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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时 ，西部地区急需大量 的建筑学专业人才 ，而西部地区的建筑学专业又十分落后 ，西部地 

区各建筑院系应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 ，统筹规划制定积极有效的战略措施 ，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建筑学教育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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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x,l西部乃至全 国都是 意义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战 略 决 策 。 西 部 概 念 主 要 指 中原 以 西 

地 区 ，其 地 域 包 括 四川 、云 南 、贵州 、重 庆 、西 藏 、陕 

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内蒙古 、广西等 十二省区 

市 ，陆地 面积达 680多万平方公里 ，占全 国陆地面 积 

的 71％，人 口达 3．2亿 ，占全 国总人 口的 28．4％，其 

中 ，少数 民族 总人 口 占全 国的 86％，全 国八个 民族 

省 区全部集 中在西部 。西 部地 区也是漫 长的边境地 

区 ，拥 有云 南 、广 西 、内蒙 古 、新疆 、西 藏等 五大沿 边 

省 区 ，同时也 是润 育 下游 工农 业 生产 的长 江、黄河 、 

澜 沧江 (湄公 河 )、怒江 (萨尔 温 江)、元 江 (红河 )、南 

盘 江(珠 江)、雅鲁 藏布 江 (恒 河 )等对 国 内外 有重 大 

影 响的几大 流域的源头或 上游地 区。西部地 区 由于 

历史 、地 理 、政 策 等 方 面 的原 因 ，经 济 落后 、人 民贫 

困 、生态脆 弱 、生存环境恶 劣 ，尤其 是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经 济与社会 事业 取 得 了 巨大成绩 的同时 ，出现 

了东西 部 区域 经济 与社 会发 展 差距 进一 步拉 大 ，西 

部更加 落后 的局面 。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 发加大 了x,l 

该地 区各项社会 事业 、重要基础设 施 、生 态建设 等方 

面投 入 ，对 西部乃 至全 国的经 济 、社会 、生态 的全 面 

可持 续 发 展 有 其 重 大 的 战 略 意 义 。 

然而 ，西 部地 区的发 展 ，企业 是 主体 ，城 市 是 载 

体 ，没有城市化 水平 的迅速提 高 ，城市 建设 的跨 越式 

发展 ，西部地 区的现代化就基 本上无从谈起 ，伴 随着 

西部城市建设与 开发 进程 的深 入 与加 速 ，西 部地 区 

急需 大量的高素质 的建设 类人 才 ，建 筑学 专业 人 才 

的供求矛盾就更加 突出 ，如何 创 建合 理 而有 效 的西 

部地 区建设类人才 培养体 系 ，笔者 略谈 一些看法 。 

一

、西部地区建筑学教育的现状 

1．西部地 区建筑学教育 的发展 与成绩 

1949年 ，西 部 地 区 只 有 分 布 在 四 川 、重 庆 、云 

南 、陕西、甘肃等 省市 的 高等 学校 多所 ，仅 有 重庆 大 

学一所院校 设立建 筑 学专 业 。经 过 50多 年 的努 力 

发展 ，据不 完全 统计 ，截 止 2001年底 ，西 部地 区共有 

普 通 高 等 院 校 256所 ，在 校 学 生 共 83．3万 人 ，研 究  

生 4．5万 人 ，教 职 工 l8．9万 人 ，专 任 教 师 91757人 。 

其 中有建筑学专 业 的院 校有 重庆 大 学 、西 安建 筑科 

技 大 学 、昆 明理 工 大 学 、长 安 大 学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西  

南交通大学 、四川 大 学 等 17所 院校 ，共有 在 校 建筑 

学专业本 科 生 5330余 人 ，研 究 生 370余 人 ，专 业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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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530余人 ，初步 形成 了以重庆 、西安 、成都 、昆明等 

