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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管理是综合管理科学、建筑科学、行为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新兴交叉学科，具有综合性、全过程性和
技术性的特点，建筑院校的课程建设应积极应对。文章从优化教学内容、加大相关课程设置、补充课外
教学几方面思考对策，并结合厦门大学建筑学专业近年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探讨建筑教育课程设置改革
的可能。

ABSTRACT

Facility Management (FM) is a new cross subject including management science, construction science, 
behavio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college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omprehensive, entire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M. Through the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curriculum,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of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in Xiamen University (XMU),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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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设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简称 FM）

是由物业管理、建筑运维管理等延伸而来的

新概念，它综合了管理科学、建筑科学、行

为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打破

原有建筑专业只重视设计或施工阶段，非建

筑专业只顾销售或运维阶段，各专业独自行

事的割裂式管理模式，强调在整合各专业下

的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近年来在西方发达

国家迅速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 设施管理与建筑学

1.1 设施管理的概念及特点

国际设施管理协会（IFMA）提出设施管

理的概念“是一种包含多种学科，综合人、

地方、过程及科技以确保建筑物环境功能的

专门行业。以保持业务空间高品质的生活质

量和提高投资效益为目的，以最新的技术对

人类有效的生活环境进行规划、整合和维护

管理工作，将物质的工作场所与人和机构的

工作任务结合起来”①。英国设施管理协会认

为设施管理可综合多个建筑部分，用以管理

其对人及地方的影响。中国香港设施管理协

会提出设施管理是一个综合人、过程及物业

的优点以达到长期策略性目标的过程。

从以上描述中可见设施管理具备三个特

点： 第一，综合性。体现在多学科之间的交

叉配合，如工商管理、经济学、建筑学和工

程技术等（图 1）②。第二，全过程性。从时

间范畴来说，不仅仅是设施运行阶段，而是

包括从最初的规划到前期策划，再到设计、

施工、维护运营，最后到使用后评价；从运

行成本、使用效率和协调环境等方面，全面

满足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综合需要。第三，技

术性。要达到设施管理的目标，需要大量技

术工具的支持，如 HVAC 技术、安全技术、

计算机辅助设施管理、建筑信息模型（BIM）

技术等。

需要指出的是，建筑使用后评价（POE）

是设施管理（FM）中重要的一环，是评估体

系。将评价量化并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得出

的结论可继续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

1.2 设施管理与建筑学

建筑学科是设施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际设施管理协会列举的设施管理职能分

类表中（表 1）③可见空间管理、建筑服务（工

程服务）、设施规划等明显属于建筑学科范畴，

其他如房地产经营、健康与安全中部分内容

也属于建筑学外延部分。

国际设施管理协会（IFMA）北京分会项

目主席张明洁提出：“目前中国正在从建设

时代向运维时代迈进。”④当前，建筑学专业

人才活跃于建筑行业的各个环节，除了从事

一线的设计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他相

关行业，如技术管理、资本运营、地产开发、

房产管理等。在我国，这一转变明显，原因

有二：第一，随着城镇化脚步的放缓和土地

改革政策的收紧，导致了建筑市场的降温；

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需求的提高，

许多原来被忽视的领域如后期管理等被日益

重视起来，这需要大量人才的引进。

2 设施管理视野下的中国建筑教育现状

国际建筑教育认证会议上发布的堪培拉协

定关于建筑学教育培养目标的附录中有条目明

确指出：“对项目融资、项目管理、成本控制

和项目交付方法有足够的了解。”⑤这充分说明

了国际建筑教育已涉及设施管理相关学科。

国内一些建筑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和实践：

如清华大学庄惟敏教授提出在广义的建筑设计

概念中加入建筑策划这一过程，它需实现建筑

空间预测与评估，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

理性分析，是建筑设计过程越来越受到重视的

一环。华南理工大学的吴硕贤教授以人群主观

评价为研究核心，利用量化方法进行建筑环境

综合评价。常怀生、杨公侠、俞孔坚、徐磊青

等人分别从人与微环境的心理互动关系、视觉

环境、景观美学、环境心理学等角度进行 POE

模型建立、评价等研究。此外，因为 BIM 已成

为建筑学科各个行业协同合作所必需的技术手

段，国内建筑院校近几年在建筑信息模型（BIM）

上的研究和教学成果显著，不少高校建立了

BIM 实验中心，开设专门课程。

可以看出，设施管理的兴起，在建筑院校

已有启动，但总体较为迟缓。就国内大部分建

筑院校来说，设施管理的理念还远未普及，更

别说开设设施管理相关课程。这是因为我国建

筑学科体系来源于 19 世纪后期“学院派”的建

筑思想和方法，其偏重感性、注重表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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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等同于建筑设计。我国建筑学教育一直

以来多从感性角度出发，重视对建筑形式、空

间的训练，注重设计结果，忽视了建筑学科的

综合性、完整性和技术性，很少考虑从数学比较、

量化分析、数据建模等理性角度切入。这一传

统思想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是诸如设计类、

美术类、原理类、历史类的感性认知类课程比

重非常大，而需要理性思维的技术类、经济类

课程则相对较少。

3 基于设施管理的建筑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建筑学是建筑业的龙头专业，也是整个建

