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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开放校园的规划建设实践
Practice on Urban Planning Type of Open Campus
撰文  胡莎莎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近年来，我国各大高校学校规模及生源迅速扩张，在老校区土

地资源紧张的有限条件下，纷纷酝酿新校区的开发建设，掀起了一

股大学校园的建设高潮，出现了一批远郊的大学城或高教园。据不

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投入建设的大学城就有 20 个，仅北

京及周边范围内，就有良乡、康庄、沙河、廊坊四所大学城，而天津、

山西、云南、福建等地还都在进行大学城的规划和建设研究。在一

些城市或其特定区域，高校已经开始成为城市区域发展新的动力引

擎，不再是一个简单、相对独立的区域，而是以开放的姿态拉近校

园和城市的距离，让城市与校园共同生长，这个理念也势必成为校

园规划的一个趋势。

开放的校园空间，与城市互动共享，是新校园规划模式的精神所

在，此次新校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实践就是对这一思路的具体尝试。在

如何体现开放互动的精神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不同方向的可行性探索

和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对新校园建设有更多新的感悟。

1 开放的必然性

当代的大学校园再也不是“单位式大院”的象牙塔，无论功能使

用还是空间形态上都必须是开放和封闭相结合，既满足学校自身发展

需求，又能给社会带来共享的空间和互动的活力。

某高校规划新建的新校区位于其所在城市的近郊区，距城市

中心区 25km，占地 500 亩。任务书要求新校区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3.9 万 m2，内需设置教学区、文化体育活动区、生活服务区等功能区，

服务 6 000 名在校学生。同时校方希望在传承老校区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弱化新老校区的区位心理落差影响，更多从城市的角度考虑校园

的发展规划。基地北临城市主干道，西邻次干道，交通系统发达，是

距离城区较近的新建校区，方便在校师生与老校区的交流。同时依托

大都市圈构想，基地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直接联系现有机场和新建机场，

成为联络世界两大枢纽空港间交通最便捷的开放型艺术院校。另外，

新校区与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区相邻，占据了促进产学研发展的资源

优势，从而使二者共同打造城市东部新的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借此交

通和产业优势，新校区的定位注定与城市发展不可分割，无论从文化

产业发展还是城市规划格局考虑，都是需要被开放的。

因此，这让我们更加明确了在满足必须的具体量值基础上，对内

要构建校园丰富的交往空间，对外需与规划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节点

相串联，成为城市街区或区域的公共文化活动核心。

接到规划设计任务书后，经过认真的分析，我们确定了总体的

通过对某高校新校区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实践，针对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中产生的校园建设与城市发展、校园与城

市共生、校园与城市资源共享的问题，依据空间类型学的设计原则对校园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组织进行引导，提

出新的规划思路和模式——规划一个既有开放的校园空间，又与城市互动融合的开放型城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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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思路，即必须以城市的视角来审视校园规划，开放是校园规划

的必然。

2 城市型开放校园规划

设计试图塑造一个国际化、开放性、城市化的富有吸引力和特色

的校园，将其与城市街区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空间布局上形成“三轴、

三环、三分区”，环形规划道路将基地划分为综合教学区、生活服务

配套区和活力文化展示区等几部分，开放共享校园内的公共建筑，增

强邻里社区与校园的独特联结关系。借助城市发展推动校园建设，同

时又依托校园空间的塑造来影响城市总体格局的更新。

2.1 网络化的交通体系实现校园对城市开放 

位于城市中的校园容易受到周边城市道路的影响。面对大量的师

生人流，规划设计除了要解决校园内部车行和人行路径的交叉和分流，

还应考虑将园区各入口和主干道与城市干道支路接驳，同时规避城市

道路对校园所产生的干扰和安全隐患。

此规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北侧的代征绿地阻隔了校园与城市主

干道的有序衔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交通组织，因此，必须采取策略

来解决地块南北侧的交通联系问题。考虑到与西侧已建道路和远期轨

道交通的接驳，规划将校园主入口设置在地块西侧，东、南侧设置次

入口，对接城市道路，为开放校园体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校园内部以较为传统的流线明确的内部环线，将教学、运动、生

活这三个最主要功能区贯穿起来，机动交通和步行网络在一定程度上

进行分流，形成流线明确清晰的立体交通体系。这种相互连通的网络

化布局方式不仅可以消除校园内部互不连通的庭院，而且有利于街道

相互连通和交通疏散，且易于步行。同时从可操作性、经济性、景观

性三个方面来看，都非常有利于新校区的使用，面对城市开放的区域

其交通上也不与校园内部流线交叉，单独开口，便于实行管理。

2.2 校园内部空间的开放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人性场所》一书中引用基斯特所说的

“评价一个校园规划好坏与否的重要标志是看规划方案能否最大限度

地激发大众与其他学生、老师、游客、艺术作品及非常规活动的即兴

交流……只有校园规划具备能够激发好奇心，促进随意交流谈话的特

质时……它所营造的校园氛围才具有真正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内涵。”

