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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区基本情况[1]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距离中关村校区约45千米。用地面

积111.33公顷（约1670亩），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根据学校发展战略规划，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将与中关村校区共同承担中国

人民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

1  新校区基本情况

建设意义

建设目标

基本概况



1  新校区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不以扩大教育规模为目标，而是按照“新空间、新机制、

新人大”的办学理念，以规划建设新校区为契机，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发

扬人民大学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建立全新

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立志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示范区”、“试验

田”、“排头兵”，成为：

党在新时代领导高等教育的一张靓丽名片

国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创新典范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座成功标杆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为创建

“世界一流、人民满意”大学和完成“双一流”大学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意义

建设目标

基本概况



1  新校区基本情况

建设意义

建设目标

基本概况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内唯一一所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将按照党中央

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要求，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将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北京最美、独

具风格”的现代化示范校园。



规划设计路线图[2]



2  规划设计路线图

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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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区规划方案[3]



3  新校区规划方案

规划框架

建筑布局

景观环境

规划理念

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规划的整体性和弹性；

绿色生态原则，建设“座落在城市森林公园中的校园”；

低碳环保原则，建设节能型、环保型校园；

智能化原则，建设数字化、现代化校园；

人性化原则，建设安全、便捷、宜人的校园；

个性化原则，建设兼容开放、独具风格的校园。



3  新校区规划方案

规划框架

建筑布局

景观环境

规划理念

一 核: 三条城市次干路和校园环形道路围合形成校园核心区。

两 轴：一轴为串联校园东西由溪流、湖面、缓坡、草坪、树林等组成的生态绿轴；

另一轴为贯穿校园南北的建筑轴线。

多中心：五大学部等公共建筑规划在校园景观和交通节点，创建多层级校园中心。



3  新校区规划方案

优先进行校园景观环境规划，然后在校园主要景观节点和交通

节点处规划各类功能建筑，校园建筑设计与校园景观环境规划进行

对话、协调，并相互融入，最终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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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环境

规划理念



3  新校区规划方案

规划框架

建筑布局

景观环境

规划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规划鸟瞰图



新校区规划特色[4]



构建多层次校园绿化景观体系，沿校园东西向开辟一条由溪流、

湖面、缓坡、草坪、树林等组成的“生态绿带”，从“生态绿带”中

延伸出若干条南北向“功能绿楔”，连接各功能组团内部庭院，做到

推开每扇窗户都能看到绿地。

4.1  绿色生态校园

多元植被

海绵校园

生态绿带

绿化体系

节能环保



沿溪流通过校内土方平衡堆坡、架台、造景，形成高低起伏的校园

微地形，串联起五个连续性主题景观公园。

在主题公园内设计人性化小尺度的休闲漫步道路，规划山坡、溪流、

小桥、亭台等构筑物和艺术小品，为师生营造闲适静谧的交流场所。

4.1  绿色生态校园

多元植被

海绵校园

生态绿带

绿化体系

节能环保



采取多元的植栽配置体系，使校园呈现出“春有花开、夏有林荫、

秋有落叶、冬有雪景”的四季景观，营造出“四季有花，四季常绿”

的育人环境。

4.1  绿色生态校园

多元植被

海绵校园

生态绿带

绿化体系

节能环保



运用海绵城市理念，采用“渗、蓄、滞、净、用、排”技术，合

理解决校园内场地雨水的收集、利用与排放。

充分利用周边丰富水资源，统筹规划校园特色景观水系、湖泊池

塘、溪流跌水、亲水平台等景观单元，使校园水体呈现主次分明、曲

折有致、山水相映、兼具活力的优美环境。

4.1  绿色生态校园

多元植被

海绵校园

生态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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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园林化，建筑低碳化”，规划强调节能、节水、节地、

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等理念。校园建筑合理布置朝向，尽量利用

自然光，控制通风区域和闭合区域来达到夏季自然通风，冬季加

强保暖的效果；校园能源充分利用太阳能、空气源热能、地源热

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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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绿色生态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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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区与公共建筑交错布置，学生在300米步行距离内

就可基本解决对校园功能的需求，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避免

人流潮汐现象”。

4.2  人文人本校园

内静外动校园

学生需求导向

可慢性的校园

300米生活圈

宜人空间尺度

传承学院精神



通过道路断面和行道树设计，提供充足的自行车通道和人行漫

步道，为自行车和行人提供便利，倡导慢行交通。

4.2  人文人本校园

内静外动校园

学生需求导向

可慢性的校园

300米生活圈

宜人空间尺度

传承学院精神



以环形路网为界，在内部设置对外联系较少的人才培养、

科学科研等功能，在外部设置气氛活跃的接待办公、对外联络

等功能，实现“内静外动”的校园格局。

4.2  人文人本校园

内静外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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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慢性的校园

