发展的生态、环保新校园。

（作者系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四川成

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