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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深圳市 已经进入存量规划 为主的 时期 ，

就 罗湖 区未来 发展而 言 ，
以存量发展和集约化改造将成 为城

市 发展、 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
如何整体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及构建服务体 系 则成为 未来 旧城区 发展所 面 临

的重要挑战 。 结合 《深圳市 罗湖 区学校布局 与建设专项规划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 ２ ） 》 的规划 实践
，

立足于 罗湖历程
，

精准聚焦 已有教育设施现状 ，
构建以实 际需求为核心的设施布局基底 ， 评估学位实 际需求 ，

提出通过城市

更新 、 棚户 区改造项 目 实施方 式和土地集约化利 用的改扩建方式等 多种供给学位方案 。 并在街道和城区层

面进行双重统筹规划 ，
建立片 区学位预警机制 ， 保障供需合理结构优化的 罗湖 区教育设施实施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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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基础型教育设施 （ 中小学 ） 长期以来都是城市规划 、 城市更新领域 内重点关注对象 。

一

方面 ：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是我国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规划编制思路的合理

性 、 设施布局的科学性也是每
一

位社会成员享受均等化教育服务的基本前提 。 另
一

方面 ： 国

家各相关部 门和地方政府围绕基础教育设施布局制定 了基于相应时代背景 的技术规范与相

关政策 ， 形成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指标体系 ， 对教育设施分级配备的标准予 以明确 ， 其 旨在保

障与优化基础型教育设施的规划布局 。 不难看出 ， 基础教育设施的规划与布局对城市生活 、

民生服务及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都至关重要 。

在此背景下 ， 罗湖区结合全市层面的相关要求以及 自身发展特点 ， 制定了 《深圳市罗湖

区教育改革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 、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改革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 等

教育设施专项发展规划 ， 明确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方向及相应措施 。 但时至今 日 ， 相关规划的

管控效果 尚需深化 ， 罗湖区 内教育设施的供需关系 、 规划布局尚需进
一步优化 。

城市更新和棚户区改造项 目作为罗湖 区现阶段重要的城市发展手段与资源配置载体 ， 也

为教育设施的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实施路径 。 但城市更新项 目推动多 以市场为主体 ， 市场 的

不确定性导致更新多 以个案改造为主 ， 而且捆绑开发 的教育设施多 以项 目本身的利益最优为

出发点 ， 难以统筹全区教育资源进行优化 ， 其控制效果大多也只是顾此失彼 ， 穷于应付 。

而就罗湖区未来发展而言 ， 以存量发展为核心思路的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 、 资源配置

的重要手段 。 那么 明确城市更新和棚户区改造项 目 与罗湖区教育设施规划布局之间 的关系 ，

特别是供需平衡的要求 ， 制定切实可行 的教育设施建设实施计划就显得尤为关键 。 同时 ， 落

实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改革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 要求 ， 形成具体的布局方案与实施计划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所在 。

本文结合 《深圳市罗湖区学校布局与建设专项规划 （ ２０ １ ８
－

２ ０２２ ） 》 的实践 ， 将罗湖区作

为研究范围 ， 对辖区 内所有基础型教育设施 （ 中小学 ） 进行统筹规划 ， 形成符合实际发展需

求的基础型教育设施体系就显得势在必行 。

２ 罗湖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分析

２ ．１ 现实挑战 ： 罗湖区基础教育资源压力突出

２ ． １ ． １ 适龄学生快速增长 ，
教育政策叠加学位需求

随着二胎政策的施行 ， 适龄学生规模将进
一

步增加 ， 导致未来学位需求的进
一

步扩大 。

同时人 口管理１ ＋ ５文件实施及 《居住证管理办法 》 等政策使更多人有人享受免费接受义务教

育 ， 将进
一

步叠加激增学位需求 。

２ ． １ ． ２ 设施标准逐渐提高
，
学位供给压力相应加大

在政策指引之下 ， 中小学班额规模需逐步缩减 ， 超额运营问题需逐步得到解决 ， 同时随

着小班化教学改革的逐步推广 ， 将进
一

步降低学位供给规模 ， 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压力 。

相对于
“

新深标
”

（ 《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 与准则 》 （２０ １ ７年局部修订稿 ） 简 称为
“

