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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安全到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设计导向下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探索

□　毛媛媛，雷　诚，曾敏玲

[ 摘　要 ] 城市安全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对于营造安全安心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前城乡规划
专业教学中缺乏环境安全设计理念的内容和相应的知识体系支撑。基于此，文章提出从“理论导入、环境认知、设计应用”三
方面建构环境安全设计知识体系，采用“模块局部嵌入，网络系统融入”的方式将其纳入城乡规划教学体系，同时从理论基础、
认知调查、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教学组织设计，并通过多途径的教育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形成更全面的设计理念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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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ocial Security to Environmental Security: Curriculum Desig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Mao Yuanyuan, Lei Cheng, 
Zeng Minling
[Abstract] Safety is the premise of urba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esign is significant to building a safe 
urban environment, yet the concept and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absent in urban rural planning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esign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system with urban rural planning curriculum by “embedding knowledge parts 
into practice and introducing learning network into curriculum”. Meanwhile, multipl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theoretical education, 
survey and investiga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shall be organized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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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市建设正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更新
转变。为了更好地应对城市发展需求的变化，城乡规划
教学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探索 [1-2]。在城市社会环境和
建成环境品质提升的过程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
治安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安全的建成环境是城
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必
然要求。目前已有韧性城市 [3]、健康城市 [4-5] 及环境犯
罪学方面的研究从城市环境建设角度探讨了城市治安问
题。在国内外既有的关于城市环境与犯罪关系的研究中，
发现了诸多因环境设计不当诱发的不文明行为或违法犯
罪等治安问题。缺乏犯罪预防意识的环境一旦设计建成，
将会成为长期诱发犯罪和不良行为的重要因素 [6]，而目

前这一理念在城乡规划专业教育领域并未引起重视，在
专业教学中对建成环境安全方面的关注较少。因此，将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和不良行为的社会安全理念贯穿于专
业教学和实践，对提升设计人员的基础意识具有重要意
义。在我国城市建设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阶段，如何强
化环境安全设计导向，并将其融入当前的城乡规划教学，
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变革下学科教育的重要议题之一。

为此，本文在辨析环境安全设计研究和实践演化的
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其内涵，针对国内城乡规划专业教育
中环境安全设计教学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面向环境安全
设计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优化思路，并结合实践教
学展开了应用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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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安全设计问题：城市安全
关注的焦点

1.1 环境安全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通 过 环 境 设 计 预 防 犯 罪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以下简称“CPTED”) 的概念
最早由犯罪学家 Jeffery 教授于 1971 年
提出 [7]，是在 Jacobs 提出的从物质环
境探讨安全感 [8]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在 CPTED 的发展过程中较为明晰的是第
一代和第二代理论 [9]。第一代 CPTED 理
论强调建筑环境要素与犯罪行为之间的
关系，领域感、监视、出入控制、目标
加固、形象维护和活动支持是第一代理
论的六个核心策略 [10]。在此基础上，第
二代 CPTED 理论增加了对社会因素的考
量，提出社会凝聚力、社区连接性、社
区文化和阈值能力四个关键概念 [11]，使
CPTED 成为一个更平衡的理念。近年来，
有学者提出一种综合的第三代 CPTED 理
论 [12]，核心是社区的宜居性，依赖于公
共健康和可持续性两个关键维度，希望
从更全面的邻里关系中探索预防犯罪的
可能。CPTED 理论的起源和演进主要在
西方国家，其他地区的国家引入 CPTED
理论的时间稍晚 ( 图 1)。

我 国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 关 注
CPTED 理论 [13-15]。在理论研究方面，有规

划设计理论书籍对相关理论进行介绍 [16]。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诸多学者对街道 [17]、
住区 [18-19]、城市公园 [20] 等不同空间类型
开展了丰富的探索，证实 CPTED 理论在
提升城市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并提出了
相关的设计策略。但在设计实践方面始
终没有正式应用相关理念或技术，这远
滞后于国际进程 [21]，也和当前城市、社
会发展需求不匹配。

1.2 环境安全设计的理念内涵
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强调通过对建成

环境的设计和改造来减少犯罪和其他不
良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感，从而
营造安全安心的城市环境，提高人们的
生活质量。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具体内涵
包括以下三方面。

(1) 环境行为学理论基础。
人与环境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环境与行为模式密不可分。这里指
的“环境”包括现象环境、个人环境和
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现象环境包括人
和物质环境。规划师和建筑师所塑造的
物质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22]。

