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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国家从20 世纪50 ～60 年代开始致力于生态规划和

建设的研究 , 并于20 世纪80 年代末将“生态”的概念引入学

校规划建设中,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对生态校园建设的研

究涉及了生态技术的研发和生态教育的开展。近年来 , 随着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张, 新校区的建设日益受到众多

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但是对于生态校园的研究 , 迄今还没有

形成一个涵盖其建设和管理模式的完整理论体系, 也未见对

其进行系统化分类和概括的学术文章。为此, 笔者从理论角

度归纳总结了当今生态校园建设的有关内容, 并提出了其发

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建议。

1  生态校园的涵义

对“生态校园”众多专家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 如绿色学

校、山水校园、园林学校等 , 但是它们与“生态校园”还是有所

区别的。把“生态校园”与“绿色校园”或“绿色建筑”等概念

完全等同起来, 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绿色”的有关内容

仅仅是生态校园从环境出发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态校园”应

该还包括校园的规划、生态校园的教育、校园的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内容。

生态的定义是指自然物理生态环境和广义的文化生态 ,

而生态大学校园则是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运用到大学

校园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现阶段, 我国有多种对生态校园的

定义。有学者认为生态校园是指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 贯

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遵循人与自然协调的原则, 通过

合理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 形成体现校园特色和文化内涵的

校园[ 1 - 2] ; 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校园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规划、设计、管理及运行的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 各物种

布局、结构合理且环境质量优良, 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

环境友好的集学习、工作、生活、休闲功能于一体的人工生态

系统[ 3] 。虽然各种定义不完全相同, 但各专家、学者所概括

的生态校园的定义都包括了要在校园建设和规划中贯彻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 使得建成的校园更满足社会以及在校师生

的实际需要。

2  生态校园建设规划的原则

2 .1 以人为本原则  整个校园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人

类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高的消费者。因此, 在整个生态校园

规划中 , 应从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关系出

发, 把人的需求放在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加以考虑 , 即以人

为本的原则[ 4 - 6] 。在整个生态校园的规划建设过程中, 建设

和规划单位在使用各类材料时首先应考虑到人类生命安全

与健康, 其次要尽可能的满足人类使用过程中的舒适性。如

选择种植植物时应首先考虑它是否有刺、有毒、过敏、产生飘

絮; 种植时要考虑到离建筑物的距离, 对光线是否遮挡; 建筑

物设计除考虑坚固、美观外, 还要考虑利于通风、采光、最大

限度利用自然能源等[ 7] 。

2 .2  环境友好原则 生态校园要遵循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则

就是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 使得人与自然协调发

展, 即环境友好原则。在生态校园的各个组成部分及消费的

各个环节都要尽可能的应用该原则。如使用一些可再生的

材料来代替不可再生的材料, 如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等 ;

尽量减少废物产生量或回收废弃物加以利用。在能源方面 ,

应多使用节能产品; 尽可能的多使用可再生能源, 如太阳能、

地热能等; 对于生态校园中所产生的污水应加以综合利用 ,

如建立小型的水循环处理体系, 可以将一部分污水处理后用

于绿化灌溉和清洁用水。

2 .3  功能第一原则 生态校园的第一职能依然是满足在校

师生的学习和生活需要, 所以校园中的各种建筑设施在规

划、设计、建设全过程中始终要把建筑物的功能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生态校园的建筑物重视的是产品是否安全、方便、

实用, 所建造的校园其功能能够被最大限度的利用才是对生

态校园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好理解。

2 .4  综合效益原则 生态校园不能按照一般的建设项目进

行效益计算, 因为生态校园对本身以及周边所带来的影响是

很深远的, 特别是给周边地区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公共

效益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间接经济效益。所以应不仅仅从

直接经济效益上对生态校园进行评价, 更多的应注重其所带

来的间接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采用综合效益的原则对生态校

园进行评价。综合效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W′= E ×C = ( E1 + E2) ×( C1 + C2 + C3) ( 1)