新

深标
”

） 的标准班额 （小学 ４５座／班 、 初 中 ５０座／班 ） ， 现状学校存在超班额运营现象 。 其中 ，

公办小学超班额运营 问题较为严重 ， 平均班额达到５２座／班 ， 个别学校问题尤为突出 ， 如 ：

布心小学平均班额已到到达５７座／班 。

另外 ， 超原设计班数运营的学校有２ ９所 ， 小学学位超班 １ １ ３班 ， 初中学位超班 ２３班 。 原

设计班数不能满足现状需求 ， 部分教辅用房及办公室改做教学用房 ， 影响教学质量 。

２ ． １ ． ３ 学位供需矛盾效应连锁 ，
空 间布局有待优化

依据
“

新深标
”

关于中 、 小学的设置说明 ， 小学 的服务半径应当控制在 ５００米范围 内 ，

初中 的服务半径应当控制在 ５００
－

１００ ０米范 围 ， 以此标准对设施进行分析 ， 教育部 门划定的学

区范围与理想的规划服务范 围重叠度不高 ， 局部地区存在服务不便区 。

由于设施数量有限 ， 且原学 区的学校服务能力不均等 ， 为了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

局部区域实行
“

大学学区 ＋共享学区
”

招生制度 ， 虽在
一

定 时间 内有效缓解了学位压力 ， 但

其实际的服务范围脱离 了规划的服务半径要求 ， 违背基础性教育设施就近入学原则 。

２ ．２ 空间资源紧缺 ， 教育设施扩容途径有限

２ ．２ ． １ 现状学校与规划 不匹配扩建受限

不少现状教育设施由于建成年代 、 用地权属 以及历史遗留等问题 ， 导致 自身空间拓展受

到限制 ， 无法结合实际需求进行扩班扩建 ， 进而使导致学校超负荷运营 。 以罗湖区东晓街道

华丽小学为例 ， 现状 ２７班 ， 用地面积 ７２ ５０ｍ
２

。 对照法图与深标的要求 ， 应为 ３６班 ， 用地面积

１ ５ ７７５ｍ
２

。 班数与用地均不符合要求 ， 同时学校周边多为多层住宅区 ， 绑定更新单元难度大 ，

难以按要求扩建学校用地 。 此类现象在罗湖区其他地方也时有出现。



２ ．２ ． ２ 法定 图则规划教育设施难落地

法定图则规划教育设施用地由于权属复杂或历史遗留等原因 ， 规划难以落实 。 未落实 的

学校共 １ ５所 ， 其中 ， 小学 １ １所 ， 初中２所 ， 九年
一

贯制学校 １所 。 以 ＬＨ０ ４
－

０ １
－

１ ５
－

０３小学用地

为例 ， 法图规定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为 １０ ０００ ．０２ｍ
２

， 但该地块现状用地权属复杂 ， 剩余土地使

用年限较长 ， 用地回收难度大 。

２ ．２ ． ３ 储备用地及更新项 目贡献用地有限

据统计 ， 罗湖区在库管理的储备土地共计４ ７块 ， 总面积 １ ０６ ．９４公顷 ， 其中多为绿地用地

且规模较小 ， 大多地理位置不适合配置基础教育设施 。 切城市更新及棚户区改造项 目 中未批

规划和意向项 目 能贡献的用地较少 。 更新项 目集中贡献也会造成教育设施布局不均衡 。

２ ．３ 破解之道 ： 城市更新机遇挑战并存 ， 需要进行统筹规划

２ ． ３ ． １ 城市更新是增加教育设施供给的重要途径

面对土地紧缺 、 产权复杂等现实 问题 ， 城市更新成为重构土地产权 ， 推动产业转型 ， 供

给公共设施的重要手段 ， 为教育设施增加供给提供了有效途径 。

２ ． ３ ． ２ 功 能转型 与城市更新 同 时加大教育设施压力

市场导向下的城市更新将大幅提高土地开发强度和住宅 、 公寓规模 ， 促使人 口规模的增

加 ； 城市功能转型则带来人 口结构 的转型 ， 进
一

步抬高学位需求 ， 将为教育设施带来巨大压

力 。

２ ． ３ ＿ ３ 更新项 目规模小布局散
，
需在宏观层面谋篇布局

罗湖区 目前城市更新项 目仍以小规模项 目为主 ， 难以贡献足够土地以建设学校 ， 同时布

局零散 ， 难 以统筹布局教育设施 ， 解决区 内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亟需在宏观层面进