300米生活圈

宜人空间尺度

传承学院精神



4.2  人文人本校园

内静外动校园

学生需求导向

可慢性的校园

300米生活圈

宜人空间尺度

传承学院精神

规划方案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充分考虑

学生的学习、办理事务、创新创业、生活等各方面需要，合理规

划建筑景观布局、交通系统组织、公共空间设计。



4.2  人文人本校园

内静外动校园

学生需求导向

可慢性的校园

300米生活圈

宜人空间尺度

传承学院精神

细化空间尺度，创建三级公共空间体系，满足不同功能的使用需

求，营造灵动宜人的校园环境。

一级空间（200—300米）：学校主要广场、主轴线空间、纪念性空间

二级空间（50—70米）：小型庭院、学院广场、楼间绿地

三级空间（24米以下）：林间小品、露天咖啡座等小尺度交往空间



从建筑元素的设计、庭院尺度的变化、景观小品的选取和植物品

种的搭配等方面，彰显学院的历史和文化，突出特色鲜明、风格独具

的学院精神。

4.2  人文人本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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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不建围墙，实现市政道路与校内道路的互联互通。

4.3  兼容开放校园

设施共享

兼容校园

绿地相连

道路互通



校园绿地与周边城市绿地紧密衔接，并面向北京城市副中

心开放，强化景观绿化的连贯性，形成良好的区域生态效应和

人居环境。

4.3  兼容开放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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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厅、礼堂、体育运动设施等公共设施与北京市共建共享。

4.3  兼容开放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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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兼容开放校园

设施共享

兼容校园

绿地相连

道路互通

新老校园关系：坚持意向传承，强调人大特征、人大元素，注重人大精

神、人大传统，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教学科研与规划设计关系：注重公共交往空间的设计，促进跨学科交流。



合理利用以太网、3G/4G、RFID、NFC、GPS等技术，建立覆盖

完整，运行稳定，响应快速的立体网络，保证通讯设备、人、物之间的

充分互联与感知。为营建泛在学习环境、实行智能决策行为、开启未来

科技生活，提供良好的物理条件。

4.4  智慧科技校园

节能减排

安全可信

丰富应用

充分互联



根据传统校园各类场景，搭建虚拟化的在线平台，结合“一人一

卡一账户”，提供丰富的学习、管理、科研和生活应用，遵循“实用、

易用、常用”的原则，为师生提供体验良好的课程中心、服务中心和

应用中心，兼容手机及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4.4  智慧科技校园

节能减排

安全可信

丰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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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使用各类智能计量监控设备，对电力、照明、供热、制冷、给

水、排水等基础设施进行实时记录，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科学决策，通过精细化管理手段，努力做到节约能源，减少排放。

4.4  智慧科技校园

节能减排

安全可信

丰富应用

充分互联



建立完善的安保、消防、交通智能防控体系，对个人身份（包括

人脸、指纹）、车辆信息进行完备的注册，在突发险情、紧急案件中，

提供及时的决策指挥、信息分析和违法行为遏制，确保校内师生的人

身、财产安全和生活安定。

4.4  智慧科技校园

节能减排

安全可信

丰富应用

充分互联



东校区拟采用“总体规划、系统设计、分期实施、预留空间”的建

设模式，一期工程建成以后能够独立运行，具备基本办学条件。

4.5  持续生长校园

地下空间利用

建筑预留生长

分期建设策略



充分发掘地下空间的利用潜力，提高用地效率。在地下空间规划人

防、停车、设备存放、学生生活服务、市政公用等服务功能，通过设置

地下综合廊道，连通各组团地下空间，提高地下空间利用整体效能。

4.5  持续生长校园

地下空间利用

建筑预留生长

分期建设策略



建筑组团采用丰富多样的排列组合形式，保留建筑本体自然生长的

可能。合理地控制围合尺度，在保证有充足阳光照入的基础上，将内庭

院适当收紧，再根据建筑间距和空间比例，适度放宽外部空间，这样不

仅给校园留有更大的绿化空间，也是为将来的校园发展留出空间。

4.5  持续生长校园

地下空间利用

建筑预留生长

分期建设策略



谢谢大家，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