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细化语境下教育专项规划方法探索

以苏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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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城市转型发展和全 面放开二胎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下 ，
传统的教育设施规划 方法已难

以为继 。 本文以苏州 市 为例 ，
重点剖析 了教育发展现状特征和问题 ，

在精细化语境下
，
对指

标体 系 、 建设标准 、 需求预测 、 用地管控和实施 引导方面进行 了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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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 这对新时期教育资源质量 、 教育公平提 出

了新要求 ， 教育设施规划是专项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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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教育设施规划

中的用地布局经常面临与控规等相关规划脱节难以落实的窘境 。 因此如何进行差异化需求分

析 ， 制定精细化标准和专项规划 内容在相关规划 中有效传导机制是在转型发展时期教育专项

规划面临的挑战 。 本文将以苏州市为例 ， 探索精细化语境下的教育设施专项规划方法 。

２ 苏州教育发展现状特征

２０ １ ７年 ， 苏州市区现有各类学校 ８５２所 ， 其中幼儿园 ４４９所 、 小学２０８所 、 初 中 （含九年

一

贯制学校 ） １ １ ０所 、 高中 ３９所 、 职业学校 ２ １所 、 髙等教育学校 １ ７所、 特殊教育学校８所 ； 市

区现有学生数９３ ．４７万人 ， 其中幼儿 园 １ ８ ．３ ３万人 、 小学３ ８ ．０３万人 、 初中 １２
．３ １万人、 髙 中４

．５３

万人 、 职业学校３ ．２６万人 、 高等教育学校 １６ ．８８万人 、 特殊教育学校０ ．１ ３万人。

２ ．１ 现行标准难以适应复杂区情

２ ． １ ． １六 区 区情迥异

苏州市区 内六个辖区 由于各区建设时间 、 人 口 结构 、 产业发展等不同 ， 教育设施现状发

展存在
一

定差异 ：

？姑苏区 由苏州古城区和外围三个新城组成 ， 外来人 口集聚 ， 古城区 内教育设施用地

尤为紧张 ， 各类学校用地面积均不达标 ；

？园区与新区作为苏州
一

体两翼的两个新城 ， 学校建设水平高 ， 整体教育设施配置较

均衡 ， 但 由于人 口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 ， 低龄学段需求强 ；

？吴中区和吴江区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集聚 ， 外来人 口学生多 ， 公办教育资源