(2) 建成环境与犯罪行为。
环境与犯罪行为是环境与行为研究

的重要方向之一。这里的“环境”指居
民日常生活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是
具有一定领域性或系统性限制的空间[23]。

常见的建成环境类型有居住区、街道、
广场、绿地等。“犯罪行为”在这里指
的是与建成环境关系密切的财产或暴力
犯罪的行为，如盗窃、抢劫、抢夺和故
意伤害等。这类犯罪行为的实施与建成
环境和人的活动等综合条件密切相关。

(3) 基于安全的环境设计。
基于安全的环境设计包括建成环境、

社会、管理和执法等方面的各种指引、
导则、规范及法规等，既涵盖了环境的
设计、维护和管理，又涵盖了相应的制度、
机构及人员组织，可促使人与环境产生
良性互动，提升安全性。

通过解析环境安全设计理念的内涵
可知，在城乡规划设计教学中纳入相应
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
需要结合原有的教学安排，引入环境安
全设计教学理念，通过相关设计手法，
营造安全的城市环境。在教学过程中既
要介绍相关理论，同时也要结合实践，
强化理论应用，如针对本地城市的治安
现状和建成环境进行调查，探究与安全
有关的环境因素，并提出应对措施。

2城乡规划教育中相关环境安全
设计教学的不足

当前国内的城乡规划教学在规划设
计理论和实践教学中注重对学生方案设
计的功能合理、形态审美及经济效益等
方面的培养，而在理念引导、教学过程
及教学内容方面，安全环境设计相关内
容均存在一定的缺失。

2.1 安全理念缺失
综观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学一、

二年级基础课程主要注重学生建筑背景
的基本功训练，强调技法与形体设计能
力的培训，侧重于空间美感和形体方面
的审美能力培养。对城乡规划专业低年
级学生的设计导向培训会延续到高年级
的专业训练中。而在高年级的规划专业
教学内容中，开始涉及更多的公共空间
环境分析和设计，虽然侧重点由原来对

图 1  CPTED 理论的传播和实践推进状态主要脉络
注：“□”表示理论的引入；“●”表示理论引入后出现的重要的 CPTED 导则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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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审美的关注延展到对功能合理、布
局优化、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探究，但是
始终缺乏相关的环境安全设计内容，这
也使得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
为未来设计行业带来隐患。

2.2 缺乏知识支撑
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

专业规范》(2013 年版 )( 以下简称《专业
规范》) 的城乡规划学科简要概况和研究
内容中，均有提及“保障社会安全”和“城
乡建设安全”等要点，但在知识体系、
核心知识领域、核心知识单元和知识点
中，安全相关知识主要侧重于自然灾害
的预防和减灾方面的内容，而对于不当
环境设计诱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并未有知
识点或教材涉及。《专业规范》提及的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包括了心理学，并在
规划专题类方向课程中推荐了环境行为
学课程。目前很多高校的城乡规划专业
也开设了环境心理学或环境行为学课程，
但在教学内容上极少涉及犯罪预防问题。
因此，在目前的城乡规划专业知识中缺
乏环境安全设计的知识体系，这也是环
境安全设计理念在城乡规划教学体系中
缺失的结构性成因。

综上所述，建构环境安全设计知识
体系并将其全方位融入规划教学系统是
解决问题的必要途径。

3环境安全设计导向下城乡规划
教学体系建构

3.1 建构知识体系
3.1.1 理论导入

建构基于环境行为学、环境犯罪学
和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理论的环境安全
设计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以对人与环境
的互动关系认知为基础，从犯罪预防的
角度进一步剖析建成环境与犯罪行为的
关系，如日常行为理论和犯罪模式理论
等，从而理解居民、罪犯等行为主体对
建成环境的认知及相互影响的机制，这
些关系与机制是规划师将安全设计方法

融入环境设计的切入点。在理论体系的
应用部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和不
良行为，即通过领域感、监视、通道控制、
活动支持、环境维护、目标加固等设计
和管理原则来实现。
3.1.2 环境认知

环境认知的内容包括环境介绍和认
知方法。环境认知教学的重点一是学习
界定与犯罪有关的空间环境，这类空间
环境对犯罪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包
括需要认知的环境类型、环境构成及其
特征。二是认知犯罪行为与建成环境的
关系机制，针对不同的空间类型，建构
环境认知的方法、原则，以培养学生对
环境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
3.1.3 设计应用

