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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学校园犯罪行为的频发，如何通过大学校园功能、空间和景观的规划及设计提升校园安全感已经

成为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过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证明，此类规划设计能通过影响使用者对大学校园的感知，

起到提升校园安全感及抑制犯罪和不良行为的作用。基于安全感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对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继而提出从校园区位规划、空间规划设计、植物景观设计、针对女性低安全感的规划设计和安全管理措施等多

个方面提升安全感的规划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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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ampus crime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research topic 

on how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afety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through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functions, 

spaces and landscapesof university campus.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such 

planning and design can affect users’ perception of college campus and subsequently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enhancing campus safety and inhibiting crimes and bad behavior.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sense of safet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nse of safety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sense of safety from the campus location planning,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plant landscape design,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women's low sense of safe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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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安全问题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

中国均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亚伯拉罕·马

斯洛（Abraham Maslow）认为一旦生理需求满足

后，人们便会寻求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安全

感这一心理感受会长期影响师生的心理及行为

健康：1）心理影响，有研究认为被害恐惧会造

成情绪的焦虑、疏离感 [1]。2）行为改变，被害

恐惧往往会影响人际之间的疏离、限制活动范

围，导致人们改变行为与生活习惯。缺乏安全

感会对环境失去可预期感和可控感，并刺激和

鼓励犯罪行为的发生 [2]。因此，师生在校园景观

中的安全感这一问题应引起重视。景观规划设

计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做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1  安全感与环境的关系、概念及意义
1.1  安全感与环境

根据环境应激理论，人通过对环境刺激的

认识形成对空间环境的控制感、预见性的判断，

继而将环境评价为具有威胁还是安全的 [3]。从规

划设计层面干预人们的安全感，可以通过对空

间环境要素的组织安排，增强空间场所的可识

别性、领域感、控制感和认同归属感来实现。

应当意识到，安全感来自于人们对于所有可能

威胁自身安全的因素的总体认知，这不仅要求

空间环境能够为人们进行正常活动提供安全保

障，更要求空间环境能使人们免受暴力及犯罪

的侵害 [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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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全感概念

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一种摆脱恐惧和焦虑，从而获得

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 [5]。中国有研究指出安全感是对身体或心理

潜在危险或风险的预测，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 [6]。

国外关于公众安全感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犯罪恐惧感（fear of  

crime）。在研究邻里环境对安全的影响中发现了“安全感”（perceived 

safety or sense of  safety）一词，并认为虽然犯罪恐惧感和安全感是独立

的概念，但两者在重要的理论和经验上具有共同点 [7]。另有研究认为

犯罪恐惧感是安全感的特殊情况，也提出安全感和主观幸福感是相关

的 [8]。这些初步的联系探索了安全感可能的含义。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大学校园的环境及功能特点，本文中的校园安

全感是指：师生在进行校园户外活动时，能感觉身心不受伤害，可以在

校园内进行学习交流、休闲娱乐、健身锻炼等活动而不感知到危险或威

胁的心理状态，使师生能对自己所处的校园景观具有可控感、确定感。

1.3  安全景观的意义

校园景观安全感影响了是否有人愿意去使用校园景观，有安全感的

景观设计是亲切、温暖和舒适的，使师生能轻易融入校园环境，产生归

属感和认同感。对环境的恐惧则会导致会导致对环境产生疏离、冷漠和

不认同。安全感有时和实际的危险状况不符，但这种感觉会影响场地的

使用以及人的日常行为活动，而这些场地功能和日常行为的改变又会反

作用于场地的实际安全和感知安全。

另一方面，根据犯罪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地点的

选择不是随意和非理性的，而是根据现有环境信息和罪犯的内部成本

效益计算来控制是否实施犯罪 [9]。如一个场所可使普通使用者获得高

安全感，则此场所通常会让犯罪分子感到高犯罪风险而抑制自身的犯

罪企图（图 2）。

 

