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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策划——一种探究设计依据的途径

林广思  罗越

摘要：【目的】在当前风景园林项目的建设流程中，设计任务书的编制更多地依赖从业者的经验而非可

靠的证据，设计依据的科学性、合理性难以把控。风景园林策划（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是

研究设计依据形成过程的理论和方法，但当前风景园林策划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方法/过程】首

先，通过追溯和比较分析策划在城市设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领域的发展过程，对比设计策划在实践

活动中所处的时序位置及内涵、目的等方面；其次，归纳开展科学研究的流程与层级，并应用至风景园

林策划中，提出风景园林策划研究框架。【结果/结论】风景园林策划具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内涵与定义，

本质属性是导向设计科学决策的循证科学；风景园林策划的研究框架包含认识论与理论视角、策划方法

论、策划程序、策划方法、策划技术 5 个部分。其中，策划方法论是开展策划所需的一套完整的行动计

划，作为多种方法的系统化集合，统领策划程序、策划方法、策划技术 3 个方面，是当前风景园林策划

领域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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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风景园林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程

序中，普遍采用的是项目立项、业主委托设

计、设计师按照设计任务书提出方案并绘制

施工图、施工单位施工并最终交付使用的模

式，其中设计任务书是确定基本建设项目、

编制设计文件的主要依据①，其编制需要按照

科学严谨的流程和方法来进行。然而，中国

以往的项目设计任务书的研究和制定属于业

主的职权范围，绝大部分作为实际设计工作

承担者的风景园林师几乎不参与编制设计任

务书这一前期研究工作，往往是在项目立项

以后，收到一份由业主制定的设计任务书，

或在设计开展的同时自行拟定相应的设计任

务书作为附属成果一并提交。在此情况下，

设计任务书的编制更多地依赖从业者的经验

而非可靠的证据[1]，这些任务书有的流于形式，

有的论据不足，使设计师难以把控设计依据

的科学性、合理性[2]。以城市公园建设项目为

例，某些城市公园在建设或改造前期缺乏对

公园绿地在定位[3-4]、类型[3, 5]、理念[4]、规模和

布局[6] 等方面的详细论证，造成了公园与公众

需求不匹配、管理困难等问题[3, 6-7]，原因正是

在于在这些城市公园的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

合理的设计依据。

目前风景园林领域关于工程咨询的研究

主要围绕着项目建议书及其可行性展开，设

计任务书的编制方法极少被讨论。同时，某

些重大项目也可能根本没有设计任务书，而

是直接使用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立项文件作为设计依据[8]。而项目建议书和可

行性研究报告主要解决的是项目“要不要做”

的可行性问题[9-10]，并不能完全替代设计任务

书需要解决项目“做什么”“怎么做”
[11] 等

内容的功能。如果在风景园林建设项目流程

中，补充由设计师和建设业主共同针对项目规

模、性质、定位、设计要求等进行论证的风景

园林策划（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环节，在设计开展前把控作为设计依据的设

计任务书的编制流程及内容，可以成为促进

风景园林设计科学决策的有效途径。在风景

园林专业的知识体系中，风景园林策划位于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后、风景园林设计之

前，只有当“是什么”（what）的问题被科学、

合理地解决后，风景园林设计才能真正有效

地解决“怎么做”（how）的问题。因此，风

景园林策划的提出及应用是对风景园林专业

知识体系[12] 的补充。有必要将风景园林策划

作为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知识[13-14]，在风景园

林规划、策划、设计、评估的创作过程中形

成“前策划、后评估”闭环链条（图 1），保

障设计效果、提升设计效率，进而保证风景

园林实践的科学性。

通过策划来提升设计决策的科学性在城

市设计、建筑领域已受到相当的重视，但风

景园林策划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通

过追溯和比较分析策划在城市设计、建筑设

计、风景园林领域的发展过程，明确风景园

林策划的定义与属性；进而从科学研究的流

程与层级关系出发，建立风景园林策划的研

究框架，明确当前的研究现状及重点，以期

为风景园林设计提供面向循证的理论基础与

实践建议，为风景园林策划专业课程的开设

提供知识内容，完善风景园林专业的知识体系。

 1  人居环境学科设计策划的发展过程

策划指为完成某一任务或为达到某种预

期目标，对所采取的方法、途径、程序等进

行周密而综合的考虑，以拟订出具体的、有

指导意义和科学依据的、易于理解的成套文

件，使后续工作的开展有明确的标准可依循[15]。

策划是一种率先拟定行动方案的思考活动[16]，

在问题明晰之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

专题：风景园林知识体系 / Speci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ody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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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断。规划设计活动均可以利用策划来搜寻