特大城市为主 的四大建筑 学教育 的基地 ，呼和浩 特、 

乌鲁木齐、兰州 、贵 阳、南宁等城 市的建筑学教育虽起 

步较晚 ，但发展也很 迅速 ，西藏等少 数 民族 地 区的建 

筑学教育也正在 国家和 内地院校 的帮扶下刚刚起步。 

随着 5o多年来 的不断建设 ，西部地 区有 了一些 

如重 庆大学 、西安建筑N-技大学等在师 资力 量 、教学 

条件 、规模层 次 、基 础设 施 、培养人才 能力 、科研水平 

等方面堪称全 国一 流的建 筑 院系 ，它们 都 进入 了俗 

称“老八 院 ”的行列 ，在西 部 乃至全 国的建 筑 院系 中 

在q：~l-的某些 方 面居 于领 先 的地位 ，也 有 一批 如 昆 

明 理 212大 学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后 勤 212程 兵 学 院 、长 安 

大学 、西安 交通大 学等 在 学科 上较 具竞 争力 的建 筑 

院系 ，上述 院 系均 具 有 建 筑 学硕 士 点 ，其 中重 庆 大 

学 、西安 建筑科技 大学两校还有 博士点 ，它们 都具备 

培养研究生 等高层 次人 才 的能力 。重庆 大学 ，西 安 

建筑科技 大学 、昆明理工 大学 、西南交通 大学 四校的 

建筑 学本科教 育还 通过 了建 筑 学专 业评 估 ，充分 地 

显 示 出其 办 学 的 水 平 。 

改革 开放 以来 ，西部 地 区的社会 经济 有 了较 大 

的变化与发 展 ，经过 不断 的建设 ，西部各省市 建筑 院 

系已初步形成 了一支数量 可观 ，结 构基本合 理 ，素质 

较 高 的师资 队伍 ，尤其 是重庆 大学 ，西安建筑N-技大 

学 等院校呈现 出一批在全 国知名 、学术水平高 、颇 具 

影 响力的学者 ，对西 部的建筑学教育 具有带 头作用 ， 

他们 对西部建筑 学教育 的建设 与发展做 出了突出的 

贡献 。另外 ，在学科建 设上 ，有的 院校致力 于西部 经 

济与 文化特色 的建筑研究 ，取得 了一些 成果 ，在全 国 

建筑学术上 取得 了一 席 之地 ，如 西安 建筑 科 技大学 

对 西 北 窑 洞 的研 究 ，重 庆 大 学 对 四川 民居 的研 究 ，昆 

明理212大学对 云南 少数 民族传 统建筑的探索等都在 

全 国的学术界 具 有 了一定 的地 位 和影 响 ，这些对 西 

部建筑学科 的建设 与发展都是积极 有益的探索 。 

2．西部 地 区建筑 学教 育还远不 能适应 西部社会 

经 济 发 展 的 需 求 

和过 去 比较 ，西 部地 区尤 其是 一些边 疆 民族 地 

区建筑学 教育有 了长足的进步 ，重庆 、四川 、陕西 、云 

南的建筑 学教育发展 较迅猛 ，目前 ，四川省 已有 5所 

院校有 了本 科建 筑学 教育 ，陕西 、重 庆也有 3～4所 

院校有 了本科 建筑 学教 育 ，但 从整 个 西部 地 区的 国 

土面积 、人 口、经 济 总量等 方 面来看 ，其 规模 、数 量 、 

质量 等还远远不 能适 应 社会 经 济发 展 的需求 ，其 主 

要 表 现 在 ： 

①西部 院校建 筑学 教育 的院 校数量 、毕业生 数 

量 、教育设 施 等 方 面 虽有 较 大 的进 步 ，但 一 般 规 模 

小 ，底子薄 ，师 资力量弱 ，总体办学条 件较差 ，教学质 

量和科研 水平都 比较 低 ，尤 其是 培 养高层 次 人才 的 

能力较弱 ，目前 ，只有 四所 院 校有 硕 士学 位授 权 点 ， 

两 所 院 校 具 有 博 士 点 。 

②对于建筑学教 育的投入还远 不能适应办 学的 

要求 ，近年来 ，受全 国高 校 “扩 招 ”的影 响 ，有 的院 校 