行统筹规划 ， 明确现状和未来的供需情况 ， 进行规模和布局上的优化提升 （图 １ ） 。

图 １ 罗湖区城市更新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分布图 （统计截止于 ２ ０ １ ８ 年 ６ 月 ）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３ 学校规划标准选取与配置规模探讨

３ ．１ 人口统计 口径校核

全区人 口存在多个统计 口径和来源 ， 经过多方对比 ， 鉴于教育资源主要服务于片区 内常

住户籍人 口 与常住流动人 口 ， 因此采用常住人 口作为本规划 的人 口 口径 。

鉴于综治办人 口统计 口径包括常住人 口 ， 且数据采集方法为社区网格员定期上 门采集 ，

较为接近真实情况 ， 本次研究采用综治办提供的常住人 口数据作为本规划的总人 口数据 。

表 １ 罗湖区现状人口一览表

资料来源 ： 罗湖区房屋租赁管理局 、 统计局 、 数字政府建设管理局

统计部门 统计口径
人口规模
（ ２ ０ １８年 ）

采集方法

区房屋租赁

管理局

（ 综治办 ）

总人□＝艘户籍人□＋＿人□

实有人口

＝采集户籍人口＋流动人口

常住人口 ＝采集户籍人口 ＋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口

１６１ ．４万人

１２ ７．２万人

１１ ２． ５万人

社区网格员
ｍｍｍｍ

区数宇政府

建设管理局

总人口＝居住人口＋工作人口＋学习人口＋法人 ＋新生儿＋港澳

台人口＋外国人 （ 排除重复人口 ）

１８ ９Ｊ万人
社区网格员数据 ＋

Ｓ员人ｔｉ信息系统

区统计局 常住人口 ＝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
１０ ０．４万人
（
２０１６年

）

抽样调查

百度慧眼 居住人口 ＝最近两个月周末 、 晚上频繁出现的人数 １５４ ．２万人 百度地图定位服务

３ ．２ 多方法预测人 口规模

方法
一

： 综合增长率法

从人 口增长视角 ， 基于罗湖区近年人 口 的发

展趋势 ， 推测未来年限中的人 口增长规模 。 鉴于

近年来区 内户籍人 口与流动人 口 的发展趋势存在

较大差异 ， 分别结合相应增长率进行人 口预测 。

（ 图 ２ ）

方法二 ： 空间承载力法

从空间供给视角 ， 基于未来罗湖区各街道住宅

建筑面积的增长情况 ， 反推未来各街道可容纳 的人

口规模 。 鉴于规划年限中罗湖区主要通过城市更新

供给居住空 间 ， 测算城市更新单元带来的增量人

口 ， 进而推算罗湖区常住人 口规模 。 （ 图 ３ ）

３ ．３ 结合实际情况与政策导向预测学位需求

图 ２ 综合增长率法人口测算框架图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

图 ３ 空间承载力法人口测算框架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新深标
”

学位千人指标 ： 小学学位配置标准为８０个／千人 ， 初 中学位配置标准为 ３５个／

千人 。

现状学位占 比 ： 基于区教育局提供的２ ０１ ８年小学 、 初中在校学生数 ， 可得罗湖区现状小



学实际的学位 占比约为 ７３个／千人 ， 初中约为 ２７个／千人 ， 低于新深标规定 的千人指标 。

适龄儿童 占 比 ： 基于区数字局提供的小学适龄儿童 （ ７
－

１ ２岁 ） 和初中适龄儿童 （ １ ３
－

１ ５

岁 ） 数据 ， 通过不 同 口径总人 口等比换算可得现状适龄儿童数和相应需求学位占 比 ， 其中小

学学位需求 占 比为 ７５个／千人 ， 初中学位需求 占比为３ １个／千人 ， 相对接近
“

新深标
”

要求 。

表 ２ 学位指标对比表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类型 常住人口 （
人 ） 小学学位 （ 个 ）

