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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十五届中日韩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竞赛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有关院校：

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日本造园学会、韩国造景学会共同主办的风景园林学

术研讨会已成为三国风景园林界非常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对推动三国风景园林

专业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十五届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

将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30 日在日本东京市举行，由日本造园学会具体组织。

为加强中日韩三国在校大学生相互间的学习交流，定于在第十五届中日韩风景园

林学术研讨会期间举办三国大学生设计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竞赛主题

重新定义 42.195 公里的绿色基础设施

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东亚的三个城市：平昌（2018 年冬奥会）、东京（2020

年夏奥会）和北京（2022 年冬奥会）举办，其中，东京奥运会（2020）将会是

继之前的东京（1964）、汉城（1988）和北京（2008）三届奥运会之后，在亚洲

举办的第四次奥运会。过去的三届奥运会已经在大都市内引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和大规模“灰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体育场馆和干线公路的建设等，进而成

为一次将这些城市和其所代表的国家向全世界推广的好机会。

在筹建奥运会过程中，虽然修建了一些公园和街道的树木，这些都市绿色空

间却似乎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的装饰性景观。此外，由于快速建设，罕有建筑和基

础设施作为有价值的遗产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其中有些部分甚至与现有的都市

设计相冲突。

马拉松赛道作为运动会中最大规模的运动设施，可谓是最独一无二的。它建

立在现有城市道路的基础上，其所途经的该城市的地形、景点位置和标志性建筑

都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奥运会结束后，只有运动员的个人记忆和所经过的线路（城

市道路）会被保留下来，除了作为比赛起点或终点的主体育场以外，所有的临时

性设施都会被拆除，并恢复为日常的道路交通设施。也就是说，马拉松赛道有可

能成为一处潜在的、在任何特定场景下构成新都市框架的带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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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创意竞赛中，大家需要重新定义过去马拉松赛道的

概念，将 42.195 公里长的赛道作为一个整体的绿色基础设施，在其中要具有和

每座城市的都市环境相协调的新的功能和美学特征。沿着 42.195 公里长的赛道

所做的现有环境和“灰色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应升华成为城市复兴的空间规

划与设计。根据你的提案，我们将重新审视并讨论风景园林设计师的新角色，他

们可以设计城市的未来图景，并为都市恢复创造可持续性的景观。

2、组织方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CHSLA）/日本造园学会（JILA）/韩国造景学会（KILA）

3、参赛资格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都有资格参加比赛，可以组成

小组（每组不超过 5 人）或以个人名义参赛。每个参赛个人或团体只允许提交一

项成果。每位参赛者的名字只能通过电子邮件（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填写登记表注册一次，参赛注册截止到 2016 年 7月 31 日。不接受未注册而提交

的作品。

4、语言

英语

5、项目地点

竞赛所选场地是过去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赛道——东京（1964）、

汉城（1988）和北京（2008），需要参赛者创立一套新的思路，重新定义作为绿

色基础设施的 42.195 公里的赛道，其应具有和每座城市的都市环境相协调的新

的功能和美学特征。

在参赛方案中，应遵照下列赛道描述选择一条赛道进行设计。

第一步：马拉松赛道选择

●东京（1964）：

赛道从东京市中心出发，按照如下指示去往甲州路，当时的郊区发展轴方向。

【赛道描述】

国家体育场>甲州路>21 公里折返点（现在的味之素体育场）>甲州路>国家

体育场

●汉城（1988）：

赛道沿着汉江在城市中心穿行，激发了城市的活力。

【赛道描述】

蚕室奥林匹克体育场（即首尔奥林匹克体育场）>江南区（5公里）>巴士终

点站（10公里）>麻浦大桥（15公里）>明洞乐天>汉江路>半坡大桥（30 公里）>

蚕室基督教青年会（40公里）>蚕室奥林匹克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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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