我们将“沙漏”哲学理念融入学校的虚实空间上，通过建筑实体

围合成公共活动空间，空间的“虚”作为人群交流最密集的场所，成

为活动的“实”，这种空与实、动与静的交替转换，就是校园活力所在。

此外，结合城市轴线将城市公共资源引入校园，随着校园开放度的增

加，其将成为联系城市与校园的重要空间纽带。

设计参考了丹下健三曾在约旦雅莫克大学规划中提出的开放轴线的

设计理念，有机划分和联系校园多变性的开放空间——外向公共性空间

（面向城市街区和城市公园）和校园内向私密性空间（学院庭院）。一

条面向城市界面的形象轴线把校园和城市联系起来，沿这条轴线布置国

际交流中心、图书馆、剧场、体育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供学生使用，

同时也对社会开放，与南侧体育公园构成一个开放的活动核心带。另一

条轴线为学术轴线，各院系沿南北向轴线依次布置，庭院式围合的学科

建筑群形成一个个静谧的私密空间，利用穿插的建筑体块、架空的开放

式连廊串联收放有序的区域。两条轴线交汇于校园内的核心景观节点，

校区内的各种设施在教学和服务城市的两种功能之间形成过渡，通过公

共空间的激励来提升整个校园的凝聚力、归属感、领域感和认同感。

灵活型、组合型与延续型

开放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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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筑与环境的开放融合

建筑群体的构成使得有更多的用地来营造景观环境，城市校园的

景观体系塑造要充分融入周边的城市环境，力求使校园内部景观成为

城市整体绿化景观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同时注重对校园文化和

地域文化的体现，为地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先机。

在校园景观塑造上，考虑到借助基地北侧现有的泄洪河道，从景观

生态的角度，引水入校区，营造一组校园标志性的景观水系。对现状水

系进行改造和调整，从大的城市水系格局上，延续了大运河文化的水系

文脉。一方面，在基地中央形成以水系为中心的内向型核心景观构图，

各组建筑群沿着蜿蜒灵动的水系生长、穿插、对话，强调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和与建筑的融合，另一方面，以主要景观轴线为脉络，不仅向

内贯穿整个校园，也反向生长向外延伸，北向衔接城市公共绿化轴线，

向南呼应城市体育公园，形成了既服务于校园内部师生，又服务于城市

的开放型景观体系，使之成为可与城市共享的“城市绿洲”。

2.4 核心建筑开放的亲和空间

我们对公共建筑的综合构成进行了多样化的思考，确定了以更

接近城市街道和院落形态的单体建筑聚落空间为表现形式，运用轴

线关系、灰空间等将各功能独立并置于相互连接的场地中，使之互

不干扰又相互依存，表达出建筑面对城市的一种开放态度。院落形

态的建筑群形成一个个类似城市街区的亲和空间，无论是放在校园

内还是城市街道，其宜人的尺度使得公众能便捷快速地融入其中，

更好地帮助校园与城市开放交往、交流和互动。

与公众、城市共享的极具特色和设计感的公共建筑在总体的规划

中显得尤为重要。位于双轴线交点既是景观核心又是图书馆，我们借

鉴了路易斯·康在空间上的处理手法，“十”字线条分割出一个方形

体块空间的 4 个相同部分，体量简洁有力。中庭采光使大进深的图书

馆采光面积大幅增加。圆形的庭院吹拔形成强有力的向心性，提供图

书馆静谧的共享庭院和人流交换活动场所。通过以中庭为中心的布局、

大尺度的墙面开口、现代线条开放式的玻璃立面等设计手法来诠释建

筑的空间特色，成为整个校区的视觉中心。同时，主体建筑横跨校园

主要景观水系，将部分水景巧妙引入建筑主体之中，结合人流通道，

创造出宜人的亲水空间。建筑开放的态度不仅使校内师生可以互动交

往，也鼓励周边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从西侧主入口沿主轴线进入校园，位于轴线末端的对景建筑别具

一格，这是围绕艺术教学展开的核心公共建筑之一——剧院，同时作

为面向城市共享的区域，它与相邻的图书馆遥相呼应，也是区别于其

他高校建筑的一个特色功能。其功能空间由 1 个大剧场和 6 个小剧

场共同组成，完备的附属功能房间围绕大剧场设计，经典的大剧场

布局与明确的向心性，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视听、休憩、交流的公共

开放空间，同时也高效地解决了交通疏散问题。在剧院的主入口，

灰空间将建筑周边的绿化和广场引入建筑内部，在檐下形成半室内

半室外的中介空间，通过入口灰空间对建筑物的虚化处理，在一定

程度上抹去了建筑的界限，增加了层次感和趣味性，同时空间的连

贯消除了隔阂，达到室内外融合的目的。

主入口北侧的国际交流中心是新校区作为国际化知名殿堂对外交

流的必备场所，建筑功能上包含了小型剧场、餐饮娱乐、展览会议等。

不同造型体块的功能单体由构筑物统一起来，利用玻璃和实材虚实结

合，不但创造出开放、丰富的公共空间接纳人群进入和活动，形成错

落有致的视觉效果，成为校园入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更是拥有城市

特质空间的活力展现，兼具校园文化氛围和城市生活气息。

3 结语

新校区规划中，在空间结构、交通体系、建筑布局等方面结合了

开放共享的校园规划理念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文化产业需求

的促动下，运用不同的空间处理手法，以城市规划的街区开放性设计

原则引导建筑、景观总体布局的具体设计，将校园空间融入城市共享

空间，成为对开放型校园规划设计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在信息和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把校园的规划建设纳入到城市整体

发展蓝图中去思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城市型开放校园的规划模式适

应我国国情，其可操作性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开放、共享、包容的理

念从校园融入城市，深入到城市及社会产业发展的每一个细胞和血液

中，成为与城市和谐共生必不可少的灵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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