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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人文·科技”设计理念解读

“现代·人文·科技”设计理念是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学术

委员会在2008年会报告中推出的主旨观点，是在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

30年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合现代工业转型

时期的中国工业园区规划设计的理论方法。该理论结合当代世界发展

潮流、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特点，依据科学发展观，并按照产业发展

的一般规律和后工业社会国家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可

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解决园区规划设计问题的“中国

对策”。“现代·人文·科技”设计理念将重点研究的工业园区分为

“制造类、创造类、服务类和综合类”四种类型，每类园区根据其特

殊需求，其规划设计目标和策略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总体上讲，都满

足“用地集约、技术合理、经济高效、生态良好、文化延续”[1]五个

渐进的方面。以下结合实际项目进行深入阐述。

2  “现代·人文·科技”设计理念应用

基地介于天津市中心城区与塘沽城区之间，占地1 043亩（图2）。

规划设计基于对园区综合条件的理性分析和对“现代·人文·科

技”设计理念的深入理解，并基于对园区性质和研究院关于天津基地

发展目标定位的分析，确定其属于四种类型中的“制造类”园区，

“现代·人文·科技”理念指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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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造类园区的特殊需求，其规划目标侧重实现“五个方面”中的

“用地集约、技术合理、经济高效”三个方面，同时尽可能实现“生

态良好、文化延续”的目标。

2.1 用地集约

用地集约是工业园区规划的基本要求，规划首先从外围交通对

土地价值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不同周边交通条件下土地的经济利用

价值、土地利用模式以及用地弹性发展的可能性，即土地经济价值集

约、土地利用模式集约和土地开发弹性集约三个方面。

（1）经济价值集约

规划用地东南角地块东侧紧邻城市主干路，南侧紧邻城市大部件

运输路，并规划有城铁经过，交通优势明显，为最适宜开发用地，因

此将社会服务性功能——开放协作区布置于此。西南角地块西侧紧邻

高新区起步区，南侧紧邻杨北公路，优势亦较为明显，为次适宜开发

用地，因此将民用相关产业——产品应用产业区布置于此（图3）。

（2）土地利用模式集约

在具体的设计方案中，通过模块化、单元式的布局方式充分将生

产区建筑密集分布，充分挖掘土地使用率，同时将研发区和协作区建

筑以点式散落于核心绿地中，充分发挥环境优势，达到不同资源的最

图2 区域位置图1 园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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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合理化利用（图4）。

（3）开发弹性集约

引入弹性开发的城市设计理念，将基地发展比作生物的生长，

按照萌发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的生长阶段，将基地发展分为三

期，分期发展，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但保证各个阶段的完善

性。即将成熟期需求的用地以绿化或临时建筑的方式使用，避免了土

地资源的闲置，也保证了近期景观生态的优化（图5）。

2.2 技术合理

技术合理是一个园区规划能满足生产工艺和相关法规的前提要

求。本次规划旨在通过系统规划和统筹建设，在天津基地建成相对完

整的航天产品产业链条，同时利用航天的技术优势，建成功能完整、

技术合理的卫星应用及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基地。本着这一宗旨，本次

规划设计将技术合理的原则目标深化细分为功能合理、产业合理、工

艺合理三个方面。

（1）功能合理——四大功能区

按照制造资源配置合理、优化组合，充分考虑到资源共享、高效

利用，最有效地利用空间，将整个基地细分为4个功能分区，其中一

区——核心产品生产与试验区居于基地中心位置，其他功能区围绕核

心区布置，以便发挥其作为核心功能的带动性和辐射性（图6）。

（2）产业合理——七大产业带

在四大功能产业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产业需求和发展时序的需

要，将基地产业横向细化为7个功能带，分别是：相对成熟产品带、

系统集成带、生产加工带、研发及办公带（核心带）、市场推广产品

带、航天技术转化带和开放协作带（图7）。其中将核心带——研发及

办公带布置于横向核心位置，便于其研究成果的快速应用和管理职能

的有效发挥。

（3）工艺合理——工艺流程设计

根据产品生产制造流程及各相关专业特点，基地建设将对各功能

厂房进行整合和合理布局，力求产品流程尽量缩短，周转时间尽量减

少，配套功能尽量完备，并将污染较大的热表面处理厂房布置在用地

角落位置，减小对其他建筑的干扰，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基础上保证工

艺流线的优化（图8）。

2.3 经济高效

实现经济高效首先着眼于对园区周边相关资源进行优势整合，发

挥产业集群化、聚集化优势，即资源整合；其次考虑周边市政配套设

施的利用问题，基础设施问题的解决是开发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即市

政高效；最后对园区自身人流、物流交通进行研究，根据企业产品、

原料、工作人员运行特点组织园区交通系统，力求缩短产品流程，减

少周转时间，即交通高效。

（1）资源整合

基地南侧紧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某研究院[2]，有条件在基础

设施、市政设施和生产设施配套方面协调共享，整合形成航天科技园

图3 土地经济价值分析 图4 土地利用模式 图5 分期开发 图6 功能分区

图7 产业带分析 图8 工艺流程设计

图9 整体构想 图10 市政设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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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天津基地规划之始，即考虑与该相邻基地组成集国家重点试验、