筑工程项目信息的源头，因此，建筑学专业的

学生应具备全面、超前的综合素质。然而，受

传统教育理念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国内大部

分建筑院校并未深刻意识到设施管理的重要性，

没有系统地、完整地传输给学生设施管理的理

念。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新的建筑信息

技术正带来全球建筑行业的革命，多专业协同

工作要求建筑类人才培养需要进行一体化变革。

3.1 优化教学内容

第一，遵循 FM 的综合性和全过程性，改

变以往教学中过分注重设计环节而忽略了成为

一名职业建筑师所必要的综合素养的弊端，将

“全过程”理念融入设计课教学，使学生了解

策划、设计、施工、管理和使用后评价的全过程。

创造开放的平台，引入其他专业的教师、学生、

校外专业人士参与建筑设计课程，加强不同专

业、不同年级的沟通交流。

第二，遵循 FM 的技术性，将建筑学教学

与理性思维的培养、信息技术的使用有机结合。

例如利用 BIM 辅助建筑设计构思，进行建筑物

理的评价和分析，模拟各种建筑构造节点等。

又如将使用后评价与教学内容结合，可使学生

更加深刻理解使用者在建成环境中的使用方式

和行为心理，在对类似空间运作情况理解的基

础上开展新的设计。

3.2 加大相关课程设置

设施管理专业在国外已有院校开设，例如

美国费里斯大学（FSU）。该专业学制四年，

专 业 理 论 课 有 Design、AutoCAD、Statics of 

Materials 等实训课程，以及 FM 原理、空间规

划原理、现代技术制图、经济学原理、项目管理、

室内建筑原理、商业法基础物业发展与规划、

项目概预算、决策工具、HVACR 建筑系统、人

际关系管理等。在建筑系的课程设置上增加此

类课程时，要注意加强不同课程间的相互关联，

及其与建筑设计的融合，避免出现与学生设计

任务脱节，导致被边缘化的结果。当受到课时、

师资等限制，实际操作困难时，可利用高校平台，

取长补短，通过同学院不同专业间、不同学院

间的无隔阂互相交流、资源共享来实现，例如

向建筑系的学生开放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计算

机学院等学院的部分课程。这样做也可以加强

专业之间互相交流，开拓学生视野，使学生不

完全局限在设计课堂之内，这也是一种对个人

兴趣和特长的解放。

3.3 课外教学作为补充

引入设施管理理念的目的，除了丰富学生

各方面的知识、扩大知识广度，补充学生的理

性分析思维、培养技术运用能力，使学生对建

筑行业和建筑设计全过程有更全面的了解观念，

能与其他专业互相交流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实

践中发挥出综合能力。因此在教学优化、课程

设置调整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可以通过一些灵活

的课外教学来实现，例如开展校外实践活动、

工作坊交流、大学生创新项目、实践类的竞赛等。

4 设施管理观念在厦门大学建筑学专业教育

厦门大学一直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的校训，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为目标。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以创建高水平土

木建筑学科为导向，坚持“宽口径、厚基础、

高素质、强能力、广适应”培养研究型、应用

型人才。2016 年，学院新增工程管理专业课，

与原有的建筑学、土木工程、城乡规划三个专

图 1　设施管理综合性

表 1　国际设施管理协会 - 设施管理职能分类

表 2　厦门大学建筑系课程分类



199

185 | 2019 | 08探索发现

参考文献：
[1] 王兆红 , 邱菀华 . 设施管理研究的进展 [J]. 建筑管理现
代化 , 2006(3):5-8.
[2] 王建国 . 中国建筑教育 2015 全国建筑教育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C].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5.
[3] 王建国 . 中国建筑教育 2016 全国建筑教育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C].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6.
[4] 苏实 , 庄惟敏 . 试论建筑策划空间预测与评价方法——
建筑使用后评价（POE）的前馈 [J]. 新建筑 ,2011(3):107-
109.
[5] 吴硕贤 . 建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使用后评价 [J]. 
南方建筑 ,2009(1):04-07.
[6] 朱小雷 , 吴硕贤 . 使用后评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其
对我国的意义 [J]. 建筑学报 , 2002(5):42-44.
[7] 过俊 , 张颖 . 基于的建筑空间与设备运维管理系统研
究 [J].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术 ,2013(5-3):41-49,62.
[8]Caroline M. Clevenger, Mike Rush.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 to Teach BIM[J]. 建
筑创作 , 2012(10):98-106.
[9]Zhen Zhong Hu, Jian Ping Zhang, Fang Qiang Yu, etc.
Construction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of large MEP 
projects using a multi-Scal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J/
OL].Advances in Engineering Software,2016:215-230.