在严重缺乏师资 ，几乎没有什 么投入 的情况 下 ，匆 忙 

起 步 ，办 学 经 费严 重 不 足 。 

③西部 建筑 教育 的师 资队伍 严重 流失 ，长期 出 

现“孔雀东南 飞”的现 象 。 由于东部 地 区社会 进 步 ， 

经济发达 ，而西 部 地 区生存 环境 差 ，生 产 力水 平低 

下 ，缺乏 吸引人 才的能力 ，大量建筑学专 业人才 流向 

东部 ，这种趋势在 目前 开发投资热 的带动下 ，教师 待 

遇 又较低 ，即使教 师不 能 流 向东部 ，也 去 搞工 程 、搞 

开 发 ，导 致 师 资 大 量 流失 。 

④建 筑教 育 的办 学社 会基 础较 差 ，影 响 了其发 

展规模与速度 ，普及 九 年制义 务 教 育人 口覆 盖率 西 

部各省 区均小 于全 国平 均水 平 ，高考 制 度使 高分 考 

生大量流 向东部 地 区名牌 高 校 ，除 西藏 、云南 外 ，西 

部所有省 区的城镇 及农村人 口的人均全 年收入均低 

于全 国平均水平 ，而建 筑学 专业 的学 费 普遍 高 于其 

它工科专业 ，一个家庭难 以负担高 昂的学费 ，这 些都 

严重影 口向．了建筑教 育的生源及生 源素质 。 

二、西部建筑学教育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战略地位 

西部大开发 的实施 ，x,l-西 部各省来说 ，无疑 提供 

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是 挑战 ，西部要开发 与发 

展离不 开城市 的带 动作 用 ，这 必将 带 来新 一 轮 的城 

市建设 高潮 ，但 就西部地 区建设 人才 的数 量 、质 量和 

层 次 ，其远远不 能满足西部 大开发 的基本要 求 ，加速 

西部地 区建筑教育 的发 展 ，x,l-~动 西 部社 会 经济 的 

全 面发 展 具 ：fi-重 大 的 战 略 地 位 。 

由于西部地 区的城镇 化水平较低 ，除新 疆外 ，其 

余 的省市 自治 区的城镇 化水平均低 于全 国平均水 平 

的 8～15个 百分 点 ，极 大 地影 响 了西 部 地 区 的现代 

化进程 ，经过若干 年 的努力 西部 地 区的城镇 化 水 平 

同全 国一 道进 入 中等发 达 国家 水平 ，而 达 到 50％ ， 

各城市还有 巨大的成 长 空 间 ，城 市 建设 还需 追 赶 跨 

越式 的发 展 ，建筑 人才的缺 口会 越来越 大 ，除东部 地 

区的辐射 和支持外 ，其 建筑 教 育还 需要 进 一步 崛起  

和振兴 才能适应其要求 。 

西部地 区具有 丰 富的 自然 资源 ，如 西部 地 区云 

南 、四川 、西 藏 、贵 州 、内蒙古 等 均 为zl<~lJ或 能 源 大 

省 ，为西部 的生产 力发展提供 了原动力 ，也为城镇 建 

设提供 了条件 ，但 如何合 理 有效 利 用 能源 为建 设 服 

务 ，这 是 建 筑 学 界 的 重 大课 题 。 西 部 地 区建 筑 人 才 

匮乏 ，对 建 筑 节 能 、合 理 有 效 利 用 新 能源 等 高 技 术 问 

题 的研 究 尚属 空 白 ，必 须 通 过 发 展 高 层 次 的 建 筑 教  

育才能形成建筑 技术 的 学术 高地 ，促进 各种 资 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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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开 发 。 

