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校园城规建筑划设计研究初探注册建筑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A4_A7_

E5_AD_A6_E6_A0_A1_E5_c57_644960.htm 本文通过对大学城

的定义、特征以及发展经验等一系列客观事实的分析，提出

大学城应当界定在一个有着特殊构成和功能的“城镇（Town

）”的概念上进行规划设计，而这样的认识和定位正是目前

中国大学城规划中比较欠缺的，也是各种问题出现的主要症

结所在。 1、引子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变化最为激烈

和迅速的时期，知识经济取代了工业经济成为信息世界经济

发展的新支点。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是智力资源，这决定了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占据至关

重要的地位。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的：高等教育

系统正在进行“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

。在中国，这种变革集中凸现在大学城的快速兴起上。 中国

的大学城建设具有多重的背景和动力。首先是知识经济发展

的需求，在知识经济浪潮中，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新机

遇和挑战，产业结构须要调整，大学城建设是其走向知识经

济的重要支撑；其次是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中国社会发展的

城市化进程正在进行当中，结合大学城的土地需求和聚集效

应，大学城建设也被充分的利用为一种城市化手段；最后，

高等教育的扩大化普及化使教育走向产业化，大学城的建设

相应带动地产、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其本身就具备了相当的

经济吸引力，建设大学城也成为许多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手

段之一。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大学城已不仅作为一种新的

大学组织形式或者新的大学运动表现形式，而是在城市建设



与经济建设方面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很多城市把大学城的建

设作为城市发展和产业调整的动力机器，期望其能成为推进

城市发展的良方。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速度是惊人的，同时大

学城在我国属于一个新鲜的“舶来品”，对于它的理论研究

和实际经验都是比较缺乏的，加之国情与国外存在相当的差

异，都使得我国的大学城建设更加的困难。新鲜的事物必然

伴随着新的问题和思考，而在当前这种超常规的建设举措和

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而

在实际的建设中，也确实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因此如何才能

更好地建设大学城，使其良性发展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已

成为学者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2、大学城综述百考试

题论坛 2.1大学城的定义 《教育大辞典》是这样界定的：“围

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

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这样的表述，基

本表达出了大学城的许多特征和要求，但并没有完全的诠释

现代大学城概念的丰富内涵。 事实上，对于大学城，许多诸

如大学园区、高教园区、教育园区、大学科技园、大学科技

城、大学社区、大学城镇、大学区等概念都与大学城相关、

相似，由此可发现，“大学城”实质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

念。笔者以为，按照现代大学城出现和发展的背景来看，无

论是大学科技园区、科学城都应该被视为大学城，因为他们

具备了相同的开发背景、相同的开发目的、相似的社会责任

和经济责任，还有许多相同的属性和特点。 “大学城”实质

上是一个以大学为核心而构成的、具有特定整体功能和环境

特征的城市社区。故当前普遍使用“大学城”这一称呼方式

来指代这种近年来各地建设大学园区综合体，也是对大学城



作为城市的新型表征定义的提示。来源：www.examda.com 值

得注意的是，“大学城”所包含的城市概念，应该是有所限

制的，它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如果要在城市的体系中寻找一

个定位的话，应该处在“城镇”的阶段上。这个定位，是根

据大学城实际的功能需求和环境氛围的要求，以及合理的规

模所作出的，参看国外比较著名的大学城如剑桥、牛津、普

林斯顿等成功先例，这样的定位也可以得到印证。把握这一

定位，对于我国目前诸多新兴的大学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 2.2大学城基本特征 2.2.1大学城的城市属性 科布西埃（Le

？Corbusier）说过：“每所学院或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都市单

位，无论大小它都是绿色城市。”大学城是城市的一种形态

，这一切决定了大学城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城市属

性，这是其区别于普通大学校园的本质所在。大学有着其与

生俱来的城市属性，随着大学的扩大，大学的城市化是必然

的结果。 2.2.2聚焦人口的特殊性 大学城的人口组成有比较明

显的特点：一、学生数量大。大学生是大学城主要使用人群

，占到50％以上。二、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城的居民

除了在校大学生和教职工外，从事高科技产业研究和开发的

工作人员也是占有很大比例的人群，这类人群都普遍受过较

高程度的教育。 这样的人口构成，年龄层比较低，充满了活

力和激情，兴趣广泛；受教育程度高，具有相当的文化品质

要求，生活质量要求高，这对大学城在配套设施建设上具有

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要求。 2.2.3特定的功能和功能空间构成百

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笔者把大学城内部

主要的组成功能分为三类，而其分别相对应三个主要功能空

间。首先是大学城的核心功能，那就是教书育人，与之相对



的就是教学空间；其次是大学城的扩展功能，即研究与生产

的结合，这就要求有专门的产业开发空间；最后是大学城的

辅助功能，主要包括住宿、运动、餐饮、休闲以及市政等服

务功能，它们需要相应的辅助空间。 2.2.4良好的共享性 各种

有形物质资源和无形文化资源的开放性共享使大学城内各个

学校减少重复建设、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与异地独立建分

校相比，这种方式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能够

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放到教学和科研方面，在降低教育成

本的同时做到提高教学质量。 2.2.5生态性 当前，国内正在建

设的大学城，一般都选址于城市郊区有山有水、生态环境优

良的地方，场地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而现代规划

，生态观是一个必备理念，几乎在每个方案中都是作为规划

原则被提出和强调，因此，新建的大学城一般都具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高质量、高品位的校区环境和社区环境，成为城

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2.3大学城的分类本文来源:百

考试题网 对于大学城的分类，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作出

不同的结果：可以按照大学城的发展历程来分，分为“自然

发展型”和“规划建设型”；按照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分

可以分为“独立式”、“边缘式”和“内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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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