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许懋彦 

性别： 男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 

现任职务：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 长聘教授  

 

主要学业、工作经历： 

2016.01﹣至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4.12-2016.0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建筑系主任 

2000.02-08 日本新潟大学工学部 特聘副教授 

1995.10-1997.07 清华安地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建筑师 

1994.03-1995.10 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 特任研究员 

1986.07-2004.12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副教授 

1983.09-1986.07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毕业 

1978.10-1983.07 清华大学建筑系 学士毕业 

 

执业资格及专业会员：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建筑学会会员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会员 

学术成果： 

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天安门广场空间环境优化研究》、《建筑计

划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参与完成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多功能小型文

化服务综合体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持完成校 985 科研项目《我国大型博览

会展场馆建筑规划设计研究》。 



在建筑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其中有《世界博览会150年历程》、《博览

会中现代建筑的演出》、《新时期我国会展中心发展建设述评》、《德国大型会展

中心的选址模式及场馆规划》、《新建大学建筑组群空间尺度的比较探讨》、《日本

年轻建筑师的现状——1960 年代的这一群》等文章。 

 

主持完成建筑工程设计三十余项，其中 “中国民航学院新区一期图书馆、主教学

楼工程设计” 获天津市优秀设计奖、教育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三

等奖。“中国民航学院新区二期教学楼工程设计” 获天津市优秀设计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逸夫图书馆工程设计” 获甘肃省优秀设计一等奖、教育部邵氏项

目优秀设计二等奖。 

 

教学工作： 

作为课程负责人，多年主持本科四年级“大型公共建筑设计”课程、主持本科毕业

设计“八校联合毕业设计”课程、主持研究生“国际多校联合设计”课程。开设有本科

二年级专业选修课“建筑形态构成”。多次组织指导研究生在UIA等国际、国内重

要学生设计竞赛中获得各类奖项80多人次。 

 

多年从事建筑设计理论研究及教学工作，并主持系所的教学组织管理工作。曾获

“清华之友——优秀青年教师奖励金”；“2002 年度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奖”；

“2023 年度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工作奖——刘冰奖”。 

 

近五年成果：  

专著及会议文集 

01. 崔婉怡 许懋彦，《香港城市型大学校园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1887-1997》《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论文 深

圳大学 2019 年 

02. 董笑笑 许懋彦，《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理想与现实——从大夏大学个案出发的私

立大学校园史回顾》《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学术研讨会》会议论

文 深圳大学 2019 年 

03. 许懋彦，《日本的“社区设计”及其乡村实践》《在路上：乡村复兴论坛文集

(六)修武卷》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21 年 

04. 许懋彦 崔婉怡，《1949-1965 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实践教学与专门人才培养历

程简溯》《2020-2021 中国高等学校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2021 年 

05. 卢向东 张三明 许懋彦 等，《多功能小型文化服务综合体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22 年 9 月——参与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多功能小型文化服务

综合体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课题专著 

06. 崔婉怡 许懋彦，《1930-60 年代美国建筑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现代

性的另一种路径》《2022 中国高等学校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

https://navi.cnki.net/knavi/conferences/JZCM/proceedings/JZCM202304001/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conferences/JZCM/proceedings/JZCM202304001/detail?uniplatform=NZKPT


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2023 年 

 

期刊论文 

01. 许懋彦 弋念祖，《从社区营造到社区设计：都市观视野下的日本社区设计发展
观察》《时代建筑》2019 年第 1 期 

02. 许懋彦 董笑笑，《清华大学 1950 年代的校园东扩》清华大学《建筑史》丛
刊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 

03. 崔婉怡 许懋彦，《梁思成以“体形环境”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建筑教育思想形
成与实践探析》《建筑师》No.213 2021 年第 5 期 

04. 杜嘉希 许懋彦，《宏图与现实——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校长和建筑师的互动与成
果》《建筑史学刊》2022 年第 1 期 

05. 董笑笑 许懋彦，《上海近代私立大夏大学两易其稿的校园空间史细读
1929-1934 年》《新建筑》2022 年第 1 期 

06. 徐紫仪 许懋彦，《回归时空未分化之间——矶崎新“间”理论解读》《当代
建筑》2022 年第 3 期 

07. 董笑笑 许懋彦，《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园迁建事件考述 1933-1937》《建筑史
学刊》2022 年第 4 期 

08. 许懋彦，《对天津文化中心图书馆和济宁文化中心群艺馆的品析》《城市 环
境 设计(UED)》第 132 期 2022 年 6 月 

09. 许懋彦 许宁佳，《应用自动存取系统的新型大学图书馆建筑空间特色概述》 

《当代建筑》2022 年第 7 期 

10. 尤晓慧 许懋彦 黄蔚欣，《基于多源数据对高校开放游览空间的研究探讨— 

—以“清华校园游”空间优化设计为例》《当代建筑》2022 年第 7 期 

11. 弋念祖 许懋彦，《日本地方城市共治体系和公共空间建构策略解析》《城市环
境 设计(UED)》第 135 期 2022 年 10 月 

12. 王婉琳 许懋彦，《多功能小型文化服务综合体设计方法探析》《当代建筑》
2022 年第 11 期 

13. 董笑笑 许懋彦，《策略·知识·文化——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石子岗新校
的地形学议题》《建筑学报》2023 年第 1 期 

14. 徐紫仪 许懋彦，《传统与现代的重构——对矶崎新《建筑中的日本性》的解读》
《世界建筑》2023 年第 1 期 

15. 孙琦玮 许懋彦，《结合空间人文方法的民国时期兰溪县城商业空间演变分析》
《数字人文》2023 年第 2 期 

16. 崔婉怡 许懋彦，《从《设计元素》看包豪斯设计教育的理性内核与视觉转向》
《世界建筑》2023 年第 4 期 

17. 崔婉怡 许懋彦，《从《设计元素》看梁思成的“体形环境”建筑教育观与清华
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世界建筑》2023 年第 6 期 

18. 王婉琳 许懋彦，《废墟·过程·群岛：世界主义者矶崎新的城市思想简析》
《新建筑》2024 年第 2 期 

19. 弋念祖 许懋彦，《从“批判的工学主义”看日本公共空间营造的社会性转向》
《世界建筑》2024 年第 7 期 

注：除专著外，非本人的第一作者均为论文发表期间本研究室的在读硕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