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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规划与设计

随 着 全 球 的 经 济 发 展 和 科 技 进 步 ，

高教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知识的不断

发展与更新，当前高校规划建设面临着

新的挑战。

首先，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

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

第 一 生 产 力 被 提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大

学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

成 为 将 知 识 转 化 为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环 节 。

这 使 其 与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的 联 系 日 益 密

切。社会急需高科技人才，加之高科技发

展的根本动力乃是创新，因此素质全面

的 创 新 型 人 才 成 为 高 等 教 育 培 养 的 目

标。同时在校园建设过程中还面临地域、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其次，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的高教体

制改革对高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共建、调 整 、合 并 、联 合 ”，促 使 院 校 合

并、升格、改制和扩招。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以及多学科的综合为大学向更高层次

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同时，后勤保障设

施社会化改革也在进一步推进中。

其三，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知

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与更新，新的边缘

学科不断产生，学科合并的现象也日益

增多。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层次结构

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科技、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需求。

总而言之，在我国，随着新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教育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人

才的需求在质和量上均发生了变化。在

质上倾向于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

才，在量上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以

培养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但目前，我国大

学校园在数量、规模、质量上都相对滞

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

能力，从而限制了经济、技术的发展。大

学建设问题迫在眉睫，几乎各大专院校

在这一形势下都面临扩大、调整、合并和

改建、搬 迁 、新 建 的 任 务 ，于 是 在 规 划 建

设中也形成了新的发展特点。

一 办学模式多元化、综合化

各学校根据高教改革要求寻找最适

合自身发展的模式。根据自身特色优势

对学科结构和层次结构不断调整，以适

应发展的要求、社会的需求和科技的发

展。

（(）根据自身需要形成多种办学模

式。有的多校合并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如

新浙江大学，由地处杭州不同地段的四

所大学合并而成，由于原校区分散，面临

各院校的实质性融合问题，决定再兴建

基础部；有的加入大学城，如新规划的上

海松江大学城，现已容纳了上海外语学

院、上海 外 贸 学 院 、上 海 视 觉 艺 术 大 学 、

上海立信会计高专、华东师范大学、东华

大学等六所大学；有的与其他院校共建，

如华南理工大学；还有社会大学、老年大

学、网络大学、虚拟大学⋯⋯

（%）多种扩建模式应运而生。其一，

原校就地扩建改造，这样，可充分利用原

有资源，保持历史传统，原用地充足的老

校园多用此方法。其二，异地设分校区，由

于原校扩建用地有限，则另择新地建分

校，如浙江大学基础部、四川大学双流校

区等，几乎每省都有。其三，新建大学，包

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应教育任务的要求完

全新办，另一种是原大学大比例扩建，干

脆全部搬迁到一个新的校区，如广州大

学、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此外还有大学

与科技园相结合的模式，它不同于一般高

教区，强调产、学、研三结合，强调后勤社

会化和智能化布局。

二 空间环境人文化、生态化

现代教育强调人的素质教育，包括

社会人文、做人品德、人际交往等多方面

的陶冶。因而在校园中需要创造适宜的

环境，使师生可以不期然地相遇和交往，

使智慧和创意在交谈中得以激发，使学

生在课内、课外均受到来自环境和师长

的熏陶，使学生在相互理解与互助中学

习做人道理。

校 园 交 往 空 间 的 营 造 是 多 层 次 的 。

由室外多层次的绿化平台至室内外的过

渡空间，再至室内，其目的是在校园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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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参与性系统空