2  安全景观的相关研究
2.1  安全景观的相关理论

安全感的相关理论主要从 2 方面进行研究：1）使用者如何互动、

使用和感知他们的环境。从使用者心理出发，改善校园环境特征增加

安全感。2）预防犯罪保证安全的校园物质环境（表 1）[10-18]。

2.2  安全景观的影响因素分析

景观与安全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空间设计和景观要素进行。有

研究从设施布置、植物配置、空间设计和安全保障 4 个方面提出公园

休憩空间安全感的设计要求 [19]。另有研究指出植物景观和照明景观是

影响城市公共空间心理安全的关键要素 [20]。有研究将影响被害恐惧感

的环境因子分为实质环境和非实质环境：实质环境包括空间特质（视

野可及、隐藏空间、逃逸路线）和环境维护（设施维护、环境整洁）；

非实质环境包括安全管理和其他使用者 [21]。另有研究认为，在空间环

境层面，影响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是私密度、控制度、可识别性和环境

质量 [4]。

西方学者对校园安全感的研究主要从减少犯罪恐惧感的角度出

1 安全感与环境
Sense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 安全景观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safety landscape

1

2

发。有研究认为女性的安全感低于男性，应重视性别差异，保证安全

感能满足女性的需求而不是男性的平均需求 [22]。另有研究认为室外环

境的清晰布局设计可以缓解女大学生的恐惧，因为清晰的设计不会让

人对周围的环境感到困惑和不确定 [23]。有研究认为学生感觉最安全

的时候，是具有宽阔的前景视野、逃逸路线和低躲藏的地方 [24]。另

有研究得出照明和电子监控这 2 个要素对大学校园环境安全感有较大

影响 [25]。有研究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得出 4 个促进校园环境安全感的影

响因素：自然监视、持续的使用者、清晰的设计、较好的视线和降低

犯罪者隐藏以及逃逸路线的结合 [26]。

综合分析总结以上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将影响安

全感的因素分为：区位因素、空间因素、社会因素、安全管理和性

别因素（表 2）。

 

3  提升安全感的校园景观规划及设计策略
通过组织梳理以上关于安全感的相关理论和影响安全感的因素，

从校园区位规划、空间规划设计、植物景观设计、及针对女性安全感

的规划设计 4 个主要的方面探讨提升大学校园安全感的景观规划设计

策略。

3.1  校园区位规划

2008 年至今，大学城的“孤岛化”和监管缺失一直备受诟病。如

被称为“鬼城”的昆明呈贡大学城、远离城区的贵州花溪大学城以及四

面环水形成一座孤岛的广州大学城等。目前部分大学城存在只有“大学”

而没有“城”，即占地广袤但功能单一的问题。区位孤立、功能单一、

人气缺乏是我国近年来建成的多个大学城、大学新校区的典型特征 [27]。

即使是在学期间也会有大量区域无人气（缺乏自然监督），在夜晚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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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全景观的相关理论

Tab. 1 Relevant theories of safety landscape

理论类型 年份、提出者及理论名称 理论主要内容

环境感知（景观偏好）理论

1963 年，戈登·奥里恩斯（Gordon H. Orians）提出栖息地理论
认为有益于生存的环境就能达到审美满足。指出非洲热带草原由树冠舒展的高

大乔木和开阔的草原构成，并与水源靠近是理想模式 [10]

1975 年，杰·阿普尔顿（Jay Appleton）提出瞭望—庇护理论 
栖息地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具体指出有利于生存的景观特点：拥有开阔视野，

可供瞭望又拥有隐蔽、安全的庇护场所 [11]

1989 年，卡普兰夫妇（Stephan Kaplan and Rachel Kaplan）提出信息

处理理论

总结出 4 个受使用者喜爱的环境特性：其中一致性是指场景中的结构、秩序或图

案等信息。易读性是一个场地中的预测和定位能力，它涉及空间的安全感知 [12]。

复杂性与参与相关，通常被称为多样性、丰富性

预防与中止犯罪理论

1961 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街道眼理论
认为利用邻里间的相互监视可以建立起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是第一位提出实质

环境设计可以影响安全感的学者 [13]

1972 年，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提出可防卫空间理论
拓展了简·雅各布斯的想法，主要包含四大特征：自然监视、领域感、环境印

象和周围环境 [14]

1982 年，詹姆·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破窗理论

基于破窗理论的设计措施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地方的“视觉印象”，认为凋敝、损坏、

污染、无序的环境可鼓励不良行为和犯罪的发生 [15]

1979 年，马库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劳伦斯·柯恩（Lawrence 

Cohen）提出日常活动理论

不同于破窗理论关注环境的外观，日常活动理论关注空间的社会活动，姜斌等

对低安全感的城市巷道进行空间干预对比研究，发现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的干预

方法比基于破窗理论的干预方法更能显著地提升市民安全感 [16]。这说明环境中

仅保持干净、整洁的物质特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空间功能规划实行良性、多

样的日常活动构建，创造良好的自然（非正式）监督，提高安全感 [17]