远不能满足需求 ， 合格优质 的民办教育资源相对短缺 ， 产生大量无证学校 ；



？相城区学校建设相对滞后 ， 幼儿 园 ， 小学 的大班额情况尤为突出 。

２ ． １ ． ２ 双标并行缺乏弹性

苏州市教育设施建设的现行标准有两个 ，

一

个是江苏省 《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 和

《江苏省义务教育办学标准 （试行 ） 》 组成的省标准 （ 以下简称
＂

省标
＂

） ； 另
一

个是 ２００ ７

年根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 》 精神 ， 结合苏州市

实际制定的 《关于加强苏州市区配套幼儿园 、 中小学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市

标
＂

） 。 省标对苏州市尤其是姑苏区 、 园区而言在空间布局方面的指标过髙 ， 而市标制定时

间较早 ， 且指标多为一刀切 ，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适应性 。

表 １ 江苏省各类学校设置指标

学校 服务人口 规模设置 班容量 （生／Ｓ ）

幼儿园
每 １

一

１ ． ５ 万常住人口左右建有

１ 所幼儿园

幼儿园办园规模
一般不超过 １２ 个

班

小班 ２０
＿

２５ 人 、 中班 ２６
＿

３ ０人 、 大班

３ １

—

３ ５ 人 ， 平均不超过 ３ ０ 人

小学 — 一般不超过 ６ 轨 ４０

初中 — 一般不超过 ８ 轨 ４５

高中 — 一般不超过 １ ６ 轨 ４５

职业学校
— 般多于 ３ ０００ 名学生 ３５

Ｒ
２ 江苏省中 小学设置指标

学校 服务人口 规模设置
班容量

（生戚 ）

生均用地指标

（平方米 ／生 ）

生均建筑面

积

（平方米／生 ）

容积率

小学
１
－

２ 万人设 １

所完全小学

１２ 班 、 １ ８ 班 、 ２４ 班 、

３ ０班 、 ３６ 班
４５ ２３ （老城区不低于 １ ８ ） ８

低于 ０ ． ８ ，

老 城 区

不 超 过

１ ． ２

初中
２
－

４ 万人设 １

所初级中学

１２ 班 、 １ ８ 班、 ２４ 班 、

３ ０班 、 ３６ 班
５ ０ ２８ （老城区不低于 ２３ ） ９

九年
一

贯制 —

３ ６班 、 ４５ 班 、 ５４ 班 — — —

备注 ： 学校实行标准班额 办学 ，

小 学班额 不超过 ４５ 人
，
初 中班额 不超过 ５０ 人 。 有条件的地区可推行

小班化教学 。

表 ３ 苏州市幼儿园 、 中 小学设置指标

学校
千人学生数

（生／千人 ）

班容量

（生靡 ）

生均用地指标

（平方米／生 ）

生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生 ）

设置要求

幼儿

园
３ ５ ３ ０ １ ５ １ ０

原则上每 ５０００ 人设置幼儿园一所 ， 规模 ６ 班 ， ３ ０

人／ＳＥ ， 用地面积不小于 ２７００ｍ２ ， 建筑面积不小

于 １ ８ ００ｍ２ 。



学校
千人学生数

（生 ／千人 ）

班容量

（生戚 ）

生均用地指标

（平方米／生 ）

生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生 ）

设置要求

小学 ７０ ４５ １８ ． ６９ １０

每 １ 万人 口设置小学
一

所 ， 规模 １ ８班 ，
４５ 人／班 ，

用地面积不小于 １５ １３ ８ｍ２ ， 建筑面积不小于

８
１
０ ０ｍ２ 〇

初中 ３５ ５０ ２２ ． ５０ １２ ． ５０

每 ３ 万人设置初中
一

所 ， 规模 ２４ 班 ， ５０ 人／班 ，

用地面积不小于 ２７０００ｍ２ ， 建筑面积不小于

１ ５０００ｍ２ 。

２ ．２ 外来人口就学需求强

苏州市区外来人 口子女就学需求呈逐年递增趋势 ，
２０ １ ７年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 口学生数

高达 ５２万 ， 占比近一半 。 外来人 口学生千人数远超市标 。 苏州市政府多年来坚持
“

以流入地

政府管理为主 、 以公办中小学吸纳为主
”

原则 ， 但义务教育阶段外来人 口子女现状公办吸纳

率小学６ ９％ ， 初中 ８ ７ ．３％ ， 距省标 １ ００％有
一

定差距 ； 同时 ， 还存在大量的无证幼儿园和看护点 ，

涉及外来人 口子女约４万人 。

可见 ， 外来人 口子女的教育需求仍有较大缺 口 。 ２ ０１ ５年 ， 针对外来人 口子女就学问题 ，

苏州市教育局 出台积分入学政策 ， 该政策在
一

定程度上缓解外来人 口子女分序入学 问题 ， 但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困境 ， 教育设施供需平衡是关键 。

１４０

姑苏区 吴 中 区 相城区 高新区 吴江区 市标准姑苏区 吴 中区 相城区 ｒ§］新区
工业园
区

吴江区 市标准

■外 来小学生 １２８ ７１ ７５ ６４ ５３ １０２ ７０

■外来初 中生 ０ １１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８ ３５

■ 外来小学生 ■外来初 中生

图 １ 苏州市区外来人口 千人学生数

２ ．３ 低学龄段供需矛盾激增

２ ． ３ ． １二胎政策影响

随着
“

双独
”