研发、国际合作、航天主体文化展示于一体的航天开放协作园区——

天津航天科技城（图9）。

（2）市政高效

根据基地需要在不同位置分设3个综合市政站点，在基地内景观

大道之下设置一条倒“C”形综合市政管沟，连通三个综合站点，所

有主要管线皆通过综合管沟输出，由此实现站点间能力互补，减少能

源消耗和提高使用效率。基地内冷热供应均来自园区南部能源站， 能

源站采用冷热电三联供的方案，发电机产生的高温烟气直接进入余热

直燃机产生冷热源，避免二次换热过程中的能源损失，大大提高了能

源利用效率（图10）。

（3）交通高效

为了保持基地内良好的生态环境，将车行道与人行道分级控制，

明确了机动车的活动范围，保证了中心园区深处的宁静与平和（图

11）。除此之外，还在基地内规划两条清洁能源电瓶车路线，既有利

于生态环保，也提高了基地的通行效率（图12）。

2.4 生态良好

针对生态问题的研究，本次规划着重考虑对区域生态廊道组织、

本底资源保护利用和生态适宜技术的采纳三个方面，其中区域生态廊

道的组织是对区域生态背景的尊重，是基地局部生态良好的前提；本

底资源的保护利用是对基地本身生态条件的分析研究，是生态园区建

设的基础，生态技术的利用则是在原生态维护基础上对生态园区建设

的深入和提高。

（1）区域生态

基地规划以“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概念为依据，通过对自身绿化空

间进行有机规划，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绿化系统，并与城市绿色空间

网络连成整体，成为城市绿色空间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图13）。

（2）本底资源

用地内有一定数量的水平和垂直水渠，雨季用于排水或灌溉，多种

植物沿沟渠两侧生长，自然形成纵横数条绿色生态走廊（图14）。本次

规划通过设计一方面利用地表水体和充足的地下水资源作为基地核心绿

地水源，一方面尽量利用正在平整中的空旷土地作为一期建设用地，保

留现状生态湿地、林地和苗圃等生态绿地，留作二期开发使用。

（3）生态技术

本次规划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摒弃不顾经济条件一味追求高科技

的不良倾向，但不反对采用高新科技手段，作为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

中国家，采用生态适宜的技术方法，如通过新概念、新构思来提高常

规材料、传统工艺的使用效果，如雨水收集、太阳能、冷热三联供技

术、自然通风等。

2.5 文化延续

文化延续是理想园区应有的追求，理想的园区应该为生活在其中

的人们提供心理的归属感和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应该符合当地

主流文化传统、富有地域文化特征和行业文化特色，同时让丰富的城市

文化生活成为创新可资借助的物质环境依托。本规划试图通过对城市轴

线、区域关系的尊重体现对城市文化的尊重，并在规划结构和建筑组合

模式中寻找能够契合航天文化和企业文化的途径，以体现天津基地的研

发理念，表达基地创新文化、形象文化、质量文化、人文文化。

（1）区域文化

规划中有一条城市轴线从基地中穿过，向南北两侧无限延伸，是滨

海新区的发展主轴。对原有城市轴线给予充分的尊重，将城市轴线作为

园区自身的主要轴线，并且于轴线之上设置主要出入口和标志性建筑，

由此加强了城市轴线的影响控制力，延续了城市文化（图15）。

图11 交通组织 图12 清洁能源线路规划

图13 区域生态 图14 用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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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文化

规划方案的建筑组合模式引用“空间站单元对接”的理念，展现

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髓，营造平和、匀质、包容、积极向上

的园区空间。“单元式、模块化”的组合模式既符合研究院分区发展

的管理模式，亦很好地契合航天企业文化特色（图16）。

3  “现代·人文·科技”理念设计策略

规划策略是在既定设计观念的指导下，欲达规划目标而采取的

工作方法、措施与步骤，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设计整体、理

性创新、形式多元、技术适宜”。天津基地规划设计是在“现代·人

文·科技”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对其设计策略的一次实践应用，是对

该设计理念的一次发展丰富和深化解读（图17）。

3.1 整体设计

按系统整体性原理，对基地各组成系统包括工艺系统、建筑

系统、交通物流系统、市政支撑系统、绿化景观系统、生态环保系

统等进行整体研究，将各系统内及系统间各组成元素按其物质、交

通和资讯联系组成一个结构与功能协调的整体性共生网络系统，而

不是按传统的工艺先行、规划满足工艺要求、市政交通满足规划要

求、生态绿化在建筑之余的剩余空间上栽树种草的工作程序。规划

将上述各系统元素整体思考并进行系统整合，在保障生产功能的基

础上重视社会和环境效益，同时兼顾基地景观形象，以整体效用最

图15 城市轴线 图16 行业文化

图17 天津基地规划设计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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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作为最终工作目标。

3.2 理性创新

规划思想的高度决定着园区规划建设的创新动力，理性创新是指基

于理性分析的规划创新。本次规划先从理性分析包括园区区位条件、行

业文化、项目安排、交通条件、地形现状、生态本底、上位规划等各种

限制因素入手，充分理解甲方对天津基地设定的管理目标——整体思路

指导下的单元化管理模式，从中获得符合基地管理需要、形象需要和功

能需要的空间结构理念——“空间站单元对接”模式。

3.3 形式多元

规划分析的模式可以是相似的，但创新的结果和规划的表达形式

必须要追求多元，不同类型的园区、不同的项目安排、不同的生态条

件等任何限制因素的不同必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产生不同的规划

方案。本规划有意根据航天类园区自身特点寻求基地的规划特色，形

成特色鲜明个性化园区，由单纯关注产品价值转变为同时关注过程价

值、形象价值、人文价值。

3.4 技术适宜

如前所述，规划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推荐应用适宜的技术方法，通

过新概念、新构思来提高常规材料、传统工艺的使用效果，而不是不

加分析的采用质量高成本也同样高的新材料；推荐应用经济合理且环

保的生态技术实现少费多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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