业形成完整的土木建筑专业链，迅速形成专业

特色，进行一体化教学改革。

学院树立“综合素质教育”观念，不断充实、

调整教学计划，并充分利用学校综合学科的优

势。建筑学专业强调基础、技术、理论、能力、

交叉五个模块，各模块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围绕主干课学以致用，

理论与实践并重，精、宽、新结合以建立自己

的课程体系。基础模块强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

识和基本的建筑分析、构思能力；技术模块课

程强调建筑技术对建筑设计的支撑作用；理论

模块聚焦于当代建筑设计的最新理论；能力模

块既有建筑学专业的主干课设计课程，也涵盖

了实践内容以及必要的自主研究能力的培养环

节；交叉模块的教学内容既体现学科交叉带来

的多元化思维，也融合了对建筑学领域的最新

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教学环节上强调理论教学

与实践环节的结合、专业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

的结合、专业内容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注重追

踪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具体要点如下。

4.1 响应大类培养，开展通识教育

学院自 2013 年始按“建筑类”大类培养。

在一年级，打通专业界限，按专业大类组织教

学，重点学习包括建筑、土木、城规、工程管

理的学科通修课程和公共课程，总共 60 多个学

分，涵盖 20 多门课程，包括高数 A 和大学物理

C；二年级根据对学科的全面认识以及特长在其

中做出选择。

学校推行全面选课，允许学生自主编排课

表，形成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学校开设人文、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努力打破学科专业界限，推进课程教学资源共

享，拓宽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生形成多样的思

维方式（表 2）⑥。

4.2 开设特色课程，拓宽学生视野

厦门大学建筑学专业除了在正常教学周期

内开设有建筑信息建模（BIM）、建筑经济与

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等课程外，利用

厦门大学的“三学期”制度（2005 年起实行，

从每学年两个学期中，抽出 5 周时间组成一个

短学期，学生可以在短学期参加各种研究性学

习），开设专题讲座、短期培训、工作营等，

创造开放、多样的学习机会。

例如 2016 年学院开办以“地产创业与城市

运营”为主题的厦门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联合

暑期营，内容包括地产创业课程、城市规划与

城市运营类课程等，参与者有麻省理工学院城

市研究与规划系（DUSP）和房产中心（CRE）、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厦门市城市规

划学会等单位。与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知

学学院联合举办“民宿客栈与地产创新两岸研

讨会”，从地产开发、民宿投资、运营、规划设计、

酒店品牌打造、酒店管理等多角度，实战讲解

民宿客栈与地产创新。

4.3 教学结合实践，鼓励跨专业合作

建筑学是一种致用之学的学科，实践教育

是建筑教育的重要环节。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

工程学院以培养学生具备建筑师的职业素养、

突出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之一，多渠道引导学生

开展实践活动，如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校企合作、实践性竞赛等。

学院连续 4 年组队参加全国中、高等院校

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

技能大赛。该项赛事强调高校建筑类专业间的

协同，分为“工程设计”（含建筑、结构、机电）、“绿

色建筑分析”（含节能、日照、采光、暖通负荷）、

“工程造价”（含土建算量、安装算量、清单

计价）、“工程管理”（含项目管理、招投标）

4 个专项，采用现场答题、即时给分、实时排名

的方式，非常考验团队的配合。2016 年，由来

自 3 个专业的 5 名同学组成的代表队获得了工

程管理、工程设计两个专项一等奖，全能二等

奖的优异成绩。

中 国 国 际 太 阳 能 十 项 全 能 竞 赛（Solar 

Decathlon）也是学院每年重点支持的实践类竞

赛。它以将太阳能、节能与建筑设计一体化的

模式，设计、建造并运行一座功能完善、舒适、

宜居、具有可持续性的太阳能居住空间为要求，

竞赛全面考核每个参赛作品的成本可行性、节

能、建筑物理环境调控及能源自给能力，通过

十个单项（建筑设计、市场潜力、工程设计、

宣传推广、创新能力、舒适程度、家用电器、

生活起居、电动通勤、能源绩效）评比确定最

终排名。2013 年，以厦大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的师生为主，联合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材料

学院、能源研究院、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Z）组

成的跨国家、学院、专业的团队获得全球总分

排名第六的成绩。时隔 4 年的 2018 年，厦门大

学将联合山东大学和法国的7所大学组成“Team 

JIA+”再次挑战该项赛事，并荣获总分第三名

的优异成绩（图 2）⑦。

注释：
① http://www.ifma.org/
②作者自绘
③ http://www.ifma.org/
④现代物业管理访谈 . 2016.12
⑤ CA.Rules and Procedures. http://www.canberraaccord.
org/Public_Documents/
⑥厦门大学建筑学系提供
⑦厦门大学建筑学系提供

总结

设施管理在国际上几乎已广泛运用于建筑

的策划、设计、施工和运维，建筑师职责和角

色的变化对建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校教

育应成为一种能够让新一代人才直接了解最新

信息的平台，注重不断的革新是一件值得重视

的事。我们应积极思考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并对

模式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将设施管理融入教

学，并使综合性、全过程性、技术性的理念渗

透到教学中，使建筑学专业未来的人才更有全

面性，具有更广的就业面和更多的职业选择。

图 2　厦大学生在 2018 年 SD 竞赛的过程照片

图表来源：
所有表格图片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