、

“

单独
”
二胎政策放开 ， 苏州市区 ２０ １ ２年 、 ２０ １ ４年 的活产数均有

一

定增

幅 ， 尤其是户籍人 口活产数增幅较大 。

“

全面二胎
”

政策的放开将进
一步影响人 口生育率 ，

活产数会有所增加 ， 对苏州市区 的教育资源 ， 尤其是幼儿园产生
一

定的压力 。

２ ． ３ ． ２ 近期适龄人 口激增

参考 《苏州战略发展规划 》 中的人 口发展专题 ， 从预测的 ２０２０年和 ２０３０年人 口年龄百岁



图中可以看出 ， ２ ０２０年之前 ， 苏州市少年儿童数量和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都处于相对快速的状态 ，

２０ ２０年至 ２０ ２５年的 ５年中 ， 其数量和 比重都趋于平稳 ，
２０２ ５年至 ２０３ ０年其数量和 比重有所下

降 。

基于人 口年龄结构预测 ， ２ ０２０年前 ， 教育设施需求量相对较大 ； ２０２ ０
－

２０ ３０年需求有所

下降 。 在教育设施规划 中 ， 应注重近 、 远期的配置 ， 切实解决需求 。

图 ２ 苏州市人 口年龄金字塔预测 （来源 ： 苏州战略发展规划
一

人口专题）

２ ．４ 专项规划与其他规划脱节

传统教育规划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设施布局 、 配置标准制定等内容 ， 总体来看是教育规

划 自身体系的反馈 ， 缺乏与总体规划和控规等相关规划的有效互动 ， 然而总规和控规是具体

实施建设的直接依据 ， 从而导致专项规划确定的 内容实际上无法有效落地实施的窘境 。 由此

看来 ， 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缺乏对相关规划的有效反馈机制 ； 在需求预测和用地布局研究中缺

乏与其他空间规划 的衔接 。

３ 苏州市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策略

３ ．１ 可传导的控制指标

教育设施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之
一

， 在过往
＂

总规
＂

时代教育设施的空间进行点

位的规划 ， 也是强制性 内容之
一

， 在今后 的国土空间规划中 ， 教育设施空间应该 以
一

种底线

思维的模式进行保障 。 在此次规划中 ， 我们重点研究了人均基础教育设施 １用地面积这项指

标 ， 通过现状用地情况 、 相关标准演算的方法 ， 提出近期至２０ ２０年 ， 苏州市区人均基础教育

设施面积达到３ ．０平方米／人 ， 远期老城区达到３ ．０平方米／人 ， 新城区达到 ３ ．５平方米／人 。 以

此指标作为
一个刚性底线反馈至今后 的国土空间规划和下

一

层级的空间规划中 ， 首先保障 了

教育设施空间规模不受挤压 ， 同时又保障了各个阶段教育设施之间 的 内部调节的弹性 ， 应对

近期低学龄段学生爆发增长 以后 的教育用地内部调整 。

３ ．２ 差异化的建设标准

规划 中我们研究了上海 、 广州 、 浙江等的相关省市的经验 ， 参考省 、 市地方标准 ， 结合

１

苏州市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幼儿园 、 小学 、 初中和高中 。



苏州各区教育设施的特点和 问题 ， 制定髙 、 低两种配置标准 ， 针对不同阶段 、 不 同区域采用

不同 的标准 ， 力求教育设施配置更有针对性 。

对于近期规划 ， 普遍沿用现行标准 ， 也就是低标准 ， 但园区和新区 由于学校建设水平较

高 ， 近期采用高标准 。

对于远期规划 ， 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 目标 ， 远期统
一

采用高标准配置 。

同时 ， 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学校配置提出建议 ， 对于古城区 、 城市更新地区 ， 在用地条