问题，于是在策划应用于人居环境学科的过

程中，衍生出了城市设计策划、建筑策划、

风景园林策划 3 种设计策划体系。

 1.1  城市设计策划与建筑策划

最早的设计策划相关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

纪 20—30 年代，包括美国城市设计领域提出

的预先设计（pre-design）理念以及日本建筑

学领域提出的建筑计画（日文：建築計画）。

预先设计是在城市设计的方案设计与实施设

计之前加入的起步阶段，其中调查分析、研

究预测以及对设计问题的战略决策的比重远

大于对具体问题的操作[17]。早期的建筑计画同

样强调对客观环境及使用者进行大量的实态

调查和数理分析，以得出一般性规律，但由

于对文化、社会以及利益相关方对设计的影

响等因素关注较少，策划结论往往是为设计

提供参考而非导向设计的生成[18]。

直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英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设计方法学的探讨[19]，

工业设计、城市规划、建筑等领域均在探讨

如何使设计变得更“科学”
[20]；同时，随着人

文主义的兴盛，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

使用后评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

等理念及方法成为建筑师关注的重点，在这

些背景下，建筑策划概念正式在美国出现。

1959 年威廉·佩纳（William M. Peña）首次提

出建筑策划[21]，10 年后，他编撰的《问题搜

寻法：建筑策划新方向》（Problem Seeking: New

Directions  in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22] 以操

作手册的形式正式发布，问题搜寻法成为建

筑策划的第一种系统性方法②。在罗伯特·赫

什伯格（Robert G. Hershberge）等[23] 发展以问

题搜寻为中心的策划思想及方法的过程中[24-25]，

虽然也出现过其他方法及流派[26-27]，但问题搜

寻法始终是西方建筑策划的主流方法论。

国内城市设计与建筑学界均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引入国外相关设计概念。一

方面，国外城市设计领域虽未明确提出城市

设计策划的概念，但在城市环境设计（urban

environment  design）与城市设计框架（urban

design framework）等的相关探讨中，“确定目

标、提出策略、指导城市设计”的思想为 20 世

纪 90 年代国内城市设计策划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28]。在金广君等[29-30]、刘宛[31] 等对城市设计

策划内涵及程序 20 余年的实践应用及研究中，

城市设计策划已成为城市设计的通用流程。

另一方面，基于日本建筑计画及美国建筑策

划问题搜寻法等理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

建筑设计研究院结合国内的建筑设计流程和

组织管理特征，率先展开本土化的建筑策划

研究，至今已成功将建筑策划确立为建筑学

的一个研究领域[32-34]，在理论研究 [11, 35]、高校

教育[34]、行业应用与支持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多

成果及经验[33]，形成了目前国内较完备的“前

策划、后评估”建筑策划方法体系[18, 36-37]③。

 1.2  风景园林策划

相比于城市设计策划与建筑策划，国内

外风景园林策划相关研究起步较晚。1951 年，

美 国 风 景 园 林 师 诺 曼·纽 顿 （ Norman  T.