西部 地 区具 有传 统 建筑 文化 资源 、丰 富 的建 筑 

题材 ，为 建筑 学教 育 的发 展 提供 了空 问和 条件 。西 

部地 区集 中了全 国 53个少 数 民族 和 78．9％的少 数 

民族 人 口 ，由于历史 、地理 ，交通等方 面的原 因 ，其独 

具魅 力 的建筑遗 迹 、文化瑰宝 、传统 民居是 中国建筑 

资源 的宝库 ，需要 大量 的 高层 次建筑 学人 才对 其 整 

理 、挖掘 和发扬光 大 ，建 筑教 育 的发 展 ，可 以汇集 人 

才 ，这 对 开 拓 建 筑 q=ti~究 的 视 野 和 振 兴 中 华 建 筑 文 

化会 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 

西部地 区包 含 了云南 、新疆 、西藏 、内蒙古 、广 西 

等 沿 边 省 区 ，长 期 以来 ，这 些 省 区 建 筑 人 才 匮 乏 ，有 

的边境 城市 的建 设 系统 、设 计及 科研 院所 连 正规科 

班毕业 的建筑 学专业 的本科 生竟 无一人 。国家对这 

些省 区实行沿边 开 放政 策 ，将 这些 省 区的城 市建设 

好 ，急 需 大 量 的建 筑 人 才 。 因 此 ，必 须 大 力 发 展 建 筑  

教育来 培养人才 ，对 加 强 沿边 民族 团结 、巩 固国防 、 

维 护 国 家 统 一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和 深 远 的历  

史 意 义 。 

西部各学校 的建筑教育 的发展必将培养更 多的 

建筑 学人 才。 同时 ，他们 也 是西 部社 会 在建筑 领域 

中 的政 策源 、思想库 、文化 辐射 点 ，对 提高 全 民的建 

筑素质 ，对从 整体上改变 传统落后 的思想 方式 、风俗 

习惯 、审美情趣 、生产 方式 和生 活方 式 ，促进 现 代文 

明、促进 制度创 新和 高尚的社会风 尚的形成 ，以推 动 

西部地 区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进 步具有重大 的作用 。 

总之 ，西 部建 筑教育 的振兴在 其社 会经 济发展 

中具有重 大的战 略地 位 和作用 ，重视 西部 建筑 教育 

的发展 ，直接 影响着西部城镇 的现代化 ，直接推动着 

西部经 济建设 ，促进生产力 的增长 。 

三、西部建筑教育的发展 目标与战略设想 

西 部地 区 的建筑 教育 上不去 ，势必影 响西 部地 

区的开发与建设 ，对 改变 西部 地 区 的落 后 面貌会 有 

较 大 的影 响。 由此 ，笔者认 为 ，为 了推动 西部 建筑教 

育 ，确立 的发展 目标 应该是 ：经过较 长时 间的不懈努 

力 ，建成 具有西部地 域特征 的 、开放性 的现代 化建筑 

教 育体 系 ，以进 一步缩小东西 部差 距 ，达 到培养 高素 

质 、高 质 量 的 适 应 西 部 建 设 需 求 人 才 的 目的。到 

2010年 一2020年 ，在 数量 上 ，每万 人具 有 的建 筑 学 

专业 的大 学 生达 到或 接 近 全 国平 均水 平 。在 质 量 

上 ，西 部地 区的各 院校 的建 筑教 育达 到全 国平 均水 

平 ，有 几 所 大 学 建 设 成 为 国 内一 流 ，甚 至 国 际 知 名 的． 

高水 平 研 究 型建 筑 教 育 的基 地 。为 了实 现 这 一 目 

标 ，西部地 区 的建筑教 育必须采取 以下 的战略方针 。 

1．坚持 点 面协 调 的发 展 战 略  

西部地 区地域 辽阔 ，各地之问差 别较 大 ，建筑教 

育 的基础 和条件 均不 相 同 ，非均 衡发 展是 其必 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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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因此 ，必 须坚 持 非均 衡 与全 国协 调发 展 相结合 