1971 年，克拉伦斯·雷·杰弗利（Clarence Ray Jeffery）提出通过

“CPTED” 理论即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1983 年莫法特（Moffat）

提出第一代 CPTED 理论，关注改善物质环境。1997 年格雷格·萨维

尔（Greg Saville）和格里·克利夫兰（Gerry Cleveland）提出第二代

CPTED 理论，考虑了超越物质环境之外的社会和心理问题

是各个理论的结合，是一个较为综合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主要包括：领域感、监

控、通道控制、意象与环境维护、目标强化和活动支持这 6 个环境设计要素 [18]

期成为死城。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

认为如果基地位置选在与其他大楼、街道相隔

绝的地点，冷清且缺乏自然监视，这个环境的

安全感就会降低 [28]。因此在大学城规划选址时，

应避免形成孤岛，增加商业、居住等用地类型，

使大学城在不同时间段都有使用人群，形成良

好的自然监视。

3.2  空间规划与设计

1）空间的功能性。

表面整洁、优美但使用人群匮乏或单一

的大学新校区、大学城中，暗含着不少可能诱

发安全问题的因素。应当意识到过于强调审美

需求的校园空间规划设计是不够的，还应当

以日常活动理论为基础，通过空间功能规划

构建积极、多样、多时段的日常活动，避免

零碎、隐蔽或缺乏意义的空间。保证人群活动，

创造良好的监护形成安全感。

2）空间的领域性。

领域性是人在感知与利用空间时，表现

出的具有生物性基础的本能。在空间设计时，

应通过植物、地形、水体、小品等景观要素

对空间进行限定，形成从私密空间到公共空

间的各个景观领域的清晰边界，但又需各个

领域形成连续、流畅的空间和视觉联接，形

成较强的相互监督和保护 [29]。

3）空间的可识别性。

在视觉层面，选用一些独特的景观要素，

如颜色、形态、尺度较为独特的标志物，提

升环境的可识别性。在空间层面，清晰的空

间布局，可帮助我们理解并认识环境，形成

较为简洁、清晰的空间层次和轴线关系 [30]。

4）空间环境质量。

景观质量主要是指公共设施（如休憩设

施、标识性设施、照明设施）和环境维护（对

植物景观的管理）以及空间环境是否设计优

美、有吸引力等方面。

3.3  植物景观设计：不宜过分强调生态效

应而忽视安全隐患

当前校园景观营造存在过分强调景观生

态的问题，常以实现多种生境、提高生态多

样性为主要目标，而相对忽视景观对校园安

全的重要影响，不考虑杂草、灌木、乔木对

视线的阻挡。街道眼理论指出，阻碍视线会

导致非正式监督和证人的缺失，这就形成了

理想的观察潜伏、实施犯罪、隐藏和销毁犯

罪痕迹及物证的理想场所。除此，大型的生

态廊道为逃逸提供便利。因此在尊重生态品

质的同时，需要提高空间的可视性、可行动

性和应急车辆的可达性，在敏感区域、路线

和地点控制植物的种植密度，并减少犯罪潜

伏和逃逸场所及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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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景观规划设计在提升安全感以及促进健