Newton）总结出策划（programming）、创意

 （creative）、建造（construction）三阶段设计

过程[38]，认为策划是“通过研究与分析定义待

解决的设计问题，并确定适当的解决问题的

行动策略”
[39]，除此之外，国内外有关风景园

林策划的讨论在 2000 年左右才开始。

刘滨谊在 1999 年指出“策划—规划—设

计”共同构成了现代规划设计方法论的三元

层次，对传统规划与设计的二元层次进行了

补充，从基本建设程序的角度出发将策划等

同于可行性研究[40]，或规划游憩行为等普遍意

义上的活动策划[41]。2005 年，迈克尔·墨菲

 （Michael D. Murphy）在讨论风景园林设计过

程时，基于威廉·佩纳等的建筑策划理论，

将设计策划应用到风景园林的程序性理论中，

把风景园林中的策划过程归纳为数据收集、数

据分析、将结论转化为设计指示 3 个阶段[38, 42]。

但迈克尔·墨菲仅仅认可了在风景园林设计

过程中可以利用策划来确定设计问题，对不

同学者提出的策划开展过程进行了概述，并

未针对风景园林中的设计策划与建筑策划等

的异同展开讨论，也未对适用于风景园林专

业的策划程序、方法展开探讨。此外，风景

园林学界还陆续出现了景观策划[43-44]、居住区

景观策划[45]、城市景观设计策划[44] 等相似的概

念。2010 年后，Li 等[46] 在会议论文“Innovative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中 介 绍

了风景园林策划的基础概念与重要价值及可

行性，这是在国际语境中首先提出风景园林

策划的说法，但由于该会议并非风景园林专

业的会议，因此引起的讨论范围有限。基于

此，钟和丽等辨析了上述概念，并初步界定

了风景园林策划概念，围绕城市公园开展了

风景园林策划程序的针对性研究[2, 47]。

 1.3  3 种人居环境学科设计策划的比较分析

从策划在实践活动中所处的时序位置来

看，建筑策划、城市设计策划、风景园林策

划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城市设计

策划是对城市设计全过程的系统性指导，以

及对后续组织方案设计、编制成果导控体系、

开发实施行动策略进行有预见性的策划与准

备[28-29]；也有学者认为策划仅是城市设计实践

过程的起始阶段，不直接涉及设计、实施及

运维等环节，但对整个城市设计实践活动起

到把握全局的“领航”作用[31]。在建筑策划中，

 “先策划、后设计”的实践流程一直是学界

与业界共识，分歧之处在于策划同设计的关

系上——二者是完全分离、独立的前后步骤，

还是在前后关系的基础上存在交叉渗透。在

风景园林领域，对策划在实践活动中应处的

时序位置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有学者认为策划是战略性的，应在规划

之前进行[40]；也有学者认为策划是全过程的，

上到规划、下到施工与使用，策划都参与其

中[44]；还有学者认为策划是设计的一部分，等同

于前期定位、主题策划、活动策划等概念[43, 48]。

在设计策划的内涵与开展策划的目的方

面，学界与业界的认知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

传统城市设计按照“策划、规划、建设、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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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运营”单线工作路径进行[28]，其中策划承

担着前期指导的作用。当前主流的城市设计

策划理念已转变为将策划作为贯穿项目全生

命周期的动态指导，目的是形成合理的城市

设计目标、具体的项目构想与设计概念等[28-29]。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正式提出建筑策划至今，其

内涵与目的始终是发散地进行问题搜寻并给

出问题的界定和陈述，而将问题的综合解决

留给设计阶段来执行，但在几代学者的发展

下逐渐呈现出了策划与设计相互咬合、相互

渗透的趋势[11]。此外，受到“策划—规划—设

计”现代规划设计方法论三元层次[40] 的影响，

风景园林领域的传统观念认为策划的内涵等

同于可行性研究[8, 40-41, 49-50]。近年来将策划作为

设计的一部分[51]，或认为策划为设计提供依

据[2, 44-45, 48] 等认知逐渐成为学界及业界理解策

划内涵的主流观点。

 2  风景园林策划的定义与属性

尽管通过策划来提升设计决策的科学性

在城市设计、建筑领域已受到相当的重视，

且城市设计策划、建筑策划已有较多研究积

累，但直到近几年国内学者才开始针对景观

策划、城市景观策划、风景园林策划等相似

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在中文语境下明确了风

景园林策划的概念[2]。

 2.1  风景园林策划的定义

对比策划在人居环境学科中的发展过程，

可以发现设计策划具有狭义与广义 2 层内涵：

广义的设计策划是对项目实践全周期的策划，

涵盖规划、立项、设计、施工以及使用等全

过程，同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设计策划研究

结果[28-29] 一致；狭义的策划是对设计依据及形

成过程的研究，定位在立项后、设计前，如

建筑策划[35, 52]。对比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在设

计对象规模、实践流程等方面的差异，结合

广义与狭义的设计策划在成果上的有效性，

可以认为狭义的设计策划对实践的针对性、

指导性更强。同时，结合国内学界对风景园

林策划的认知和理解，以及经历的“等同于可

行性研究”
[8, 40-41]、“从属于设计过程”