间。

为了在校园中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我们常常将校园分成三个大系统

进行设计。其一是全校生态园，也是校园

的中心园区。以自然山丘、水系原貌为主

体，加以系列小广场、人行步道穿插其

中，使人可以亲近自然。其二是群体组

团，包括建筑群之间的和建筑物之间的

庭院空间。在保留原有树木、水体的基础

上，根据建筑物的位置对环境适当加以

改造。其三是在建筑物内部，加入人工绿

化生态环境 ，如 内 部 天 井 、中 庭 绿 化 、屋

顶绿化、平台绿化、廊道绿化等。校园三

大系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建筑与

生态环境更密切地相互渗透和共生。

在浙江大学基础部的规划及教学组

团设计中，贯彻了人文化与生态化的思

想。浙江大学位于杭州西湖旁，将江南地

域文化与浙大校风文脉相结合，成为规划

主题构思的源泉。规划对校园现有水系进

行整合，以“曲水流觞”生态带串起大大

小小几十个园林空间，水的浪漫气息自由

穿行于理性校园之间，形成高效、生态并

能传达杭州地域文化的未来大学校园。同

时以有机生长的网络结构控制用地，并满

足!"世纪新型大学素质教育、社会化、动

态发展等要求。相互有机渗透的交流空间

网创造了多层次交往空间，为学生全面素

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图"）。

在单体建筑设计中，各院落组团禀承

规划意图以一个#$% 宽的交往联系廊连接

起来，在临湖面扩大处放大庭园空间，扩

宽交往廊，形成面向水面的透明玻璃体展

览空间。在设计手法上，架空层、滨水休闲

带、屋顶花架和共享空中花园等的运用，

使交通空间兼顾展览、交往、休息、观景等

功能，为人们营造了生态化、人文化的交

往空间（图!）。

三 空间布局社会化、开放化

校园向社会开放既是社会的需要也

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一方面，随着知

识经济的发展，校园愈来愈承担起地区

文化资源中心的作用，同时社会也期待

着校园研究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校园

为了培养高素质、全面开拓型的人才，也

需要与社会交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

受到锻炼。

校园规划开放化的方式有多种。其

一，是资源共享型。如在规划分区中，尽

可能将体育服务中心、图书资讯中心、科

技 产 业 等 功 能 组 团 设 置 在 邻 近 城 市 道

路、与外界联系方便的位置，以利与社会

共享文化设施资源。其二，是联合管理

型，将后勤生活区（主要包括学生宿舍、

食堂等后勤服务功能） 交给校外的房地

产开发公司或其他集团公司进行开发和

管理，或与校方联合管理。这要求在规划

设计中充分考虑后勤区的相对独立。其

三，是产业转化型。随着学校与社会的合

作日益密切，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这部

分功能用地会越来越超出预计。这样一

个“ 社 会 校 园 结 合 部 ”其 实 是 社 会 从 教

育中受益，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学生在实

习中成长的中间地带。规划中既要考虑

预留用地，又应顾及本区与校园其他功

能区的关系。

上海松江大学城将有#万学生入住，

并由多个校园组合，且部分设施共享。在

对整个园区的规划结构控制及外部空间

分析中，引入了城市设计的理念和方法，

体现了较为典型的社会化、开放化趋向。

其一，作为多个校园有机组合、统一规划

的园区，将部分设施共享，避免了重复建

设。共享设施包括图书中心、体育中心、

交流中心及学生生活服务设施等。在园

区用地的几何中心呈南北向设社会—校

园教学共享中心，在学生区与教学区之

间呈东西向设学生生活街共享区，结合

地形形成&形共享带。其二，学生生活区

按 社 会 化 建 设 和 管 理 的 要 求 将 二 者 以

“曲水流觞”整合原有生态水面。其三，

整 个 园 区 是 一 所 没 有 围 墙 的 大 学 城 ，仅

以水道、绿化作为分界，减少了大学的封

闭感。其四，各大学设校前区作为校园与

社会的“结合部”，包括行政办公和科技

产业等功能，以方便科研成果的转化和

校园与社会的交流（图’）。

四 校园建筑组团化、网络化

教学建筑的组团结构、网络结构为

现 代 大 学 的 大 规 模 建 设 提 供 了 可 能 ，当

前的许多新校园规划都反映了这个发展

趋势。经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教学建筑

呈现的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倾向相对

于传统分散的单幢建筑有以下优势：

有利于设施集中、资源共享，由于各

教学建筑间的联系紧凑、集中，为学生使

用相邻学科的资源提供了方便，也在一

定 程 度 上 避 免 了 教 学 设 施 的 重 复 建 设 ；

有利于大规模建设，由于组团化、网络化

设计往往采用统一的柱网和构件，可以

相对大批量地生产，从而节约了投资。将

建 筑 物 尽 可 能 地 集 中 还 可 以 保 留 更 多

的、相对完整的发展用地，也节约了土地

资源；有 利 于 各 学 科 师 生 的 交 往 、交 流 ，

及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形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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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的空间环境气氛，教学中心区是全