康与福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 [33]。景观不仅应

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应该满足包括安全

感在内的其他心理健康需求。我们认为校园

安全感研究有以下关键问题值得在未来的研

究中得到关注。

校园安全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城市背景，应

当认识到校园所在城市对校园安全的影响是巨

大的，大学校园要尊重城市格局和功能。针对

大学校园安全建设，功能应大于形式，校园是

承载教学功能的空间场所，其功能定位、流线

组织等均应体现合理、便利、舒适的使用需

求 [34]。功能的合理更能有效实现安全感，功能

保证合理性后再谈校园空间和景观的优化。承

认景观规划设计的局限性，摒弃物质空间主导

的陈旧思想，管理及信息技术应该和空间规划

设计更紧密结合，空间智能化和网络化是必然

趋势。在国内，从环境视角分析安全感的研究

较为缺乏，在研究和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特别是缺乏对人（包括受害者和施害者）

心理、行为的观察、调查和研究，应该开展与

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的多学科合作。

3.4  针对女性低安全感的规划设计：强调

功能混合和自然监控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更

容易成为暴力犯罪的目标，而对女性的性犯罪

是大学最为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性犯罪是女

性安全感低和对犯罪恐惧的核心原因 [31]。已知

大学校园内有众多潜在受害者（年轻而缺乏社

会经验的女性），因此大学校园易成为性犯罪

的发生地。犯罪行为的发生（即犯罪机会）依

赖于罪犯的日常活动模式和意识，例如所在居

所、工作地或日常娱乐区等 [32] 。因此如果大学

毗邻人员复杂，单身外来人员众多的城市空间

（如城中村、建筑工地等），则性犯罪的发生

率可能较大。

具体设计措施有：1）关注女生宿舍和生

活区的景观设计。女生宿舍生活区应选择清晰

的空间布局（如规则式）。植物设计避免过于

茂密形成盲点，进出宿舍的主要路径都要实现

地面及楼宇到地面的视线通畅，使学生和宿管

能对宿舍形成良好的自然监视。2）关注女生

日常活动路线的规划设计。保证学生从学校出

入口、教学楼、图书馆或操场回宿舍的必经道

路在白天和夜晚的可见性。同时调整路径沿线

的功能，提升白天和夜晚的空间活跃度，尽量

让这些功能体与和路径结合或毗邻，以及在活

动人群少的路段设置 24 小时报警设施。3）对

学生情侣约会的路线和地点的规划设计。学生

情侣通常会选择相对私密的空间和路线或是在

人多的环境中有相对独立的小空间。针对此类

活动，设计应利用低灌木、少量乔木、和小品

隔离出若干小空间，保证视线联系和声音传播

的顺畅，既保证足够的私密性，又不处于相对

孤立和隔绝的状态。对于距离人群主要活动区

域较远的约会路线和地点，应设立较完善的实

时监控和 24 小时报警点。

3.5  重视与其他犯罪预防系统的结合

如何避免感觉安全（高安全感）但实际

上不安全的环境？我们应承认景观规划设计

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与合理的警务、监控系

统相结合。主要包括：1）人为管理。主要是

指通过警务室、巡逻车、保安巡逻等提升学

生的安全感。2）技术管理。主要采取电子监

控系统，将摄像头及报警装置安装于学校的

出入口，学生从图书馆、教室到寝室的道路，

宿舍楼出入口，以及相对私密、隐蔽的角落

等关键位置，加大安全防范力度。

表 2 影响安全感的因素

Tab. 2 Factors affecting sense of safety

因素 影响原因 可能的安全措施

区位 大学校园的安全依托于城市背景，不能孤立地讨论校园安全 选址应尽量靠近居住、商业、办公等用地

空间

可识别性
根据“信息处理理论”，清晰的布局设计形式能帮助使用者定位、理解

并认知空间，产生控制感
选择规则式设计以及颜色、形态独特的标志性园林小品

功能性 避免无明确使用功能的空间，丧失空间活力，成为潜在犯罪空间

赋予各空间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如以广场形式出现的聚会空间；利用滨水或以植

物围合构建的静思、学习空间等。保证空间有明确的使用导向性，以增加空间活

力

环境质量 良好的景观质量是吸引学生进行户外自发活动的基本条件 公共设施完备、环境维护、空间设计优美

领域性 与人在空间中感到的受保护程度和对环境的控制程度有关 通过植物、地形、小品、铺装设计限定空间

犯罪空间
这是在杰·阿普尔顿（Jay Appleton）的瞭望—庇护理论上发展起来的，

避免犯罪者隐藏，保证使用者对环境可见以及对环境的控制
适宜密度的植被及休闲设施位置的摆放

植物 植物过密会降低可视性，缺乏自然监督 乔木保证 2.4m 的枝下高，灌木的高度不超过 1.2m。减少群植或树丛的配置方式

社会

持续的使用

者
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创造良好的自然（非正式）监督 通过空间功能规划，构建多样的日常活动

安全管理 如果遭遇犯罪可以提供帮助，且起到威慑作用 设置警务室、保安巡逻、电子监控系统等系列防控设施

性别因素 性犯罪是年轻女性安全感低和对犯罪恐惧的核心原因 针对女生日常行为活动路线及生活区，通过规划设计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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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图 1、2 由罗寒跃绘制，其中图 1 改绘自参考文献 [30]

中的“犯罪防御性环境与安全感的关系”。
② 表 1、2 由罗寒跃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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