[51]、“为

设计提供依据”
[2, 44-45, 48] 的过程，当前风景园

林策划应优先采用狭义的设计策划内涵。

因此，对于风景园林策划在实践活动中

的时序位置应定位在规划立项后、风景园林

设计开展前，其概念可定义为：根据风景园

林建设项目的目标设定，以实态调查为基础，

结合个人经验与技术规范，运用多元调查方

法对项目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理性和

客观的分析，对建设目标进行论证，最终得

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设计依据[2]。不同于普

遍意义上的投资策划、商业策划、活动策划

等策划含义，也不同于“策划—规划—设计”

三元层次[40] 中将可行性研究等同于策划，风

景园林策划是特指在设计开展之前搜寻并定

义设计问题的过程，最终目标是科学合理地

制定设计任务书。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涵盖项目全过程

的广义内涵的城市设计策划，建筑策划与风

景园林策划采用的均是狭义的策划内涵，即

定位在立项后、设计前，均是对设计依据形

成过程的研究。风景园林策划与建筑策划在

概念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风景园林策划也

有区别于其他设计策划的特色。这种特色很

大程度上来源于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类型的差

异，以及不同专业的策划研究所处阶段的差

异，具体体现在策划开展的过程中：整体的

程序不同、各阶段程序的侧重点不同、可采

用的策划方法不完全相同。

 2.2  风景园林策划的属性

不论是城市设计策划、建筑策划还是风

景园林策划，都强调扎实的实态调查和数理

分析的必要性，通过科学严谨的信息收集、

分析、归纳过程来掌握信息背后的规律或趋

势，或通过信息筛选与比较来明确重点，进

而提出目标、构想、概念或问题，依靠更多

科学证据来辅助设计决策[1]。在一个完整的设

计项目中，往往需要通过多个决策系统的整

合才能得出平衡各方权益的综合性方案，为

尽量降低决策者主观喜好的影响，采用寻求

更多科学依据支撑的循证设计途径是必要且

可行的[53]。循证设计作为“基于可靠研究成果

制定建成环境决策的设计过程”
[54]，不需要颠

覆原有的决策制度，而应该更加重视决策依

据的科学性[53]。

事实上，通过风景园林策划形成科学合

理的设计依据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循证设计

的过程。风景园林策划的属性在于循证，即

倡导循证科学而非经验，导向的是设计的科

学决策。与传统的设计任务书制定过程相比，

风景园林策划更加注重设计任务书编制流程

及内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更加强调证据的

搜索与利用，同时也更加有意识地进行知识

或经验的反馈与循环。

 3  风景园林策划的研究方法

在辨析了风景园林策划的定义与属性后，

在现有的零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进

行拓展并建立研究框架是首要任务。国内建

筑策划相关学者提出了操作体系的概念，通

过包含知识储备体系、过程组织体系与支持

保障体系三者在内的建筑策划操作体系，来

统领建筑策划相关研究及实践[11, 55]。对于研究

对象不同、研究积累差异极大的风景园林策

划而言，直接照搬建筑策划的研究框架可能

不恰当，因此可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

按照科学研究的流程与层级，将风景园林策

划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进行审视，进而

探索符合风景园林专业特点和需求的风景园

林策划研究框架。

 3.1  从科学研究角度审视风景园林策划

综合分析《社会研究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56]、《 建 筑 学 研 究 方 法 》

 （Architectural  Research  Methods） [57]、《研究设

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

径》（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58]、《景观设计

学：调查·策略·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al 

Research: Inquiry, Strategy, Design） [59]
 4 本 著 作

中关于研究流程与层级的观点，可以发现

科学研究可围绕一定的研究主题，按照认

识论（epistemology）、理论视角（ theoretical

perspective）、方法论（methodology）、研究

设计（ research  design）、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研究技术（research techniques）6 个

由宏观到微观的层级来进行。

具体而言，认识论是“嵌进理论视角和

方法论的关于知识的理论”
[56]，也等同于知识

观（knowledge claims）[58] 或探索体系（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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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quiry）[57]。理论视角是“影响着方法论的哲

学立场，为研究过程提供语境并确立逻辑和标

准等”
[56]，同学术流派（schools of thought）[57]