小学学位占比

（
个／千人 ）

初中学位 （ 个
）

初中学位占比

（ 个／千人 ）

现状学位数 １１ ２７６ ５５ ８１９０ ６ ７ ３ ３０７５７ ２７

适龄儿童数 １１ ２７６ ５５ ８４２６ １ ７５ ３４７４ ５ ３１

“

新深标
”

千人指标 —— —— ８０ —— ３５

为保障罗湖区未来教育设施供给满足区 内人 口 的需求 ， 本次规划将
“

适龄儿童 占比
”

作

为基础性指标 ， 确保未来教育设施能够满足区 内适龄儿童的实际需求 ； 将
“

新深标学位指标
”

作为指导性指标 ， 以应对未来人 口结构变动和相关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 。 以基础性指标

和指导性指标作为各街道学位需求的上下 限 ， 形成各街道的学位需求预测 区间 。

３ ．３ 结合实际情况与潜在政策预测学位需求

基于学校现有设计规模 ， 在不考虑至２０ ２０年／２０２ ５年学位建设增量的情况下 ， 按照标准

班额核算学位缺 口值 。

２０２ ０年小学需求班数为 １ ９３ ６

￣

２０ ６５班 ， 需新增 ６７７

￣

８０６班 ， ２０２５年小学需求班数２０ ７２

￣

２ ２０９

班 ， 需新增８ １ ２

￣

９ ５０班 （ 图４
） 。

２０２ ０年初中需求班数为７２０

￣

８ １ ３班 ， 需新增 １ ６６

￣

２ ５９班 ；
２ ０２５年初中需求班数为７ ７ Ｃ

Ｔ８ ７０

班 ， 需新增２ １ ６

￣

３ １ ６班 （ 图 ５ ） 。

２０００
１８７２

２ ０６５

＾１９３６

爾Ｓｉ愧数

０

２ ０１８２０ １９２０２０２０ ２１２０２２２０２３２０ ２４２０２ ５

■默 最小 ■数

（ 单位 ： 班 ）

８１３

ｍｍ
７７ ０

！ ７２０

２０ １８２０ １９２０２０２ ０２１２０ ２２

■默需 ■ 最小

２０２ ３ ２０２４２０ ２５

冊数

（ 单位 ： 班 ）

图 ４ 罗湖区小学学位预测 图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

图 ５ 罗湖区初 中学位预测图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



４ 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布局原则

４．１ 规划布局原则与方式

４ ． １ ． １ 调整方式

（ １ ） 城市更新及棚户区改造项 目增建 ： 考虑各类型改造项 目 的人 口增量带来的学位需

求及结合周围片区学位需求 ， 通过项 目落实法定图则学校及结合实际需求新建扩建学校 。

（ ２ ） 现状改 、 扩建 ： 在片区学位缺 口情况的指导下 ， 研判学校的现状运营情况及建设

情况 ， 通过地下建筑 、 加层 、 扩建等方式增加建筑面积 ， 改善学校教学用房不足 、 配套设施

不完善等 问题 ， 拓展学校空间 ， 增加学位供给 ， 为学校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

（ ３ ） 回收用地落实图则 ： 根据土地房屋调查结果 ， 针对不同的用地未落实情况 ， 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对可能回收的教育用地进行落实 ；

（ ４ ） 现状保留 ： 满足片区学位需求或学校处于合理运营情况的学校建议现状保留 。

４ ． １ ． ２ 实施时序

研判各类型改造项 目 的审批进度及实施难度 、 结合各学校新改扩建难度 、 分析图则已规

划未落实的教育设施用地的 回收年限 ， 本次将分期实施时序分为近期 （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２０年 ） 、 中

期 （ ２０２ ０
－

２ ０２５年 ） 、 远期 （ ２０ ２５
－

２ ０３０年 ） 。

５ 基于务实规划的教育设施规划布局

以罗湖区现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人 口密集特征 ， 以及城市快速扩张而导致的用地垢病 ， 尤