校的交往中心，是校园里最有吸引力的场

所，是最反映学校品位的地方。在教学中

心区中，合理组织步行空间，考虑交通的

人车分流，一般以图书馆、教学大楼为中

心塑造环境及景观，并以景观小品、构筑

物等提升文化品位。

南 京 邮 电 学 院 仙 林 校 区 的 建 筑 设

计，是体现组团化、网络化较为典型的例

子。在教学区根据建筑的进深和教学建

筑间不小于!"#$ 间距的要求设置网格模

数，组团尺度分别是网格的单倍数和双

倍数，二者在东西方向交替出现，形成富

有变化的空间韵律。建筑内部柱网也根

据教室尺寸要求进行整合，采用模数化

的统一柱网设置，以保证使用和调整的

灵活性。标准化的网络布局在中心广场

产生较大的变化，衬托出中心区的环境

气氛。生活区同样采用组团化设计，并在

临近生态带的一侧设置二层的学生沙龙

及观景平台与教学建筑遥相呼应，由此

各组团联结成整体形象（图%）。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南 海 学 院 的 建 筑 设

计，同样体现了组团化、网络化与灵活性

的结合。将有序的、理性的大学理念与无

序的、自由的自然环境相结合，以山体水

系作为校园环境的主体结构，理性的空

间网络组团充分与高低起伏的地形相结

合，创造了一所浪漫与理性交融的岭南

书院（图"）。

五 校园发展兼顾现实与未来

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内核是以人为

中心，兼顾现实与未来。校园建设作为百

年大计工程，不仅需要在规划设计中考

虑目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要兼顾未来发

展需要。校园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几个方

面：一方面是普遍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如校园原有生态环境的保护、能源的节

约、资源的再利用、空气环境的控制等

等。第二方面是针对校园发展的特点而

言，校园规划不是一个终极的完整状态，

在规划之初就应为学科增长、新的功能

组团的产生留有余地，使规划结构呈现

一种可增长的、灵活的状态，具有较强的

应变能力和适应性。第三方面是理性观

与动态观的协调。在规划中将校园的理

性、有序与环境的灵活、浪漫有机结合起

来，尤其 图 书 馆 、教 学 实 验 楼 、办 公 楼 等

实 现 模 数 设 计 的 建 筑 融 入 自 然 环 境 后 ，

可形成多样而协调、有机且具弹性的规

划体系。

在单体设计中，为了适应现代化教

学及设备的需要，校园建筑计算机布线、

管理、储 存 、传 送 等 资 讯 系 统 力 求 整 合 ，

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型设施提供条

件。同时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更新，建

筑 设 计 中 应 考 虑 新 技 术 设 施 的 预 留 空

间，以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在 建 筑 设 计 中 强 调 与 大 自 然 相 协

调，室内 环 境 应 具 有 良 好 的 日 照 、通 风 、

采光，以尽可能地降低能耗。

尽可能选用绿色建材，少用易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建材，如大面积的反射玻

璃幕墙，因其光污染不适用于校园建筑。

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中，当内环路

的构架形成之后，预留用地分布在各个

功能区，使各区均有发展余地而不破坏

规划格局。在教学中心区采用“减”法，

先按步行距离确定一个直径为%&&#$ 的

圆形构架，再根据肌理关系布满建筑物，

然 后 将 多 余 的 建 筑 抽 去 形 成 组 团 绿 地 ，

也 成 为 再 扩 建 的 预 留 空 间 。 这 种 “ 减

法”，采用先规划、后预留的方法，使远期

扩建能有机地与原规划融为一体。

同时，将原有用地内大大小小的鱼

塘整合起来，形成大面积的水面，作为对

当地“桑基鱼塘”生态特色的保留。在单

体建筑中 ，充 分 考 虑 朝 向 、通 风 ，以 适 宜

技术满足生态气候要求。如建筑物朝向

正南，设置立体层次的室外平台、屋顶花

园，并采用适合南方亚热带气候的单外

廊式组合庭院布局，通过遮阳格架和屋

顶花架构造处理形成统一韵律，并达到

节能、通风（图’）。

当代高等教育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全国高校迎来了一个新的建设高潮。

几乎每一所大学都面临扩建、扩招的任

务，几乎每一个大中型城市都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在兴建大学城。不久的将

来，大部分人都能上大学将不再是梦想。

因而校园建设的规划者、设计者，需要清

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要求，慎重地把握现

实和未来的需要，根据当前多元、综合的

办学模式，创造人文化、生态化的校园空

间环境，满足校园社会化、开放化的现实

需要，以组团化、网络化的建筑设计融入

自然环境，并考虑校园的动态发展和未

来需要，从而最终实现校园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

本文由高等学校校园规划与设计学术

研 讨 会 发 言———“ 新 世 纪 大 学 校 园 规 划 与

设计”整理而成，整理工作由博士生涂慧君

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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