类似。方法论指用于某个研究或实践领域的

多个方法的系统化汇总，也是“选择和应用

某些方法背后的策略、计划、过程或设计”
[56]，

是“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
[57]，也被称为“研

究策略”
[57]。研究设计是方法论“实施过程中

展现出来的研究的结构或逻辑”
[59]，可理解为

一种全面的研究计划的操作方式，具有纲领

性[58]。研究方法是为了实现某一研究计划而制

定的具体的系统化步骤，某些方法可适用于

多种研究领域或研究计划[59]。研究技术是几乎

适用于各种研究领域或研究计划的工具，用

于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58]。

 3.2  风景园林策划研究框架

将风景园林策划置入上述科学研究流程

与层级关系中，可以初步建立风景园林策划

研究框架（图 2）。其中，风景园林策划方法

论向上连接开展策划所具备的认识论及理论

视角，向下统筹策划程序、策划方法与策划

技术 3 个方面的内容，是开展风景园林策划

的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是风景园林研究

及实践中多个方法途径的系统化集合，是当

前风景园林策划研究的重点内容。研究设计

作为科学研究开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研究结

构与操作方式，在面向实践与应用的风景园

林策划中，可以将研究设计理解为策划操作

的程序。因此，以方法论为核心，可以发现

各部分的组成关系是：策划程序作为策划实

践的纲领性操作方式和步骤，其中各种具体

的策划方法在上述程序中得以展现，而策划

方法的实现又依赖于各种收集、处理和分析

数据的技术或工具的支撑。

 3.2.1  风景园林策划认识论及理论视角

风景园林策划在实用主义知识观下展开，

强调以问题为中心，“关注‘什么有用’以

及问题的解决方法”
[60]，研究指向真实世界的

实践[58]，追求客观、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摒弃单

纯依赖经验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当前相关研

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在理论视角或学术流派

上，基本还是借鉴相似的建筑策划中的问题

搜寻法等更为成熟的理念，尚未形成专门针

对风景园林专业的策划理论视角。

 3.2.2  风景园林策划方法论

风景园林策划方法论作为一套行动计划，

可以直接指导风景园林师进行完整的风景园

林策划实践。方法论的建立需要理论研究与

实践应用的不断反馈和积累，尤其需要在策

划实践中建立策划程序、应用策划方法、优

化策划技术等，最终以方法论及案例库等形

式对风景园林策划知识进行补充。正如上述

建立风景园林策划研究框架的原因一样，目

前国内外风景园林策划相关研究较为零散，

虽然有部分研究尝试在特定绿地类型或风景

园林项目中应用策划的理念或方法[61]，但在对

策划概念的理解上同本研究探讨的策划存在

一定差异，研究成果的有效性还缺乏验证，

且不同成果之间的联系也较为薄弱，对于建

立系统的风景园林策划方法论贡献较少。

 3.2.3  风景园林策划程序

目前学界除对风景园林策划概念的介绍

与探讨外，作为从理论走向实践应用推广最

具价值的一环，策划程序的现有研究相对充

足，主要包括基于目标系统的景观策划程序[51]、

城市景观设计策划全周期程序[44]，以及基于

这 2 种程序对典型城市公园建设实践过程进

行的案例研究，从而归纳出的城市公园风景

园林策划工作程序等[2, 47]。在基于城市公园案

例研究的策划程序中，开展风景园林策划需

要按照目标预设、实态调查与分析、概念与

空间构想、目标论证、策划表达、策划后评估

6 个阶段进行（图 3）。具体而言，在总体规

划立项之后，需要在目标预设阶段完成背景

研究、初步调研、需求沟通与挖掘，并初步

拟定建设目标。在实态调查与分析阶段，可

从客观物理环境、人与环境交互 2 个维度展

开，基于调查与分析结果提出定位、原则、

功能等概念构想，以及功能布局、场地容量、

交通组织等空间构想。随后，需要深化概念

构想与空间构想，提出运营策划、经济策划

与技术构想，同时结合项目需求逐级论证。

最后，基于上述成果在策划表达阶段提出设

计任务书，并从策划过程、结果 2 个方面展

开策划后评估。

 3.2.4  风景园林策划方法

风景园林策划方法包括 2 种类型：一是

 

