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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世纪高校规划与建设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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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新的高校建设的热潮 ,提出并具体分析了高校规划与建设的六大趋势 :园林化趋势、生态化趋势、智

能化趋势、开放化趋势、文化性趋势和特色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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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我国经济开发的加速

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同时也把高

校校园建设推向新的高潮。自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 ,高等教育飞速发展 ,加之近几年高等教育大众

化、高校扩招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与实施 ,以及高等

学校教育体制改革、高校社会化等高校内部的制度

改革 ,都对大学校园在规模、办学体制以及建筑与环

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 ,高校校园建设

数量之多、规模之大 ,为教育界和建筑界所始料未

及。在这历史性的机遇面前 , 21世纪的高校规划与

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向。

一、园林化趋势

随着全国各地新校园建设的兴起 ,校园用地紧

张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舒缓 ,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校

园环境空间的品质 ,开始向往理想的校园环境。

“绿色校园”、“山水校园 ”的概念随之广泛传播开

来。因为新校区和老校区的情况不同 ,又表现出不

同的思路和方法。

1、新校区

新校区与老校区相比 ,最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

它可以选择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校址。通常 ,新校

区都会避开拥挤的城市环境 ,选择与老校区时空距

离合适的山清水秀的郊区另建新校区。南方校园多

依水而建 ,例如合肥工业大学新校区、川大双流校

区、浙大紫金港校区均以水为脉。北方因河流的水

量较少 ,枯水期长 ,很难借水景而胜 ,所以通常会选

择傍山而建 ,比如西工大长安新校区就选址在南山

附近 ,并且与国家级森林公园毗邻。

借助于自然的山水和充裕的用地 ,新校区在规划

建设时 ,只要结合功能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自然的地

形地貌、水体、植被 ,园林环境大、中、小结合 ,形成多

层次大学园林系统 ,就能创造出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

一体的 ,得天然之趣的绿色校园、山水校园 (图一 )。

图 1　川大双流校区的水景

2、老校区

老校区用地远不能像新校区那样宽裕 ,建筑密

度较大 ,因此要体现园林化的理念更不容易。

首先 ,要降低建筑密度。降低建筑密度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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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拆除旧建筑来实现 ,比如一些学校建了新校区后 ,

一些老旧的又没有价值的房屋和临时建筑就可以拆

除掉 ,用以减少建筑密度 ,加大绿化空间 ,提高绿化

率。例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老图书馆因为地裂缝

原因拆除后 ,形成了建大目前最有活力和生气的中

心绿化景观 (图二 )。

图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利用原来老图书馆拆除后的空地营建的中心绿化空间

二、生态化趋势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高校建

筑也在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具体主要表现在 :

1、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 :在一些新校区的

建设中越来越注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尊重与保护利

用 ,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优势 ,如水体、树林、森林公

园等 ,形成校园的生态核、生态谷、生态网络等。这

些生态区域和生态系统在规划设计时往往成为设计

的亮点 ,如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设计 (图三 )。

2、采用生态性的建筑设计方法。比如建筑设计

时应注意选择最有利的朝向 ,争取自然采光和通风 ,

注意在形体和材料的选择上注重保温和隔热设计以

减少建筑的能耗 ,达到节能的目的。

3、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地下建筑因为不占

用地面空间而被誉为“零地建筑 ”,而且因其具有较

好的气候调节性 ,可以大大节省采暖和制冷的费用

而在近几年备受生态建筑师的喜爱。国外很多大学

校园都非常注重地下空间的开发 ,如地下停车场、运

动场、地下实验室、地下办公室等 ,这些经验都可以

为我们所借鉴。

4、能源的节约利用。目前高校中普遍使用的都

是一些常规能源 ,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这些能源都

是不可再生和有一定污染性的。从生态和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来看 ,要节约使用这些常规能源。同时 ,开

始大力提倡对无污染能源的利用 ,如太阳能就是我

图 3　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总平面

国各地均可广泛利用的能源之一 ,可以用以发电、采

暖、提供日常用热水等。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考虑

利用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能源。

三、智能化趋势

随着世界进入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

代 ,校园建筑也开始向“智能建筑 ”的方向发展。

“数字校园 ”、“网络校园”的理念也成为校园发展的

一个重要趋势。智能化建设的目标是从环境资源到

校园管理的智能化、数字化。它包括了计算机网络

系统、教育 VOD点播系统、安保系统、通讯系统、广

电系统、同声翻译系统等 ,这些先进的基础设施建成

后对学校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管理手段等改革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在高校中普遍采用的智能

化手段有 :

1、智能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 ) :随

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图书馆从藏、

借、阅各个环节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如电子检索、

电子阅览、计算机中心等代替传统的阅览室。

2、智能教学楼 :教学演示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教

学、信息化、网络化的教育教学手段的应用。“多媒

体”教学方式的引入 ,将对教学模式和素质教育的

培养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促进作用 ;电子教具、投影

仪、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使远程教育、互动式教育和

课堂教学方式都得到飞速的发展 ,从而使课堂效率

得到极大的提高。

3、智能办公楼 :网络化办公、管理 ,办公自动化、

通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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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能化食堂 :学校食堂也一改以往脏、乱、差

