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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0_A1_E6_96_B0_E6_c67_490511.htm 摘要：在当前高等学

校新校区建设热潮中，存在下列若干问题：选址与前期工作

常出现违反建设程序、急功近利、仓促上马，选址不当，基

础工作不到位、招标草率等现象；规划设计存在周期过短、

规划成果重形式轻内容，导致理念设计没有落到实处等现象

；环境景观设计中存在规模偏大、尺度失真，景观设计不因

地制宜，重形式、轻功能等现象；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也存

在缺乏特色、粗制滥造等现象。 关键字：建筑规划城市规划 

规划设计高校校园建设不仅关系到学校自身的发展，也关系

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高等教育目标的落实，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在当前高校新校区建设热潮中，暴露出一些问

题，需要我们去反思。 1、选址与前期工作中的问题 （1）违

反建设程序，急功近利，仓促上马。校园规划与建设应该是

程序性很强的工作，但有的学校因为赶时间，不按正常的建

设程序进行，一边选址，一边准备基础资料，一边邀请规划

设计单位进行投标，一边进行项目报批，以为如此可以省时

间，结果却常常因为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导致所有工

作全部重来。而且如果过程中发现选址不当，或者因为种种

原因用地调整了，那么提前做的设计方案、基础资料就全成

了一纸空文，设计费自然也打了水漂。有的基础资料不全也

可能导致规划设计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和隐患。 （2）选址不

当。高校校园选址，是一个校园建设中具有决策性的关键问

题。但是在当前的新校区建设中，有些学校对选址工作却重



视不足，由此引起的失误，往往不仅造成时间上的浪费，还

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和产生使用方面安全、卫生、舒适

的缺陷和问题。 ①距离过远：有的学校新校区选址离老校区

过远，造成相互之间联系困难或不便；专家认为，新老校区

之间的距离以不超过半小时车程为宜。 ②选址用地不适于校

园建设：现在高校新 校区选址往往只注重它的地价与环境，

操作上仅凭校领导自己的感觉，与地方政府交涉后就决定下

来，较少做工程地质方面的考察与论证。但高校校园的建设

工程量巨大，对基地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块地就

能建。例如有的校园选址在机场附近，噪音太大；有的选址

在山边坡，有塌方之虞；有的沿河而建，存在洪涝隐患；有

的选址在国家规定禁止搞建设的风景保护区；有的与城市总

体规划不符或有冲突等。 ③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新校区的

选址往 往在城市近郊，有一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肯定

地价较高，没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段地价就低很多。因此有

的学校选址时只考虑买地的费用要低，即使选择在没有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也不管，结果自己就要进行配套的工程

建设，不仅费工费时，增加了校园建设的复杂程度，也使得

建筑工程造价大大增加，最终得不偿失。 （3）基础工作不

到位，招标草率。高校校区的规划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要求规划设计者对基地、环境、学校的历史、建制有

较深入地了解才能做出切实可行、符合学校实际使用要求的

设计。这就需要制定详细的招标任务书，将这些信息和要求

传达给设计者。但现在一些新校区的规划招标书仅是几页简

单的文字，大致罗列了学校的发展目标、设计理念，以及所

需校舍的一些内容，再附加一张地形图就草草了事，没有区



位关系及上一层次的规划图，也没有地质报告和学校方面具

体的关于规模与办学模式的要求等基础资料，这就使得最终

的规划方案很难与学校发展思路相吻合，在经过专家的一般

性评审之后，中标方案往往不能切实实施下去，有时不得不

重新对规划方案进行重大的调整甚至再重新进行规划。 2、

规划设计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规划设计周期过短。现

在通常的做法是，几千亩的校园规划，要在一个多月的设计

周期里完成，有的还要求有重要单体建筑如图书馆、办公大

楼、主教学楼和体育馆等的设计，这样就很难保证规划设计

的深入和到位。 （2）规划成果重形式轻内容。目前在校园

规划中广泛采用招投标形式，这样可以提高竞争力，使规划

设计单位更尽力地将方案做好，学校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和吸纳各家之长的机会。但同时也产生了设计单位片面追求