设计应用的内容主要为介绍系统的
设计策略和手法，重点针对于居住区、
街道、广场及绿地等公共空间。设计应
用教学的重点一是通过对环境的设计、
建设和维护来提供活动支持，以增加自
然监视、增强领域感等积极手段减少犯
罪和不良行为，提高环境的安全性。二
是要采用相应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
保证设计策略的实现。

3.2 融入教学系统
结合《专业规范》中的实践领域、

实践单元和知识技能点体系，将环境安
全设计知识点以“模块局部嵌入，网络
系统融入”的方式纳入教学内容 ( 图 2)。
首先以选修课的形式系统介绍环境安全
设计相关理论，其次在认知调查领域的
核心实践单元和规划设计领域的核心实
践单元，以模块知识点的形式嵌入环境
安全设计相关知识单元，最后形成“理论—
认知—实践”的知识网络，将环境安全
设计理念系统地融入城乡规划教学内容。
这种教学体系可以使学生在专业培养过
程中逐渐建构安全环境设计知识体系。
3.2.1 引入基于环境安全问题的理论
课程

开设环境安全设计相关选修课，以
理论课程的形式系统介绍环境安全设计
相关理论，目的在于全面讲授基于犯罪
和不良行为预防的环境设计内涵、相关
理论、方法策略等内容。

作为一门理论介绍和应用性课程，
环境安全设计理论关注在设计前和设计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以及已发
生安全问题的建成环境设计改造。因此，
在该选修课中将讨论环境安全设计理论
的发展历程、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并
介绍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在不同城市空间
类型中对应的设计策略。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旨在将环境安全设计理念融入城

图 2  城市环境安全设计教学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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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设计实践，培养学生对环境潜在
风险的识别能力，以及通过设计干预改
造安全环境的能力。

将环境安全设计原理作为一门独立
的选修课纳入规划课程体系，可以设置
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在这个阶段，城
乡规划专业学生已经学习过《建筑设计》
《环境心理学》《城市环境设计》，对
于建筑单体及微观层面的城市环境有了
初步认识，并开始接触《城市规划原理》
《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等课程。学生
在学习相关知识后可在高年级开展的规
划原理与规划设计等课程中开展应用。

建议将课程设置为 9 周，共 18 学时。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4 个部分 ( 表 1)，并
遵循“理论—认知—实践”的教学路径。

(1) 理论基础。
在该部分开展相关理论、基础原则、

研究进展与变化，以及各国的实践应用
等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从理论认知上建
立起环境安全设计理论基础知识架构，
并结合导则实践认识了解这些理论的具
体作用与存在的局限性。

理论基础涉及环境行为学、环境犯
罪学、情境犯罪预防、日常行为理论、
CPTED 和可防卫空间等基本理论，旨在
从犯罪预防的视角对犯罪行为与环境进
行研究，具体做法是将预防犯罪及其他
不良行为的策略融入建成环境设计。其
环境设计的主要原则包括领域感、监视、
通道控制、活动支持、形象维护和目标
加固六个方面。

(2) 国内外环境安全设计研究及应用
介绍。

在该部分介绍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应
用实践进展，一方面是让学生了解环境
安全设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实践
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比较不同研究
和实践效果的地域性差异，让学生意识
到在国内城市环境下实施环境安全设计
需要基于地方现状。

(3) 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在规划设计中
的应用策略。

在应用策略教学中，介绍多个国家
关于居住区、街道环境等公共空间类型
的相关设计导则，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对比，讲述环境安全设计导则的基本编
制特点、架构和实施方式。其中，基本
编制特点包括多尺度空间层次、关注的
编制原则、适用的多方主体、聚焦的环
境设计要素、导则引导方式等；设计导
则的基本架构包括理论介绍、策略要领、
具体指导实践等；实施方式着重介绍不
同国家的实践案例。

(4) 环境安全设计调查。
在调查探索阶段，结合具体环境案

例，带领学生分组开展实践调研，结合
之前学习的理论和案例，对建成环境进
行分析和评估，并提出优化和改进措施。
中间过程以汇报的形式开展交流，并在
最终环节统一讲评研究报告。
3.2.2 突出环境行为安全感知的认知
调查

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在认知调查领域

的核心实践单元中以模块嵌入的形式，
通过多途径认知环节融入教学，具体包
括住区认知实习、社会调查、城乡认识调
查研究，以及结合规划设计课程的前期调
研、专业学科竞赛和课外科研课题等形式。

