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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区的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方法探讨

———以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为例

陈 挚，周艺晶，邱崇珊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 在城市化建设加速推进、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和教育设施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教育

设施的专项规划语境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新设立的城市新区，新城区、旧城区、甚至农村地

区并存，人口政策不断刺激和规划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使得传统的教育专项规划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文

章以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的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为例，重点剖析了城市新区的教育设施规划所面临的挑战，从

人的角度出发，科学预测需求，结合区域条件的差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提出面向实施的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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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是专项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

设施的公益性属性，使其备受关注和面临高要求。传统的教

育设施布局规划主要分为需求预测、标准制定和规划布局等

内容。其中需求预测主要涉及各类学校的千人学位数指标;

标准制定包括学生人均用地、班额、服务半径、单处规模等内

容;规划布 局 一 般 是 在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层 面 对 用 地 进 行

落实。
然而新区的规划、建设、发展均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传

统的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技术方法难以直接套用在城市新

区，需要有针对性地对需求进行差异化分析，并制定精细化

的标准和管控方案。本文将以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以下简

称直管区)为例，探讨城市新区背景下教育设施规划的方法

和路径。

1 新区教育设施规划的挑战

1． 1 教育设施需求难预测

城市新区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人口年龄结构和老城区

不同。尤其在人才政策、户籍政策等外部条件刺激下，20 ～ 40
岁的青壮年，成为城市新区未来人口增长的主体，且多为适婚

适育人口，为未来教育设施的需求带来极大的压力。而常规

的人口结构推算方法难以准确预测新区的教育设施需求。
以直管区为例，从 2017 年 7 月人才政策施行至 2018 年

5 月，直管 区 户 籍 总 人 口 增 幅 达 23 %，其 中 人 才 落 户 占

69 %，人才落户中 98 % 为 40 岁以下人口。具体到不同区

域，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以直管区为

例，已建成的华阳老城( 以下简称旧城区)，聚集了直管区现

状人口的 41 %，常住人口总数约为 30 万人，其中适育妇女

人口占总数的 24． 4 %。而直管区其它各个街道的常住人口

数不超过 5 万人，未来人口以机械增长为主，适婚适育人口

比例较高。直管区的镇村地区，随着特色镇和产业的发展，

未来也将吸引一定年轻人口的聚集。
不同区域人口对教育设施使用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以成都为例，城市地区的学校住校的较少。就村镇地区而

言，山地地区村镇规模较大，大多采用村办学校的形式，就近

读小学、幼儿园，仅中学集中在镇区就读;而平原地区村镇规

模较小，随着交通条件的优化，居民更愿意将小孩送往镇上

教学质量更好的学校读书。以直管区为例，现状仅有 4 处乡

镇小学布局在镇区之外，且就读人数逐年减少。
1． 2 片区用地条件不同

城市建设阶段不同，用地条件也不尽相同。旧城区用地

大多已建，只能通过城市更新的方式调整用地性质，新增教

育设施的难度较大。新城区或未建成区域，土地供应充足，

有条件高标准建设教育设施。而村镇地区，土地供应较为充

足，也保障了教育设施的增设和提升。
以天府新区成都市直管区为例，华阳片区约 90 % 的建

设用地已建或已出让，使得教育设施供需矛盾难以在短时间

内得到妥善解决。已建的学校单处规模较大，学生人均用地

较小，功能布局比较局促，最小的幼儿园学生人均用地甚至

仅为 3 ～ 6 m2 /人，最小的小学仅 4 ～ 8 m2 /人。而新城区和镇

村地区，都有充足的土地供应，以保障教育设施的落地。目

前新修的教育设施建设标准均较高，部分幼儿园学生人均用

地已达 30 m2 /人，小学已达 20 m2 /人。
1． 3 片区规划落地条件差异大

城市新区刚成立，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许多规划尚不

稳定。以直管区为例，旧城区和以纳入近期建设计划的区域

已有法定控规或在编控规较稳定，而远期建设用地的控规尚

处于大纲编制阶段。镇村地区也正在或即将编制镇总体规

划或控规，未来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教育设施布局规

划难以按照传统的方法逐个点位落实用地。如何结合规划

管理的现实条件制定一个有利于管控和实施的方案，是专项

规划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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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管区教育设施规划的实践

针对以上城市新区快速发展背景下教育设施规划所面

临的挑战，以直管区教育设施布局规划采用分区、分类的方

式，精准分析了不同片区的教育设施的需求和使用模式的差

异，并制订了精细化的建设标准和管控方案。其中分区是

指，根据直管区各片区人口年龄结构、设施使用模式的差异

性划分三大分区，即新城区、旧城区和镇村地区。其中新城

区占城市新区总面积约 25 %，旧城区占约 5 %，镇村地区占

约 70 %。分类是指针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

和特殊教育学校，分别进行规划并制定管控方案。
2． 1 精细化的预测需求

预测需求采用三种方法:人口结构推算法、案例对标法

和金字塔图年龄移算法。
2． 1． 1 人口结构推算法

此方法即测算适育妇女人口的比例来确定千人指标。

适育妇女人口的增长主要分为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部分。
自然增长部分通过年龄移算法来确定至规划末期的每

年的适育妇女人口数量。年龄移算法的计算公式为:

Px( t) = Px－1( t － 1) × (1 － mx－1)