的形象 ,形成清洁、卫生、方便、内容丰富和自我管理

的就餐环境 (图四 )。

图 4　浙大紫金港新校区学生食堂中的自动餐具传输带

四、开放化趋势

高校开放性的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

1、内部空间的开放

校园内部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公共开放和交流

空间的创造上。大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 ,知识被强

化 ,创造力被激发 ,人格也得到健全与培养。现在 ,

校园中建筑与环境的交流空间的设计形式更加多

样 ,层次也更加丰富 ,例如 ,与绿化相结合的中心交

流广场和小的庭院 ;与交通空间相结合的步行空间

系统 ;乃至于建筑本身如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

教学楼、公共食堂都更加重视公共交流空间的设计 ,

成为知识互动和情感交流的场所。如浙大紫金港新

校区交通廊长 500米 ,宽 10米 ,不仅具有交通功能 ,

更是一个交往的场所 (图五 )。

图 5　浙大紫金港新校区的交通兼交流廊道

2、对社会的开放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科学技术成为经济

发展的最大动力 ,大学校园与社会的关系也慢慢发

生了转变 ———功能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高

校校园再也不是封闭的象牙塔 ,而成为城市中最鲜

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而且这种转变还将在一定时

间内持续下去。具体表现在 :

(1)资源共享 :校园凭借自身的优势为社会提供

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咨询、文化交流、就业

等服务。园区资源如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运动场、

体育馆等向社会服务开放。同时 ,社区资源如资金、

政策、水、电、气等亦为园区服务 ,实现资源共享。目

前大学校园中后勤社会化就是资源共享的一种方式。

(2)知识共享、技术共享 :产、学、研一体化 ,大学

拥有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 ,可以也应该更直接地转

化为生产力要素 ,直接进入生产过程 ,直接成为经济

运作过程。如北京的清华大学、北大 ,上海的交大、复

旦、同济 ,西安的交大、西工大都凭借其科技优势在校

园周围形成了自己的高教园区或高科技园区。

(3)空间形态的开放 :现在的大学 ,再也不会是

高墙深锁、养在闺中人不识了 ,校园的围墙拆除了 ,

向城市展开其最具文化气息的风采。
(4)大学校园是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因子 ,大学

是潜移默化影响城市市民文化潜质的重要因素。

大学对社会的开放最终将彻底打碎大学原有的

整体构架 ,使得大学与城市其他功能相混杂 ,从而逐

渐融入城市 ,正如国外很多大学一样。

3、大学之间的开放与整合

大学之间的开放与整合主要表现为大学城的兴

起。大学城的建设有利于大学之间的学科交流和资

源共享 ,以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开发互动 ,形成集约效

应 ,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

或正在兴建大学城 ,如西安的西部大学城 ,上海的松

江大学城等。

五、文化性趋势

学校除了是大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增长职业技

能的地方 ,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舞台 ,因此大

学校园的空间环境应注重文化品质的体现、环境的

育人作用和教化作用。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第一

任校长大卫 ·乔丹所说 :“那些长廊和庄重的柱子 ,

那一排排棕榈树将对学生起着它们的一份教育作

用 ,实实在在的和化学实验室一样 ⋯⋯这庭院中的

每块石头都在进行着教育。”因此 ,重视人本化教

育、创造校园文化氛围就成了当今高校规划与建设

的另一大趋势。

高校校园的文化气质 ,首先应当体现在校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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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当中 ,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这些都是学生们汲

取知识、探求真理的场所 ,因此建筑在形式和材料的

选择上要注意体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品位 ———典雅、

大气、宁静 ,避免商业气息太浓。

另外 ,小品和雕塑也能体现校园文化氛围。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地中的一块大石 ,上面刻着

“百年树人”,就以很质朴的方式体现了学校的人文

精神 (图六 )。

图 6　西安建大校园中的“百年树人 ”小品

六、特色性趋势

在讲求个性化的当今社会 ,教育理念也从原来

的“通用 ”性教育转向张扬个性的“特色 ”教育 ,对于

校园环境与空间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时代呼唤有

个性、有特色、有创造性的设计 ,不要雷同和模式化

的设计。特色性的表现可通过很多方法实现 :

1、地域性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 ,各地的气候条

件、自然地理条件、生物种类、乃至地形地貌、文化风

俗都各不相同 ,因此 ,吸纳地域文化是体现大学校园

特色的良好途径。比如 ,南方的学校可借鉴江南的

水乡文化和江南民居建筑的特点 ,体现南方文化的

清丽灵秀 ;北方校园设计则可基于北方的气候特点 ,

采用庭院式布局 ,体现北方文化的浑厚质朴。

2、历史性 :学校的历史是其最可宝贵的独有的

财富 ,保存历史信息 ,就是保存了校园的特点。很多

名校和老校园就是凭借着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而

独具特色的。因此老校区在改造时 ,一定要谨慎地

保留那些承载着学校历史的建筑、植物、环境和小品

(图七 )。

图 7　上海交大中的老建筑

3、多样性 :学术的自由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兼容并蓄 ,大学生的生活活跃而多姿多彩 ,修读、

运动、学术交流、研讨、聚会 ⋯⋯。在大学建筑与环

境建设中也要融入这多样性的理念和气度。现在的

新校区往往都是由一个设计单位在统一的规划下进

行统一的建设 ,很容易在建筑形式、风格、色彩上过

于统一和单调 ,使建筑丧失了个性和特点。浙江大

学紫金港新校区在建设时 ,订立了“不讲统一 ,但求

协调 ”的原则 ,并且邀请国内不同的建筑大师作重

要地块的建筑设计 ,使得新校区的建筑风貌多姿多

彩 ,各具特色。浙大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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