(1) 住区认知实习。
在住区认知实习环节中设置环境安

全设计认知专题。选取典型环境住区案
例带领学生前往实地进行调研。在调研
之前简要回顾环境安全设计理论内容，
制定调研计划和考察要点，在调研过程
中依据环境安全设计原则的要点引导学
生仔细观察住区问题地点的环境构成、
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如
何从设计的角度来改善住区环境，以及
在未来的设计中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2) 社会调查课程、竞赛以及课外科
研课题。

当前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阶段
中，均有开展社会调查和课外科研课题，
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环
节，在这些教学模块中可以通过设立研
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的形式来集中开
展环境安全设计研究。在给学生讲解相
关理论基础之后，选取典型案例地，收
集案例地的社会治安数据 ( 可以通过官方
数据获取，也可以通过对案例地发放问
卷调查获取 )，并带领学生对案例地问题
高发地点的环境因素进行现场观察和分
析。在这种以课题形式开展的调查研究
中，引导学生采用规范的定量或质性研
究方法，形成严谨的研究报告，为环境
改造提供尽可能科学的依据。

(3) 结合规划设计课程的调查研究。
基于以上理论教学和住区认知实习，

进一步引导学生把在理论教学中学习到
的环境安全设计策略及住区认知实践过
程中受到的启发，应用到设计课程的调
查中。例如，在群体建筑设计、建筑室
外环境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城市更新、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环节，均可以将相应
的设计策略应用于不同尺度、不同类型
的环境，还可以形成一些设计引导，培
养学生将这一理念在实践层面有意识地

篇次 章次 课时

第 1 篇：理论基础 第 1 章：环境安全设计相关理论介绍 2
第 2 篇：国内外环境安全设计研
究及应用介绍

第 2 章：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分析与比较 2
第 3 章：应用实践进展，国外导则内容介绍及借鉴 2

第 3 篇：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在规
划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 具体章节
中的环境类型可调整 )

第 4 章：居住区中的应用 2
第 5 章：街道环境的应用 2
第 6 章：其他公共空间的应用 2

第 4 篇：环境安全设计调查 第 7 章：开展基于安全的城市环境调研 2
第 8 章：调研成果初步汇报及深化 2
第 9 章：研究报告讲评 2

表 1  环境安全设计原理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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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在环境安全设计领域实证研究中
涉及较多的空间类型。在我国目前的城
市更新过程中，有大量老旧住区面临改
造，这为住区纳入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不仅可以给未来住区
带来安全安心的环境，还可以在提升住
区活力、增进居民健康、促进居民交往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文总结了国内
相关住区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实证研究发
现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居住区设计
规范内容对应 ( 表 2)。由此，可以结合
环境安全设计理念及我国居住区的现状
问题，通过调整居住区规划设计的相应
指标，以实现居住区的安全环境设计或
改造。未来如果有可能，可以对现有住
区规范中环境安全设计方面的内容进行
优化。
3.2.4 教学成果示例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近年
来开展了将环境安全设计理念融入教学
课程的实践探索，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盗亦有“道”—居住区环境设计预
防犯罪调查》课题①。在该课题的实践调

研过程中，遵循“理论导入—环境认知—
设计应用”的训练架构，首先向调查小
组的同学系统讲解环境安全设计相关理
论，其次通过官方提供的犯罪数据选取
调查案例地—一个典型居住区开展调
查。理论讲解使得学生带着新奇的视角
和浓厚的兴趣来观察案例地的居住区环
境。同时，理论引导使得学生在调查环
境时更有针对性，其中可视性、活动支持、
自然监视、通道控制等是学生可以观察
到的一些要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
环境设计有了新的认知，特别是在居住
区景观设计方面，学生针对审美和安全
两者权衡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取得
了很好的训练效果。学生也在最后的研
究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善
建议，如提高可视性、调整绿化布局等
措施。

通过调研训练，学生对环境安全设
计理念有了系统的了解，并且能够将这
一认知带入后续的设计课程学习，学生
会就一些相应的环境安全设计问题与老
师讨论，在进行设计方案时除了考虑满

实施。此外，也可以将社区规划师制度
作为切入点，与街道社区合作，建立教
学试点，开展院校—街道长期合作。将调
查研究成果应用于环境改造设计，并收
集反馈意见进行教学调整，同时也能为
街道社区营造更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调查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还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2.3 结合不同类型环境特征的设计
应用