件紧张的前提下 ， 可适当选用低标准 ； 对于新建地区 ， 建议采用高标准 。

表 ４ 苏州市教育设施配置标准 （地区差异化标准 ）

区域
近期标准 （２０２０

年 ）

远期标准 （２０３０

年 ）

备注 控规编制中学校配套建议

姑苏区 低标准 髙标准 教育资源最紧张 ， 老城区用地紧 。

对于古城区 、 城市更新地区 ，

可选用低标准 ；

对于新建地Ｅ ，
建议采用髙

标准 。

吴中 区 低标准 髙标准
需转移大量外来民工子弟学校 、 无证幼儿

园 、 看护点的学生 ， 近期采用低标准 。

吴江区 低标准 髙标准

园区 高标准 髙标准

新城建设区 ， 现状学校建设水平较髙 。

高新区 高标准 髙标准

相城区 低标准 髙标准 现状班额量大

表 ５ 苏州市 目Ｓ育设施配置标准 （高 、 低标准 ）

学校 千人学生数

班容量 （生／

班 ）

生均用地面积 （ ｍ２／

生 ）

生均建筑面积

（ｍ２／生 ） 班级数

（个 ）

容积率

髙标准低标准 髙标准 低标准 标准 髙标准
低标

准

幼儿

园

３５

（ ４０ ， 园区 、

新区 ）

３ ０ ３ ０ １ ６ １ ５ １ ２ ＜ １ ２ 班

０ ． ８ １ ． ２
小学 ７０ ４０ ４５ ２ ３ １ ８． ６９ １ ０ ＜３ ６ 班

初中 ３５ ４５ ５ ０ ２ ８ ２ ２． ５０ １ ２ ． ５ ＜３ ６ 班

高中 —

４５ ５ ０ ４０ ３ ０ ２ ０ ＜４８ 班

３ ．３Ｒ ！
１弹并济的需３ｍｍ与用 Ｊ也管控

在需求预测中 ， 此次规划模拟 了人 口增长高中低三种情景 ， 将低速增长模式预测的所需

规模作为刚性保障 ， 对比即有控规 ， 土地利用规划和各个相关主管部 门几上几下交流反馈 ，

最终落实到空间上 ， 最大程度保障每
一

处设施的可实施性 。 同时我们也借鉴
“

白地
”

理念 ，

将髙情景和低情景的需求差值作为
＂

白地
＂

进行预留 ， 在 白地位置的选择上对比现状和规划 ，



选择居住用地密集区域中间 的潜力用地 （包括控规中 已经规划为教育设施的用地 、 现状的空

地 、 旧居住区 、 工业区等 ） ， 将此类用地作为白地进行预先控制 ， 为教育设施空间做弹性预

留 。

３ ．４ 针对性的分区实施引导

在实施引导中 ， 针对各区区情分别提出定制化 引导建议 ； 如姑苏区古城区 内用地资源紧

张 ， 建议 引入基层公共服务设施
“

共建共享
”

机制 ；
工业园 区近期低学龄段就学压力大 ， 但

是区 内居住用地已经趋于饱和 ， 居住结构基本稳定 ， 建议研宄制定租售同权政策 ， 研宄学位

与住房关系代替千人指标 ， 且在工业园 区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中 已经进行相关研宄 。 吴中区和

吴江区外来人 口就学需求强 ， 需创新办学模式 ， 试行
“

公办与民办并举
”

鼓励优质民办资源

的进入 。

４ 结语

教育设施专项规划是
一

项关乎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工作 ，对于苏州这类处于转型发

展期 、 人 口结构不稳定的城市 ， 传统的教育设施专项规划方法已经无法适应 ， 应摒弃传统 的

教育单
一体系和

“
一刀切

”

的思维模式 ， 以更加精细化的供需关系研判 、 个性化 的实施 引导

和全规划体系的互动方式研宄 ， 保障全民享受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 然而本文只是针对苏州 的

个案研究 ， 研究也处于初期阶段 ， 必然存在诸多不足 ， 今后还将继续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

教育设施规划 的作用和预测指标等方面继续做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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