其在土地极其紧张的情况之下 ， 近期不能盲 目 、 简单的效仿国际化大都市的教育设施路径 。

就罗湖区当前困境而言 ， 应先解决公平性问题 （标准化 、 均等化 ） ， 完善供给侧需求 ， 满足

的居民上学需求的基本 目标， 再解决品质化问题 （ 品质化 、 国际化 ） 面 向能够提供优质的教

育资源 ， 匹配国际化大都市城区 的 目标 。

５．１ 近期保障基础教育服务 ， 满足教育设施刚性控制指标

面对现状的困境 ， 近期 以补全学位缺 口为核心任务 ， 结合未来人 口增量及需求 ， 落实能

够实施的项 目 ， 建立片区预警机制 ， 为后续城市更新政策的编制 、 教育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 ，

以此逐步调整教育资源结构 。

５ ． １ ． １ 基于街道
，
形成基本统筹单元

以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服务范 围作为基本统筹单元 ， 在片区统筹 的情况下参考各学区划

分 ， 结合人 口预测 ， 梳理现状中小学学位总量和供给方式 ， 校核各片区学位规模缺 口及服务

盲区 。 设置各片区的
“

五 图
一表

”

即 ， 教育设施综合现状图 ， 教育设施发展规划图 ， 教育设

施规划布局 图 ， 规划小学服务半径评价图 ， 规划初中服务半径评价图 ， 教育设施规划
一

览表 ，

对各片区提出控制性意见 （ 图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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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５ ． １ ． ２基于全 区
，
整体统筹基本单元

至 ２０ ３０ 年 ， 全区预计可通过城市更新和棚户区改造项 目 增建 ２５ 学校 ， 通过现状改 、

扩建 ３ １ 所学校 ， 通过回收用地落实 ４ 所学校增加小学学位 ８ １２ 班 。 初中学位 ２ ８６ 班 （ 图 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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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罗湖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



５ ． １ ． ３ 建立统筹 片 区预警机制

将
“

十三五
”

作为观察 的窗 口期 ， 分近 、 中 、 远期实施时序 ， 长远的动态修正 目标 ， 构

建各片区学位缺 口预警机制 ， 并针对预警片区提出相关控制要求 （ 图 ８和 图９ ） 。

图 ８ 规划调整后小学学位近期供给预警图图 ９ 规划调整后初 中学位近期供给预警图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５ ． １ ． ４ 明确预警 片 区控制要求

根据各个街道的学位配置要求 ， 明确各个街道的控制要求 ， 监督旧改项 目在独善其身 的

基础上尽量消化周边的学位缺 口 。

（ １ ） 项 目落实

由政府部门牵头 ， 主动推进己贡献教育用地的城市更新或棚户区改造项 目 ， 推动项 目 审

批进程 ， 跟进项 目规划实施的动态过程 ， 加快落实片区 内教育设施规划布局 。

（ ２ ） 优先安排

实行教育用地储备制度 。 在计划审批立项的项 目 中 ， 优先考虑安排教育设施用地 ， 鼓励

小地块项 目 与其他项 目绑定进行统筹规划研宄 ， 贡献教育设施用地 ； 对学校周围待开发用地

进行管控 ， 优先规划为学校增容预留用地 。

（ ３ ） 增量控制

没有预留教育设施用地的居住类建设项 目 ， 严格控制项 目立项和规划审批

在片区学位缺 口补上之前 ， 严控居住类建设项 目 （如 ： 住宅、 公寓等 ） 增量 ， 控制改在

项 目人 口增长带来的学位需求 ， 预防片区学位供需失衡 。

５．２ 远期构建适度超前的国际化城区教育设施标准

５ ．２ ． １ 通过校园 改造计 划
，
增加学位供给规模

用地集约化利用 ： 通过地下建筑 、 加层 、 扩建等方式增加建筑面积 ， 改善学校教学用房

不足 、 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 拓展学校空间 ， 增加学位供给 ， 为学校未来发展预 留空 间 。

