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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城乡整体改革的重要时期，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是

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统筹的重要战略决策。推进两者之间协调互动关系，对进一步促进地

方新农村建设、形成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

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

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新的要

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的空间结构

农村空间结构主要包括节点、通道、域面三大要素。节点即居民点、乡镇及企业聚集地

等；通道指交通网、信息网等线状基础设施；域面如农作物、经济区空间分布等。这三种要素

的空间排列及相互作用构成了农村空间结构特征。当前我国农村多为离散型空间结构，呈现出

节点分散化、域面碎片化、通道联系弱化的特点，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应从城乡整

体规划入手，重构村镇空间结构，按照精明增长理念，避免盲目拉大城镇框架，摊大饼式无序

蔓延，产业功能空间与生活功能空间有机结合，促使地理空间优化，形成“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紧凑高效的新农村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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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西新农村建设实践为例

XINXINGCHENGZHENHUA XIA 
XINNONGCUN JIANSHE MOSHI TANTAO

文_莫海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城乡整体改革的重要时期,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是我国在新形势下推进

城乡统筹的重要战略决策。推进两者之间协调互动关系，

对进一步促进地方新农村建设、形成建设的长效机制、加

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_传统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比较。



66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CHenGZHen  GuanCHa丨城镇观察

  2016.05 -  67    

编辑_李雪凤  丨  设计_邱勇哲

（二）新的产业结构

传统城镇化下新农村建设主要为传统工业带动发展，现代服

务业滞后，导致推动力失衡。新型城镇化则要求按照土地集约高效

利用的要求，产业合理布局与配套集群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

支撑，发挥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等催生城镇化

的新理念和模式，推动其向生态村、智慧村、知识村、信息村方向   

发展。

（三）新的管理服务

传统城镇化下新农村建设重开发而轻管理服务，导致村容脏乱

差、公共服务设施闲置、交通低效等问题。新型城镇化则要求加强

农村服务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为居民提供完善、

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丰富公共服务层次，营造舒适、方便、多

元、生态、富有亲和力与归属感的农村生活环境。

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形式上的风貌改造或者是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翻版，而是切实从农民立场出发，以人为本，保

持农村特点，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利于保持田园风光、传承

历史文化；利于保育良好生态、健康环境。

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新农村建设历程

和趋势

根据国内城镇化历程，通过大量的资料查阅，归纳出以下几个

阶段：

（一）化妆运动时期

自2005年10月11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新农村建设自正式启动以来，许多地方的建设只重形式不重

内容，将城镇化仅仅理解为外在形式的变化，开展“造新房、刷新

墙、修广场、点新灯”式的新村化妆运动，陷入建设误区，“村容

整洁”成为“粉饰行动”，“生产发展”成为“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重物质投入，轻制度建设，到处可见小别墅与洋房，没有抓

住新农村建设的本质，造成资金浪费和资源破坏。

（二）休闲农业发展时期

城镇化下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随着人们生

活方式不断变化，农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2006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

是把“发展现代农业”单列一章，国家旅游局推出“中国乡村旅游

年”，提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宣传口号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随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强调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十一五”规划重申要巩固农

村税费改革，免除农业税。通过这些措施拓宽了乡村旅游的融资平

台，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中依托农业资源的农业旅游与休闲产

业快速发展起来。一些诸如“农家乐”等旅游区相继出现，主题主

要有乡村花园、乡村民宿、观光农园、休闲农场、教育农园、休闲

牧场等类型。历经多年发展，这些以农业旅游为主导的休闲产业带

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支撑

发挥优势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

推动其发展成为

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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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村

信息村

_南宁市邕宁区中和乡的乡村传统巡游仪式。



68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CHenGZHen  GuanCHa丨城镇观察

  2016.05 -  69    

编辑_李雪凤  丨  设计_邱勇哲

动农村及其周边文化教育、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改善农村环境和风貌、农民生活和思

想意识，促进城乡统筹，增加城乡互动。

但由于政府宏观管理不够，法规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规划的引导，及各地对自身

产业资源优势定位缺乏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不足，农家乐多为一家一户经营，季节性强，客源不

稳定，农民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还是服务员，缺少培训，服务简单，以满足游客基本吃住及

简易娱乐消费为前提，随意性强，质量粗放，导致农家乐假日经济经营规模受限，对新农村产业

结构的调整作用有限。

（三）圈地造成运动时期

近年来，出现农村城镇化脱离经济背景发展的现象，兴起“园区热”，

即以建设农业园、工业园、保税区等名义圈地做房地产开发的现象，擅自

改变土地用途性质，大搞扩城、造城运动，导致建设用地增加，耕地面积     

锐减。

2008年国土部正式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

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将实行增减挂钩，目标是将

农民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这项政策被某些地

方政府曲解成突破指标范围，以地生财的途径。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

走宅基地，换取增值收益，逼迫农民搬入“新农村”过上“新生活”，致使

大规模自然村消失，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

（四）新农村建设发展趋势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涌现出很多问题，如土地产权不明晰，城乡关系、户