2 风景园林策划研究框架
Research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认识论 理论视角

风景园林策划
方法论

策划程序 策划方法 策划技术
实现步骤 具体应用

＋

指导、组织 支持、反馈

2

 

3 开展风景园林策划程序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cedures  for  carrying  out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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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风景园林策划研究的针对性方法，

如在建筑策划问题搜寻法中，威廉·佩纳等

创立的棕色纸幕墙法、卡片分析法等特有的

策划方法及工具[52, 55]；二是从广泛的科学研究

方法中筛选出的适用于策划的基础性方法，

包括应用策划所需的一系列具体的系统化步

骤。事实上，目前尚未出现第一类针对性的

风景园林策划方法，而在风景园林策划开展

过程中一般都会涉及第二类策划方法的应用。

因此，本研究基于目前现有的风景园林策划

理论研究成果及案例研究经验，对可应用于

风景园林策划的研究方法进行整理与总结，

初步提出 6 种可供选择的策划方法：调查研

究法、内容分析法、层级分析法、语义分析

法、重要性满意度分析法、卡片分析法，并

与 6 个策划阶段进行对应（图 4）。

 3.2.5  风景园林策划技术

策划技术是在应用策划方法时所使用的

技术或工具，这些技术或工具几乎适用于各

种研究领域，是普适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数

据的手段。除上述 6 种策划方法在具体应用

时需使用的通用的数据分析技术外，本研究

借鉴建筑策划问题搜寻法的经验，结合城市

公园风景园林策划的实践案例，提出 4 种在

策划各个阶段都可以使用的策划技术：策划

信息矩阵[62]、策划周期表 [62]、公众参与模式、

设计竞赛模式（图 4）。

 4  讨论与结论

基于文献分析，本研究追溯和比较了设

计策划在城市设计、建筑、风景园林三大人

居环境学科中的发展过程，厘清了风景园林

策划的定义与属性，提出了风景园林策划的

初步研究框架。本研究认为：1）风景园林策

划存在广义与狭义 2 层内涵，狭义的风景园

林策划是对设计依据及形成过程的研究，定

位在立项后、设计前，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

2）风景园林策划的属性在于循证，让设计任

务的制定更加科学，为后续的设计方案奠定

了理性的基础；3）在风景园林策划研究框架

中，整合了策划程序、策划方法、策划技术

的策划方法论是当前风景园林策划研究的重点。

风景园林策划是有关设计问题搜寻与定

义的研究，也是指导设计任务书编制的研究。

许多风景园林师在设计实践中，对设计依据

的科学性、合理性难以把控，面对设计要求

与内容描述模糊的设计任务书时不免感到困

惑，无法清晰把握设计目标，同时还需应对

设计要求的再三修改，进而导致设计效果差

强人意，造成前述城市公园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在当前风景园林的实践中，对于风景园