在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中，详细规划
和城市设计是相对适合融入环境安全设
计策略的实践环节，而其中比较可行的
路径是与相关设计规范或导则等技术管
理相结合。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实践内
容较多涉及居住区、街道及广场、绿地
和其他公共空间等多种类型的空间环境。
这几类环境不仅是环境安全设计策略最
具可操作性的空间类型，与建成环境相
关的犯罪类型也主要发生在这些空间环
境中 [24]。本文即以居住区为例来说明环
境安全设计策略融入设计实践的路径。

居住区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空间，

表 2  影响住区犯罪率的相关环境要素汇总

环境要素分类 国内既有研究发现的主要问题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指标对应

领域感 功能布局不合理、住区规模过大、标志性特
色核心空间缺失、空间界定不明

①布局：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形式可采用居住区—小区—组团、居住区—组团、
小区—组团及独立式组团等多种类型；②标志：便于寻访、识别和街道命名；
③特色：规划布局和建筑应体现地方特色，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监视 ①自然监视：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有欠缺、过于浓密的植物、照明不足、不合
理的景墙、凹凸的建筑外立面、停留设施不
足；②正式监视：巡逻力度不够；③机械监
视：电子监控设施位置不合理、清晰度不够

①人口规模：居住区 30 000 ～ 50 000 人，小区 10 000 ～ 15 000 人，组团
1 000 ～ 3 000 人；②密度：住宅建筑净密度与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的最大值
按不同气候区分类皆有不同的具体要求；③精心设置建筑小品，丰富与美化环
境；④公共活动空间的环境设计应处理好建筑、道路、广场、院落、绿地和
建筑小品之间，以及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道控制 小区的出入口过多、近道的开辟、四通八达
且昏暗的地下车库、高层住宅中隐蔽的双向
疏散通道、住宅周边小巷过多、利于攀爬的
外立面及雨水管设计、底层住户开敞的阳台

道路：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出入口；居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
方向与外围道路相连；机动车道对外出入口间距不应小于 150 m；当沿街建筑
物长度超过 150 m 时，应设置不小于 4 m×4 m 的消防车通道；人行出口间距
不宜超过 80 m；当建筑物长度超过 80 m 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通道

活动支持 土地的混合使用，活动场地、设施的缺失或
对外开放

①在公共绿地方面，应根据居住区不同的规划布局形式，设置相应的中心绿地，
以及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②根据不同项目的使用性质和居住区的规划布局
形式，应采用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布局，应利于发挥设施效
益，方便使用、经营管理，并减少干扰；③商业服务与金融邮电、文体等有关
项目宜集中布置，形成居住区各级公共活动中心；④基层服务设施的设置应方
便居民，满足服务半径的要求；⑤配套公建的规划布局和设计应考虑发展需要

形象维护 城乡接合部、车辆随意停放、车辆占用活动
场地及绿地、树木无人修剪、标志警示牌的
缺失、活动场地缺乏管理、光源颜色

①合理设置公共服务设施，避免烟、气 ( 味 )、尘及噪声对居民的污染和干扰；
②合理组织人流、车流和车辆停放，创造安全、安静、方便的居住环境

目标加固 车辆未上锁、门窗未关、未安装防盗门及报
警器

未涉及 ( 可在物业管理中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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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功能和审美，还考虑了安全因素。而
没有经过这方面训练的学生，一般很少
会考虑到这些设计理念，在环境安全方
面的意识有所缺失。

此外，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
系还通过大学生创新实践课题，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8 年对本地与临近城市的
居住区开展调研，参与课题的学生经常
在讨论过程中提及城乡规划理论课和设
计课的安全设计内容，可见通过课题的
开展可使环境安全设计理念潜移默化地
融入学生的规划设计学习过程。

4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逐步进入城镇化
后半程，安全导向的环境设计也越发受
到重视。安全城市环境的营造不仅对城
市安全有提升作用，其相关环境设计策
略还对居民日常活动、建成环境品质和
居民生活质量的优化提高有促进作用。
基于此，将环境安全设计课程纳入城乡
规划专业教学十分必要。本文探索了环
境安全设计内容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路
径，并构建了“理论—认知—应用”的知
识网络。本文仅为初步探讨，鉴于城乡
规划相关专业本科课时有限，因此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课程体系，研究合适
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使这一课程在城乡
规划教育中的作用得以发挥。

[ 注　释 ]

①该课题在 2016 年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
会的社会调查竞赛中获奖。参与者为苏州
大学城乡规划专业 2013 级的李刚、何秋
叶、柴荣、郑黎宁 4 位同学，指导老师为
毛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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