的 点 面 式 发 展 战 略 ，才 能 形 成 不 同 层 次 的 建 筑 教 育  

体系 以适 应不 同 的市场需 求 。按 照这一 思 路 ，应 主 

要 注 意 下 述 几 个 方 面 ： 

①进一 步建设 和 发扬 重 庆 、西安 、成 都 、昆 明等 

四个 建 筑 教 育 的 基 地 作 用 ，促 使 这 些 城 市 有 条 件 的 

建筑院系尽快具备 一级 学科 授 位或 博 士授权 单 位 ， 

使 这 些 城 市 的建 筑 教 育 迈 向 更 高 层 次 。 以这 “四个  

点”作 为龙 头 ，带动整个 西部建筑教育 的发展 。 

② 在 一 些 相 对 发达 的 城 市 普 及 建 筑 教 育 。 如在  

兰 州 、乌鲁木 齐 、贵 阳、南 宁、呼和浩特 等城市 的一些 

综 合 性 大 学 和 工 科 院校 可 进 一 步 设 立 建 筑 学 专 业 。 

③ 制 定 一 些 特 殊 政 策 ，大 力 扶 持 一 些 边 远 地 区 

的 建 筑 教 育 ，如 西 藏 、青 海 等 。 可 通 过 沿 海 与 内地 的 

扶持 ，使 其具 备有 培养基本建筑 人才 的基地 。 

④ 制 定 一 些 特 殊 政 策 ，鼓 励 高 层 次 的 建 筑 人 才  

到西部学校工作 ，可采取不迁户 口、工作 关系等 的类 

似长江学者式 的”侯 鸟式 ”人才引进措施 。 

2，坚持 高质 量 、重特 色的 发 展 战略  

西部地 区的基本建设要 求建筑教育 不断提 高人 

才 的培养质 量 ，依 靠 特色 开展 竞 争。西 部 地 区地域 

广 阔 ，民族众 多 ，本身具备 众多浓郁 的地 方 民族建筑 

文化 ，从建筑 学的学科 建设 、教 育发 展 、人 才培 养等 

方 面应 走 出 迥 异 于 东 部 地 区 的 道 路 ，高 层 次 、高 质 量 

地挖掘地域 建筑文 化 ，才 能创 立西 部地 区的建 筑教 

育特 色 。 

3．建 立 高效 的 东 西部 高校 间对 口帮扶 体 系 

经过改革 开放 的不 断发展 ，东部及 沿 海 已建 立 

起 了以清华 大学 、东 南大学 、同济大学 、天津大 学 、哈 

尔滨建筑 大学 、华 南理 工 大学 等为 首 的较 完善 的建 

筑教育体 系 ，东部 的一 些其 它 院系 建筑 学专 业也 走 

人 了越办越好 的 良性 循 环体 系 ，应 考虑 结合 中央对 

西部地 区的对 口帮扶 政策 ，开展 东 西部 建筑 院系 间 

的全 面对 口帮扶 体 系 ，可包 括 人才 培养 、学科 建 设 、 

科 研 项 目、学 术 交 流 、师 资 培 训 等 多 方 面 的 合 作 。如 

在开展项 目合作 上 ，一 方面 ，东部 院校可利用 其雄厚 

的科研 、教学 的实力 ，到西部来 挖掘西部丰 富 的地域 

建筑文化资 源 ，使其 进 一步 发扬 光 大 ；另 一方 面 ，西 

部地 区院系在项 目合作 上 ，能学 习东 部 带来 的先 进 

技术 与思想文化 ，同时 ，也为西部 培养 了人才 。 

4．坚 持 “以 人 为 本 ”的 发 展 战 略  

建筑教育应把 人的问题放在第 一位 。要 坚持不 

懈地 加强 师资 队伍 的建 设 ，除 了结 合 国家 西 部大 开 

发的特殊 优惠政 策 ，制定 一 系列 的 吸引 建筑 人才 的 

措施外 ，还应巩 固和发展 现有 建筑学师 资队伍 ，尤其 

是高层次的人才 ，应充分发挥他们 的作 用 ，形成 良性 

循 环机制 ，从根 本上杜绝 “孔雀东南 飞”的不 良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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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 建 筑教 育 资 源优 化 统 筹 的 战略  