林师犯错成本低、追求快速产出、设计成果

验收标准过于灵活等现象，或许业界已习以

为常，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往往涉及建

设流程的规范性与约束力、从业者的工作模

式与思维定式、具体项目类型及人员构成等

多方面。一份科学合理的设计任务书，仅是

尝试从设计的开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开始，

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效的保障体系，更需要

从业者观念的转变。因此，本研究从策划学

中借鉴了一种率先拟定行动方案的思考方式，

并在建筑策划、城市设计策划中发现了将策

划应用于规划设计类专业的可能性。于是，

本研究基于风景园林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可行

性研究等工作，将风景园林策划作为一种探

究设计依据的途径并发展为专门化的、系统

性的理论，同时倡议风景园林专业应尽快建

立风景园林策划方法论——一套可以指导设

计依据生成的科学机制，优化风景园林工程

项目的建设流程。风景园林策划行为或过程

既是对风景园林行业实际现象与问题的积极

应对，也是来自其他规划设计专业相似经验

的启发，更是对风景园林专业设计方法体系

的批判性思考。

本研究对风景园林策划内涵及研究框架

的讨论有助于加强学界及业界对风景园林策

划的关注，也为当前风景园林策划研究的建

立进一步拓展了方向与边界。从策划程序、

策划方法与策划技术出发，对风景园林策划

方法论进行理论探索与试验是迫切的，方法

论的明确将促进风景园林策划理论的整合与

实践应用，从而促进风景园林实践向循证设

计方向发展，并有助于完善风景园林专业教

学和实践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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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计任务书的定义详见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于
1978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基本建设程序的若干规定》
﹝计委（1978）234 号﹞。
② 问题搜寻法系列著作从 1969 年第 1 版发行至今已出版至
第 5 版，自 1997 年第 2 版更名为《问题搜寻法：建筑策划
指导手册》（Problem Seeking: An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Primer）。作者基于 CRS 建筑事务所与 HOK 建筑事务所
的一系列建筑策划实践对该书内容持续更新。
③ 清华大学庄惟敏主持的项目“建筑策划理论、方法及重
要工程应用”于 2018 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4 策划程序与可供选择的策划方法、策划技术的对应关系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ogramming procedures and alternative programm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调查研究法

策划信息矩阵 策划周期表 公众参与模式 设计竞赛模式

语义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 重要性满意度分析法

层级分析法 卡片分析法

通过言语来量化空
间的心理感受

一种对复杂信息收
集、分类的框架

从项目管理角度梳理
一次策划所需的时
间、人员、节点

听证会、公众工作
坊、居民座谈会等，
适用于公共投资项目

通过分析调查样本
反映总体特征

判断资源最优配
置，辅助科学决策

量化分析各种形式的
传播媒介系统

确定因子权重以
进行科学决策

利用卡片处理复杂
信息、整理思路

借助分阶段的设计竞
赛组织，和设计师共
同完成策划过程

4

目标预设

目标论证

实态调查与分析

策划表达

策划后评估

概念与空间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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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9 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与后评估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庄惟敏任该委
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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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esign  brief  is  the  main  basis  for  determining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eparing  design  documents,  whose  preparation  entails  strict

compliance with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processes and method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jects  in  China,  the

preparation of design brief relies more on the experience of practitioners than on

reliable evidenc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basis.  I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s  incorpor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jects  by  designers  and

building  owners  to  demonstrate  the  scale,  nature,  positioning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of  such  projects,  and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content  of

design brief  as the basis for design are controlled before the design is carried

out,  it  may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in

landscape  design.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s  precisely  a  set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design basis form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use  of  programming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ity  of  design

decision-making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urba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s  and  attributes  and  develop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Methods/process] This  research  firstly  trace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ogramming  in  the  fields  of  urban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design programming in the thre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isciplines

in  terms  of  the  chronological  position  of  programming  in  practice,  the

connotation  of  programming  and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programming,

so  as  to  put  forward  the  broad  and  narrow  connotation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and  point  out  the  specific  definitions  and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landscape  planning.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and  hierarch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s  reviewed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topic,  an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pecialty is

explored.

[Results/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esign  programming  has  two

layers  of  connotation:  Design  programming  in  the  broad  sense  is  the

programming of the whole cycle of project practice, cove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planning,  approval,  design,  construction,  use,  etc.  Design

programming in the narrow sense is the study of design basis and its formation

process,  which  is  positioned  after  project  approval  and  before  design.  The

curr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should prioritize the connotation in

the  narrow  sense.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refers to the research work in which landscape architects propose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sign  bases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and procedures, which requires landscape architects to, following the

target  of  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k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ntext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of the project

by  multi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to justify

the construction target as appropriate.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is

evidence-based,  which  advocates  evidence-based  science  rather  than

experience, and can thus contribute to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desig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contains

epistemolog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rogramming  methodology,

programming  procedure,  programming  methodology,  an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5 parts is as follows: Programming

methodology is a complete set of action plans necessary for programming and

a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multipl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which  links

epistemology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upward,  and  coordinates  the  three

aspects  of  programming  procedure,  programming  methodology  an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downward;  programming  procedure  serves  as  an

operation program for the modes and steps of programming practice, involving

a variety of specific planning methods; programming methodology depends on

the  support  of  various  techniques  or  tools  in  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author’s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nitially  proposes  a  six-phase  programming  procedure:  Goal

presetti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concept and spatial conception, goal

justification,  programming  expression,  and  post-programming  evalu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proposes  6  alternative  programming  methods  including  the

survey research metho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  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card

analysis method, as well as 4 alternative programm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the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matrix,  programming  periodic  table,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l, and design competi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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