式中: Px( t) 为 t 年 x 年龄人口，Mx 为 x 年龄死亡率。
机械增长部分的人口总量通过规划容量减去自然增长

求得，再根据成都人才引进的人口年龄结构，确定规划末期

机械增长的适育妇女人口比例和数量。进而确定规划末期

的适育妇女人口总数量和占总需求分区人口的比例。
2． 1． 2 金字塔图年龄移算法

此方法适合人口基数较大，发展较稳定的区域，如通过

历年的出生率并结合全面二孩、妇女生育意愿调查综合得出

未来出生率的趋势和走向。最后基于年龄移算法确定每年

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图 1)。

图 1 旧城区和村镇地区的人口预测金字塔

2． 1． 3 案例对标法

此方法参考其他城市新区，包括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

等，分析城市新区成立后各类教育设施千人学位数指标变化

的规律，从而估算新区未来学位需求。
2． 1． 4 测算结果

通过测算现状人口和人口容量的差异可知，旧城区和村

镇地区采用金字塔图年龄移算法和人口结构推算法综合确

定各学段千人指标。新城区采用人口结构推算法和案例对

标法综合确定。特殊教育学校一般不采取千人座位数作为

需求预测的指标，故参考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等新区的经验

确定总体学位需求(表 1、表 2)。
2． 2 差异化的建设标准

教育设施建设标准主要包括生均用地、班额、服务半径、
单处规模等，其中班额、服务半径在各类规范中一致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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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直管区学位需求指标测算结果

需求分区

千人指标 /(座·千人 － 1) 学位需求总数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职业

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

新城区 42 80 42 27 15

旧城区 33 66 33 21 12

镇村地区 32 64 32 20 12

共 700 ～ 900 座

故对此不作探讨，主要研究生均用地和单处规模。
2． 2． 1 生均用地

新城区应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且土地资源较充沛，原则

上按高标准配置;旧城区用地紧张，考虑集约用地的原则，按

成都市旧区教育设施标准下限作为建设标准;村镇地区，重

点考虑了寄宿制学校所带来的用地指标的影响。结合学校

规模对标准进行细化，其中有住宿制的学校按照 3． 5 m2 /人
的配置提高标准。幼儿园旧城区的生均用地标准为 15 m2 /
人，新城区和村镇地区则为 18 ～ 20 m2 /人;小学旧城区的人

均用地标准为 12． 6 m2 /人，新城区和村镇地区则为 20 ～ 23
m2 /人;初中和高中旧城区的人均用地标准为 16 m2 /人，新城

区和村镇地区非住宿制学校为 22 ～ 25 m2 /人，住宿制学校为

25． 6 ～ 28． 6 m2 /人。
2． 2． 2 单处规模

考虑到旧城区用地紧张，且多以城市更新的形式增加教

育设施，因此建议适当降低学校规模的要求，便于充分利用

旧城区的小地块。故旧城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单处规模的

下限值都小于新城区和村镇地区。而用地充裕的新城区和

村镇地区，幼儿园单处规模的上限值低于旧城区，避免规模

过大，更有利于高质量管理。

表 2 直管区单处学校规模一览

旧城区 新城区 村镇地区

单处学校规模 单处学校占地 /ha 单处学校规模 单处学校占地 /ha 单处学校规模 单处学校占地 /ha

幼儿园 6 ～ 15 班 0． 27 ～ 0． 68 6 ～ 12 班 0． 36 ～ 0． 65 6 ～ 12 班 0． 36 ～ 0． 65

小学 12 ～ 36 班 0． 68 ～ 2． 04 18 ～ 36 班 1． 86 ～ 3． 24 18 ～ 36 班 1． 86 ～ 3． 24

初中 12 ～ 36 班 0． 96 ～ 3． 6 18 ～ 36 班 2． 25 ～ 3． 96 18 ～ 36 班 2． 57 ～ 4． 61(寄宿制)

高中 12 ～ 48 班 0． 96 ～ 3． 84 18 ～ 48 班 2． 61 ～ 6． 24(寄宿制) 18 ～ 48 班 2． 61 ～ 6． 24(寄宿制)

职业中学 － 2000 ～ 5000 人 5 ～ 16 2000 ～ 3000 人 5 ～ 10． 5

特殊学校 － 18 ～ 27 班 2． 4 ～ 3． 5

2． 3 刚弹结合的布局与管控

直管区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充分结合直管区各片区控规

编制情况，采取不同的实施管控方案，保证规划的弹性和刚

性结合。
城市地区，结合控规编制情况和城市高快速路等干道，

划分 8 个管控单元进行管控。其中针对已有法定控规或在

编控规较稳定的单元，各类教育设施落实到具体地块。而控

规方案尚未稳定的单元，对职业学校和特殊学校等不受服务

半径要求的教育设施，按单元进行管控，确定每个单元这两

类设施的数量和规模。对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

等有服务半径要求的设施，按照千人指标、服务半径结合 15
min 公服圈双向管控的形式进行管控，不落实到具体地块、
也不确定学校数量，在保障规模和半径的同时，为控规的编

制和未来的管理留有空间。

3 结束语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是一项复杂且关系民生的重要工作。
尤其对于城市新区，不能简单套用一般专项规划的方法，应

该摒弃大尺度的分析视野，取而代之以更精准的需求分析和

供给条件、供给方式的研判，从而为未来教育设施预留充足

的空间。这种立体的分析研究方法在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上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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