西 部 地 区 建 筑 学 人 才 奇缺 ，人 才 流 失 也 很 严 重 ， 

市 场 需 求 缺 口较 大 ，现 有 的 办 学 能 力无 法 适 应 社 会  

经济发展 的需求 ，由此 一些 院校 一 哄而起 建立 了许 

多新 的建筑 院系 ，纷纷 开设 建筑学及相关专 业 ，这些 

院系 既无 师资 ，也无设施 ，根本不具 备最基本 的办 学 

条件。据了解，有的院系的建筑学专业科班出身的 

教师都 为数甚少 ，这 对 学生 ：对 学校 都 十分 不利 ，也 

损害 了国家 的利 益 。 因此 ，在西 部地 区的建筑 教育 

发展 中 ，应 注意资 源优化 统 筹 的战 略 ，突 出特色 、竖 

立 典 型 、优 化 统 筹 ，避 免 一 哄而 起 ，坚 决 杜 绝 人 力 、财  

力 、物力等 资源 巨大浪 费。在这一点上 ，是否可考虑 

设立 全 国高 等学校 建筑学学科专 业指导委员会西 部 

分会 ，或按 过去 的大 区设 立 西南 l、西部 两个 分会 ，该 

分会 可依 托 于具有 较强建筑学专 业办学实力 的重庆 

大学或西 安建筑科 技 大 学 ，它们 在全 国建 筑学 学科 

专业指 导委员会 的统 一领 导 下 ，建立起 符 合西 部特 

色 的建筑 学教育 的科 学研究体 系 ，正确 引导 、统筹布 

局西部 地 区的建筑 教育 的发展 。 

6．更新观念 、加大投入 ，从根本 上改善 办 学条件 

西部 地 区建 筑 院 系 除苦 练 内功 外 ，应 转 变 观 念 ， 

增强开放意识 ，走互 相联合 、互相 帮助、互相促 进的办 

学道路 。发展建筑教育必须 以国家办学 为主 ，同时调 

动地 方 有 关行 业 部 门和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办 学 的 积极 性 ， 

形 成 国家 重点 支 持 、地 方 政府 重 视 和社 会 力量 参 与 的 

良性办学机制 ，这样才 能调动各 种社会 因素 ，加 大对 

办学投入 ，从根本上改善各建筑 院系 的办学条 件。 

综 上所 述 ，西部地 区 由于多方 面的原 因 ，建筑 学 

教育 与东部 比较 ，还 十分落后 ，而 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 

发 ，急需高层次 、高 素质 的建筑 学 人才 ，如何 加 强西 

部建筑教 育 的发 展 ，必须 进 一 步 统 一 思 想 、提 高认 

识 、深 入 研 究 ，充 分 发 挥 自身 优 势 ，内 引 外 联 ，统 筹 规  

划 ，采取积极有 效 的战略 措施 ，经过 若 干年 的努 力 ， 

在不 久的将 来 ，建立 完善 、系统的符合西 部地区 区情 

的 、高质量 的建筑学教育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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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建设部高等教育城市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委 员 ：赵 民 

副 主 任 委 员 ：陈 锋  左 川 

委 员 ：(21人 ，按 姓 氏笔 划 排 序 ) 

马 武 定 教 授  厦 门 市规 划 局 

孔令龙 教 授 东南大学 

王 君 高级 规 划 师 大 连 市规 划 和 国 土 资 源局 

左 川 教 授 清华 大学 

史 小 予 高 级 工 程 师 广 州 市城 市规 划局 

石 楠 教授 级 高级规 划师 中国城 市规 划学会 

吕 斌 教 授 北 京 大 学 

余~+／t- 教授 华 中科技 大 学 

邢 铭 教 授 级 高级 工程 师 辽 宁省 城 乡建 设 规 划设 计 院 

陈 沧 杰 教 授 级 高级 工 程 师 江 苏省 城 乡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陈 锋  高 级 规 划 师 中 国城 市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金 广 君  教 授  哈 尔滨 工 业 大 学 

周 庆华 教授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周 茂 新 教 授 级 高级 工 程 师 浙 江 省 城 乡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施 卫 良 高级 工程 师 北 京 市城 市 规 划 设 计研 究 院 

赵 万 民 教 授  重 庆 大 学 

赵 民 教 授  同济 大 学 

夏 青 教 授  天 津 大 学 

顾 朝 林 教 授 南 京 大 学 

蒋 宗健 高级 工程 师 上 海 市城 市 规 划 管 理 局 

魏 清泉 教 授 中山大 学 

秘 书长 ：建设部人 事教 育 司高教 处人 员担任 。 

(建人教 函~zoo334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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