学校改扩建过程中力求保留校园空间 的精神价值 ， 注重文化传承和场所记忆 。

５ ．２ ． ２ 通过学位周转计 划 ，
保障学位持续有效供给

充分发挥城市更新 、 棚户区改造和土地整备项 目 作用 ， 加快新建学校供给 。 结合周边学



校改扩建计划 ， 新建学校前期可作为改扩建学校的临时安置地 ， 待改扩建工程完成后 ， 再作

为独立学校或改建学校的分校 ， 提供学位 。 以此保障学位的有效周转和持续供给 ， 避免因改

扩建工程导致学位供给短时性降低 。

构建学校绑定机制 ： 结合实际情况 ， 提前绑定新建学校与改扩建学校 ， 统筹安排建设时

序 ， 保障学位持续供给 。 加强名校分校建设 ： 推动名校分校区建设 ， 通过分校承担老校区改

扩建时期 的学位安置 ， 改扩建完成后作为分校继续运营 。

５ ．２ ． ３ 通过多 方共建计 划 ，
应对未来需求弹性

作为提供公益服务的的公共设施 ， 旧城区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按计划经济的思路单

纯靠技术手段和行政管理是难以解决的 。 同 时应该在政府调控监督下 ， 结合效益化的制度设

计振动资本的引擎 ， 借由市场活动补充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 即 ，

一

方面应当提高公办及国有

民办学位的供给能力 ， 另
一

方面需要社会办学力量进行补充供给端 ， 缓解公办学校学位供给

压力 ， 并鼓励多样化办学方式 ， 满足不同人群的择校需求 。

５ ．２ ＿ ４ 通过小班制 发展计 划
，
提升未来教育质量

推动小班制改革 ： 充分运用小组教学 、 互动教学与个别化教学手段 ， 使每
一

个学生与教

师 、 同学 、 环境等发生积极互动 ， 促进学生朝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目标更好前进 ； 因材施教 ，

大幅提高每个学生接受教育的充分程度 。

５ ．２ ． ５ 通过教师编制调整计划 ， 保障教学品质

在编制总量严控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盘活存量 ， 推动小班制 的发展势必要提高老

师与学生的编制比例 ， 适当放开教师编制 ，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 。

针对罗湖区具体情况提 出以下建议 ：

存量盘活 ： 针对中小学
“

培训式缺编
” “

产假式缺编
”

等现象 ， 在新的编制办法中增加

约 ３％？ ６％的机动编制 ， 并使之制度化 。

动态管理 ： 对教师编制实行
“
一年一核

”“
一校一核

”

。 各部 门每年将所属各校当年在

校学生人数 、 班级数量 、 教师名册及需要增减的编制数量报告给相关部 门 ， 做到
“

生 （班 ）

增即师增 ， 生 （班） 减即师减
”

。

机制调整 ： 积极探索新的用人方式 ， 大力创新用人机制 。 部分教学 岗位和行政岗位可实

行人事代理制度 ， 由学校及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公开招聘考试进行录用 。

５ ．２ ． ６ 通过信息共享计 划
，
建立动态管理平 台监督设施需求

基于实时数据建立动态管理平台 ， 推动更新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 图 １ ０ ） 。

基于规划
一张图综合管理系统 ， 整合各部门 的建设项 目 、 人 口 、 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实时

数据 ， 基于社区生活圈进行设施服务绩效动态评估和规划情景模拟 ， 指引各类城市更新和开

发建设项 目 的建设和管理 。



基于动态管理平台 ， 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 通

过现状公共设施绩效评估 ， 指引各类更新项 目规划

和建设 ； 通过多情景模拟 ， 评估项 目规划的有效性

和存在的风险 ， 进而指引开发强度和配套设施规模

的确定 ； 通过设施建成后评价 ， 跟踪更新项 目公共

设施供给的有效性 ， 为其后的项 目进
一

步提供指

引 。

６ 结语

基础教育设施的规划与布局对城市生活 、 民生

服务及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都至关重要 。 面对此

类规划 ，

一

方面需要保障基础 的控制标准 ， 强调规划的可实施性 ； 另
一

方面需要面向更长远

的 目标与计划 ， 寻求规划的可持续性 。 在保证运用合理配置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 ， 制定合理

规划实施的顶层设计和保障方法 。

同时 ， 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质量和结构与居 民的多元化需求之间 的矛盾将会是未来高品

质城区社会建设的主要矛盾之一 ， 在此诉求下公共服务势必向标准化 、 均等化 、 品质化的方

向发展 ， 如何去整体统筹协调多种扩容方式 、 多个利益主体以构建高标准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将成为未来 旧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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