赛道环绕城市行进，激发和构建了这座古城。

【赛道描述】

天安门广场>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北京国家

体育场

第二步：对于城市中的马拉松赛道进行在场效应评估

（1）马拉松赛道的定位意义

（2）一条马拉松赛道中的潜在绿色基础设施可行性评估

第三步：依照下列指引性特征提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图像、系统和设计的提案。

可以根据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方向提出自己的观点。

【绿色基础设施的指引性特征】

（1）生态基础设施

空气、森林、河流、湿地、水和土壤等生态服务基础的保护与恢复。

（2）社会基础设施

棕地、岸线、河流恢复；灾害缓冲区；具有基础设施功能的园林景观；园林

景观中场所和人的管理；区域资源基础上的村镇规划。

（3）历史与文化基础设施

园林遗产与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利用。

6、所有成果均须符合以下要求

a.成果格式：PDF 文件格式

b.内容：上述第 5部分所有第一至三步均应包括。PDF 文件应包括整个成果的信

息和标题，设计说明和图表应以英语书写。

c. 成果尺寸：A1 尺寸展板（594×841mm）1 个，展板分辨率为 150 dpi，展板

应水平排版。

d. 展板数量：最多 2块展板。如果你使用了 2 个展板，每块展板各自应垂直排

版。

e.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或者学校信息不得出现在这两个 PDF 文件中

f. 请自行命名最终的 PDF 文件，并标记文件数量以免混淆。

g. 请发送最终成果至如下电子邮件地址（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每个文件应小于 10MB。

h. 所有作品会由竞赛组织方打印出来。

7、奖项

金牌：100000 日元（不含税）和一个证书，一枚奖牌

银牌：30000 日元（不含税）和一个证书，一枚奖牌

铜牌：10000 日元（不含税）和一个证书，一枚奖牌

纪念奖（8 ~ 10 个提名）：一个证书，一个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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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竞赛注册

a.每位参赛者的名字只能通过电子邮件（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填写

登记表注册一次，参赛注册截止到 2016 年 7月 31 日。每个参赛个人或团体只允

许提交一项成果。

b. 注册登记表

选择的马拉松赛道

姓名或所在小组联络人

学校

国家

电子邮箱地址

登记信息应以英语填写；如果你以小组形式参赛，最终的奖励证书上的姓名

将根据注册表格上登记的姓名先后顺序印制；请以*.doc 文件格式填写表格，同

时提交电子文件。

9、咨询与解答

a. 所有相关问题均应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之前发送至竞赛组织方的电子邮箱

(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b. 所有问题的回复都将在日本造园学会的网站上公布。

c.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回答。我们只公布和本次竞赛有关的重要问题的回复。

10、参赛作品提交

a. 报名截止时间：2016 年 7月 31 日晚 12 时（东京当地时间，下同）。

b. 发送作品截止时间：2016 年 8月 31 日晚 12 时

请 将 参 赛 作 品 和 参 赛 者 登 记 表 发 送 至 以 下 电 子 邮 件 地 址 ：

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c. 我们不接受印刷版或者作品的三维实体模型，我们只接受数字版最终成果。

d. 所有提交的成果恕不退还。

e. 本次竞赛中的所有参赛作品已覆盖了涉及提交成果的所有费用。

11、提名和颁奖典礼

a. 作品评审结果将在日本造园学会网站上公布。

b. 我们恕不接受任何关于竞赛结果的质询。

c. 颁奖仪式将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在东京大学举行。

12、竞赛评审团成员

主席：

三谷彻教授（千叶大学园艺学研究生院）

mailto: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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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福冈孝副教授（神户大学工程学研究生院）

评审团成员：

山田因之（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绿色基础设施组总干事），其他 4位风景园

林专家（2位中国专家和 2位韩国专家）

13、日程安排

参赛注册： 2016 年 3 月初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

咨询与解答：2016 年 3 月初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

相关问题解答：从 2016 年 4月起，相关问题的回复会在日本造园学会网站

上公布

作品提交：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初步评审结果：不晚于 2016 年九月底，通过电子邮件告知

作品展览：2016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

最后评审：2016 年 10 月 28 日于东京

小组讨论：2016 年 10 月 29 日于东京

研讨会暨颁奖典礼：2016 年 10 月 29 日晚上于东京举行

14、版权

作品的版权归属于本次设计竞赛的参赛者，但是日本造园学会拥有必要的作

品出版和展览权。

15、出版和展览

a. 一部分提交的参赛作品将在“第十五届中日韩风景园林学术研讨会”会议报

告、日本造园学会网站和《风景园林》期刊中发表。

b. 入围作品将于2016年 10月 22日至 2016年 11月 1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展览

大厅中展出。

c. 届时将会公布展览作品的作者姓名和学校信息。

16、联络信息和作品提交地址

第十五届中日韩风景园林国际学术研讨会委员会

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创意竞赛组织方负责人

长滨町副教授（神户设计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研究生院）

下田凉副教授（千叶大学园艺学研究生院）

电子邮件：jckcompetition2016@gmail.com

网站：http://www.jila-zouen.org/jck2016competition

2016 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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