籍制度越来越成为制约其建设的瓶颈，部分地区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采取相应

措施进行大胆尝试。

如2010年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地票式土地交易，完善利

益分配机制，推动闲置土地通过复垦变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成都采取大城

市带动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

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

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再配以农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广东珠三角经济区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

展依托，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针对山区采取围绕县城发展专业镇，佛山则采取股权分红；天津试行以乡镇

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

集约增值的效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将农民集中居住与城

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

这些经验将工业作为城镇发展的推动力，转移从农业生产中释放的劳动

力；将耕地集中化，便于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的开展；将农民向社区集中，

解决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土地增值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

基础建设所需的启动资金。从共同性来看，工业向产业园集中，农地向集约

经营利用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成为新农村建设

的发展趋势。

2012年十八大报告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道路，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

配比例，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推行土地流转、户

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使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优化农村资源

配置和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更加明确了城乡统筹、土地流转、集约利

_黄姚古镇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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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业产业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都适宜的区域实施城镇群战略；

2.产城一体化，实现产业园区型城镇的城镇体系化规划与管理；

3.将新农村以组团社区方式纳入城镇体系结构，打破原有村庄界限，将两个或多个自然村或行政

村经过统一规划按照统一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搬迁合并，统一建设具有社区服务和管理功能的新型农民

生产生活共同体，形成农村新的居住模式、服务管理模式和产业格局；

4.完善村镇存量土地流转机制，适时调整闲置土地的利用方向，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化；

5.提高城镇空间利用率，包括地上和地下空间，合理提高城镇建筑容积率，采用市场手段推动空

置建筑转租使用。

三、广西新农村建设实践

在全国城镇化浪潮推进下，广西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

来的快速发展，均得到极大的跃升，对其发展过程进行总结，主要经历了以下四种形式：

（一）推动农村各项基础建设

针对广西农村“老、少、边、山、穷”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新农村建设难度大，政府投

入从通水、通路、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入手，有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新农村建设奠定

基础。如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旦洞村，立足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村屯公路、人饮工程、沼

气池等，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

（二）注重农村风貌整治，城镇化发展

新农村建设早期，各示范点偏重村容整治，参照城镇布局、结构、功能来规划新农村

建设，实现“设施齐全，功能完善，路网相连”，群众不出村就可以解决食、住、行、娱、

学、医等日常问题，使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同时提倡特色风貌建设，推广

发行《广西新农村住宅建设通用图集》，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如北海市海城区驿

马村、钦州市三娘湾村等，通过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因为缺乏长效机制的支

撑，没有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使得农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为贯彻十六大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7﹞21号精神），广西政府通过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如博物

馆、文化站、图书室、表演剧场等，结合文化信息平台的搭建，形成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有效丰富农村文化活动，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四）加强产业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产业的引导和发展逐渐由小规模散点式农家乐向大规模的产业园区发展，

这里的产业主要包括现代农业、以工促农、生态旅游三个方向。

1.对一些经济基础、农业资源条件好的农村，通过培育优势特色产业，依托所在地特有

的资源、技术、市场等优势，做大做强一个产品或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业，进而带

动乡村综合发展。如阳朔县白沙镇古板村，以金橘为主导农产品，荣获“天下第一橘”的美

誉；恭城县大力发展水果业，创建以沼气为纽带、以种养为龙头的“猪—沼—果”三位一体

的生态农业。

_百色现代农业观光展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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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建设大规模产业园区带动周边新农村建设，如百色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为

集现代农业展示、科技培训、推广、交流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亚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和

区域性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平台，为新农村建设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3.依托自身良好的田园风光拓展农家乐等生态旅游，如百色那生屯依托百色国家科技园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秋冬菜和芒果产业，重点培育“农家乐”休闲旅游产业，获得广

西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4.通过农民自办、外来投资、对口扶持等方式，就地办企业，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

把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以工促农，以企带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如桂平市中沙镇