式中, W′: 综合效益 , E: 经济效益, E1 : 直接经济效益, E2 : 间

接经济效益, C: 公共效益 , C1 : 环境效益, C2 : 生态效益, C3 :

社会效益[ 8] 。

3  生态校园建设规划的内容

3 .1  生态校园布局规划  建设生态校园必须做好生态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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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生态校园规划强调运用生态系统整体优化的观点, 在

生态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 提出校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

规划。生态校园规划设计应着眼于学校的系统化、生态化、

经济化和人性化的生态理念去进行总体规划, 使生态、经济、

社会三大效益与生态校园规划设计相协调是校园环境建设

的关键[ 9] 。其内容总体来说包括: ①生态功能分区规划; ②

土地综合利用规划; ③校园植物景观规划; ④校园生态道路

规划; ⑤能源供给规划; ⑥生态建筑( 绿色建筑) 规划。

3 .2  生态型技术在校园建设过程中的运用 在生态校园建

设的全过程都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 即学校建设

中应做到科学地选择校址、选用生态环保型建材、污水处理

循环利用、科学地处理校园区垃圾及科学绿化等。健全垃圾

回收处理系统, 立体生态综合利用, 生态厕所、太阳能、沼气

综合利用等环保型设施 , 通过构建废弃物处理系统, 使校园

固体废弃物、污水、废气等得到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尽力达

到资源 - 垃圾- 新资源的循环利用目标。

3 .3  生态校园的环境 校园作为在校师生工作和学习的地

方, 其环境的建设至关重要。对于绿化面积、植被种类、水域

面积等都需要严格考虑, 而且要确保校园生态化的要求就必

须达到校园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自然结合, 必要的时候要做

到“楼让树”、“路让树”等。

3 .4  加强生态校园的教育 生态校园不仅对其本身固有的

规划和校园的建设要遵循“生态型”, 对于校内的文化氛围同

样需要遵循“生态型”。要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组

织各种形式的环保活动, 并以学校为阵地向社会传播生态文

化; 加大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环境技

能水平和环境参与程度, 最终使校园成为和谐的生态校园。

4  现阶段生态校园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4 .1  研究不够系统 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对生态校园做了

研究, 但缺乏系统性, 往往只从某一方面进行 , 缺乏全方位的

系统研究。目前, 对生态校园的研究多数还是探讨生态校园

规划, 却很少对生态校园的教育、运营管理以及学校各学科

之间的生态化进行研究[ 10] 。笔者认为应该把生态校园的建

筑规划和工程建设与校园内部的教育生态化、学科生态化、

运营管理的生态化及环境生态化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和

评价生态校园。

4 .2  对生态校园的学科定位不明确  由于涉及到生态学的

概念, 有很多专家学者都是从环境专业的角度对校园的建设

进行分析; 也有规划方面的学者对生态校园进行研究, 其论

文大部分发表于建筑景观类学报 ; 关于生态校园管理的则多

见于管理类专家的分析[ 11] , 至今尚未见对生态校园研究的明

确学科定位。笔者认为生态校园应该把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

首要原则, 从校园建筑的建设、规划, 学科的设置, 生态教育理

念, 校园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多角度进行其内涵的定义。

4 .3  生态教育与管理研究缺乏  生态教育是实现生态校园

的重要途径 , 国内更注重前期的规划与建设, 对于后期真正

实现生态校园管理则缺乏理论探讨。笔者建议首先政府要

为生态校园管理立法, 要巩固生态校园的成果并促进发展。

仅仅采用公众的教育启发是不够 , 还需要借助一些政策法规

对校园进行生态管理。其次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 , 借鉴国外

经验, 建立科学、健全、系统的生态校园管理方式, 同时引入

认证体系或设定奖励法令。这种科学、公正、客观的立法体

系, 将有助于提高学校创建生态校园的积极性 , 推进可持续

发展思想在校园建设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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