设计成果的图面效果和包装，轻实质性内容的倾向。 设计方

案很多时候过于重视构图，总平面 的形状都力求有象征意义

，比如象龙、象火箭等等，再加上一些轴线组织，比如生态

轴、人文轴、历史轴等等，有这些象征意义和轴线本来并没

有什么不好，但如果以这些作为设计的核心，而忽视甚至损

害如交通组织、建筑的合理规模及朝向等实质性的内容，这

就本末倒置了。 （3）理念设计没有落到实处。时下的校园

规划流行谈理念，诸如生态理念、环境理念、空间理念、文

化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智能化理念、网络化理念等等。

然而真正实现这些理念的又有几个呢？理念往往成为空口号

和装点门面的标志物，并没有相应的技术措施去落实。即使

落实，有的也仅是以一种肤浅的方式去落实：生态理念就是

简单的大片绿化、可持续发展就是简单的分期建设等。 3、



建筑设计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1）建筑设计缺乏竞争力。

校园建筑设计通常是采取委托的方式，常将规划和设计绑在

一起由一家单位包揽，这乍看起来可以节省设计费，使规划

方案更快、更好地得以落实，但却造成了规划设计因竞争激

烈而不断创新，水平很高，但整个校园的建筑设计却没有创

造性，手法单一。 （2）建筑采用模式化设计，造成多样性

、创造性、特色性严重不足。由于高校新校园建筑的建设量

巨大，而时间却往往要求得很紧，故很多学校都不约而同地

采用了模式化设计，其优点是工业化程度高，建设速度快，

风格容易统一协调，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建筑缺乏

个性，千篇一律，多样性、创造性、特色性严重不足，失去

了校园建筑本应有的文化气质；同时也忽视了一些特定功能

的需要，导致一些建筑存在不好使用的问题。 （3）施工方

面赶工期现象严重，建筑粗制滥造。在高校扩招的压力下，

建设施工只求进度、速度而忽视了质量，使建筑施工质量得

不到保证。不仅使很多新校区的建筑缺乏细部，与老校区历

久弥新的建筑格格不入，而且在使用一两年以后诸如房间漏

水、裂缝、面砖脱落、墙面粉刷污染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4

、环境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规模偏大，尺度失真。

新校区的占地面积较大，普遍追求大空间、大轴线、大广场

，如几公顷的水面，上千米长、上百米宽的景观大道，数万

平方米的广场，但这样的环境设计真的建起来后，就会发现

失真了，学生和教师在其中活动，感觉并不舒服，这与校园

环境空间所需要的安宁、亲切、宜人的氛围相悖。失去了人

的尺度，校园就变成了一个非人性化的空间。 （2）景观设

计不因地制宜。目前国内校园环境设计中，都流行有水面的



设计，河、湖、池、塘遍布其中，仿佛“无水不成景”，也

不管是否具有先天的条件。比如有的校园附近没有河流，挖

很大的湖面就不合适了；而在北方，即使有河流，也多属于

季节性河流，不一定能成为景观，有的可能就是排洪沟。其

实，除了水，山石、树木、建筑乃至雕塑小品也都可以创造

出有特点的空间环境，关键还是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

地理气候条件，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林则林，强求不得

。 （3）重形式，轻功能。校园的外部空间环境，也存在重

形式，轻功能的倾向。校园外部环境空间，往往除了景观作

用，还具有很实际的使用功能，如集会、休闲、晨读、交流

、运动等等，需要景观设计师很细致地考虑。现在的一些设

计对于教师和学生活动需要考虑得不足，园林、广场、水面

、草坪空间都很大，却“不近人情”；或者因为缺少宜人的

活动设施而“无人问津”；再或者干脆谢绝进入。这些空间

，只可看，不可用，很难让人产生场所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 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应克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情绪和态

度，本着科学、严谨、务实的精神，那么我们的新校园建设

就一定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