上国村，以企业“源安堂”为龙头，带旺一批配套企业，使全村三分之二的农民洗脚上田，

变成工人或商人。

（五）新型城镇化下广西农村建设实

践——上林县云里村内里庄综合示范村

自2012年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以来，南宁于2013

年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城乡统筹建设示范，选取了12个

试点村，上林县云里村内里庄即为其一。云里村内里

庄位于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

富，交通十分便捷。但村庄发展较为滞后，经济来源

主要为传统农业及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居多；村庄风

貌特色不明显，环境品质较差，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不

足。城乡统筹改造示范从以下六方面展开：

第一，企业主导，政府扶持，丰富投资主体。新

农村建设初期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如果政府是单

一投资主体，则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所以

上林县采取政府牵线搭桥、企业为主导投资乡村基础

建设，通过政策方式确保投资者受益。

第二，城乡统筹，土地流转，集约高效利用土

地。企业通过征求农民意愿，以分户土地作价入股，

按照农民与企业4︰6的分成比例参与年终分红，已成

功获得3000亩的流转用地，集约了村庄闲置用地用于

发展现代农业，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发展生态、高效、高附加值农业。结合

当地资源特色，利用闲置用地建设现代农业种养示范

区、南亚热带名树名果观赏区、农林产品加工展示区

等，优化和调整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突出特色，打造

品牌，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高科技农业，多渠道

促进农业增收。

第四，保护生态环境，注重文化传承，打造本土

特色风貌，发展旅游业。通过村庄综合环境整治，整

合现状水资源，恢复及保护生态环境，带动农村基础

设施提升，形成本土特色建筑风貌。与周边云里湖生

态旅游区联动发展，打造特色复合的旅游产品，让村

民自觉参与其中，带动农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

第五，为脱地农民创造多渠道就业机会。企业吸

纳脱地农民当地就业，引入培训机构，以提高农民素

质为根本，培育新农民，向技术性、产业工人转变，

实现知识技能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实现脱地农民就地城镇化。

第六，规划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完善农村功能配

套，建立新农村改造示范点，成为大景区的配套服务

区。上林县云里村内里庄与外里、寨里比邻，三个村

庄共一百多户居民，距离乡镇中心较远，交通不便，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较为缺乏。规划位于三个屯核心部

分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包括幼儿园、医疗站、健身运

动场地、小型公园、停车场、商业集市等内容，集生

活服务、文化教育、体育运动、休闲娱乐、交通换

乘、农贸交易等多功能于一体。完善农村服务配套，

方便村民生活，形成新农村社区，成为整个大景区的

配套服务站点。

_上林云里村。_上林县云里村。

_百色特色田东芒果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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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下，新农村建设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对于从事相关规划的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系统地做好农村相关的

规划设计工作，高起点地做好农村工作，提出农民、政府、投资商三方共赢的方案，必

须先了解相关政策的背景、先进地区的经验知识，分类型采取不同的策划和规划方法, 

总结现阶段规划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五点：一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二是注重农业产业规

划，要合理科学及特色化；三是清整村庄闲散用地用于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注重选址形

成“村庄—社区服务中心—村庄”的组团中心空间格局；四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及

建设；五是风貌改造注重本土化，传承地方文脉。

_上林云里村完善农村服务配套，方便村民生
活，形成新农村社区，成为整个大景区的配套服
务站点。

砥洎城位于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西北隅的一个山坡上，北邻沁河，三面环水，远望其城，

坚如磐石的砥柱挺立中流，故名砥洎城。

砥洎城创世年代不详，但从城内现存一处明崇祯十一年（1638）“山城一览”碑得知，其

创始年代应在明末以前。几百年来，砥洎城基本保存了明代街坊的建制，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实

物史料。2006年，砥洎城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保存完整的空间格局，入选为

国务院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砥洎城的特色与价值

山西省沁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官宦富户颇多，明朝末年盗贼流寇四起，保护家园百姓

成了头等大事。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基于抵御外敌、防守自身的目的，沁河流域

附近因地制宜地建成集居住和防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堡寨聚落，砥洎城便是其中的一座。砥洎

城通过聚落选址、空间形态、街巷布局、院落空间等进行创造性的规划，将城堡内的民居、巷

道与城墙一起全部纳入整体防御体系，并由外向内形成护城河—城墙—街巷—宅院四级防御体

系，体现出鲜明独特的“防御为本、平战结合”的设计风格和建筑特点，是沁河流域民间防御

堡寨的典范。

砥洎城整体呈椭圆形，总用地面积只有3.7公顷，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弹

丸之地拥有完整的坩埚城墙、迷途多变的街巷格局、丰富多样的公共建筑、平战结合的民居群

落、标志凸显的景观格局以及浓厚的人文精神，楼阁、庙宇、园林一应俱全，无论是物质形式

还是人文精神，都是从整体聚落层面上研究山西堡寨民居的难得范本。砥洎城内的物质文化特

点和内容可以用下面的表格简单概括：

从聚落空间保护到人文精神传承

——明代堡寨砥洎城保护规划初探

CONG JULUOKONGJIAN BAOHU DAO RENWENJINGSHEN CHUANSHENG
MINGDAIBAOZHAI DIJICHENG BAOHU GUIHUA CHUTAN

文_吴瑕（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_上林县云里村完善农村服务配套，方便村民生活，形成新农村社

区，成为整个大景区的配套服务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