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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编制探索
——以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南晓社区为例

□ 王万军

[摘   要] 城郊融合型村庄由于距离城市建成区较近，受到城市辐射影响显著，人口结构复杂、产业类型丰富、农作方式多样，不同
居民点之间发展条件的差异性较大，发展需求不尽相同。特殊的空间区位呈现出生活方式城市化、生活习惯乡土化等城乡二元结构
特征，是城市形态和乡村聚落有机融合的特殊载体，是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点研究区域。本文以南宁市良庆区南
晓镇南晓社区为例，深入分析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面临的困境，提出以目标导向引导村庄规划建设，明确村庄建设管控规则，划定
七条控制边界线。针对不同的实施主体提出不同的成果体系，以期为城市化区域的村庄规划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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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化落实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
的大背景下，村庄规划由发展建设向实用管控转变。村
庄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
是实施国土空间用地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法
定规划。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已成为现阶
段乡村振兴战略及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下的新任务。
南宁市良庆区南晓社区是广西210个先行示范村庄规划试
点之一，是南晓镇政府所在地，辖区内既有镇区也有村
庄，属于典型城郊融合型村庄。在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
城郊融合型村庄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型村庄向城镇边缘
村、城中村、城市社区的转变。这类村庄在转型过程中，
村民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但依然保
留乡村生活习惯，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依然完整。这类村
庄的特殊性使村庄规划既不适用于现行的传统村庄规划，
也不适用于城市社区的详细规划。如何甄别村庄的发展类
型，厘清规划对象的特征与属性，确定相应的发展路径，
避免重复“城中村”的发展老路，引导其有序平稳的融入
城市，是当前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1  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研究进展
城郊融合型村庄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前沿地带与敏

感区域，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城市化快速发展
过程中，这类村庄在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等方面
呈现出明显的过渡与融合特征，也是城乡关系最复杂的区
域。何艳冰等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村庄问题实质上是土地城
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协调导致的人地关系冲突和错位 [1]。
周游等通过分析广东省广州市芦湾村的现状特征与发展
困境，提出城市规划区内乡村规划编制方法，认为应以

区域发展目标来指导村庄规划的类型 [2]。魏超等梳理了
湖北省武汉市城市边缘区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发
展模式，提出旅游开发引导乡村转型发展[3]。石会娟等
认为城郊融合类村庄应依托交通、资源、人口和土地等
资源优势，发展城市配套服务、文化创意、旅游服务等
产业实现村庄转型发展[4]。曾穗平等通过研究以湖南省
湘潭市城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针对性地提
出居民点空间建设、就业岗位设置、土地流转模式的分
类发展策略[5]。目前，国内学者对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村庄特征及问题分析、产业转型发展、土
地流转、社会稳定风险等方面，对村庄规划本身的实用
性研究尚不多见。一是村庄发展受地方政策影响较大，不
同区域之间城乡发展路径差异很大；二是并非所有城郊融
合型村庄都具备旅游发展潜力，研究地域需要不断丰富。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广西南宁市周边典型的城郊
融合型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城郊融合型村庄的特征
与问题，尝试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入手，提出村庄建
设管控思路，明确村庄建设空间与产业发展空间，并针
对不同的实施主体编制村民看得懂、政府易实施的实用
性村庄规划，对于乡村城市化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规划类型的选择：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
与传统的村庄规划不同，城郊融合型村庄位于城

市近郊区或城关镇所在地，不是真正的乡村，也不是
一般的城市社区。由于村域内农用地被征收，导致农
业种植经济逐渐衰落，并且村庄周边的土地尚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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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所以村民开始逐步外迁。即便如此，乡村生活习惯
依然存在，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蔬菜，部分家庭
还养殖家禽，村内婚丧嫁娶、祭祀和宗族活动依然保留。
这类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庄，村民已不从事农业生产，
但社会关系和生活习惯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乡村气息。村民
自治组织凝聚力良好，他们通过保留农民身份和农村组织
来抵抗城市空间形态对原生存空间的侵蚀，这样既能够在
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延伸中获得城市产业外溢带来的发展
机遇，也能便利地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这类非典型的村庄规划处在不适用村庄规划和城市地段规
划的两难境地，若采用村庄规划的方法已经没有村庄的实
质，若采纳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则与村庄社会组织矛盾。

2.2  发展需求的矛盾：建设管控与村民发展的需求
城郊融合类乡村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外围，交通便

捷，受城市的辐射影响较大，与城市在人流、货流、信
息流等要素交换方面信息灵敏度高，能快速承接一些低
效高耗、用地需求大的城市产业，成为城市周边建材加
工、食品加工、物流仓储的集中区域。但农村自身主导
的集体土地开发低效无序，与集约高效的国有土地开发
相冲突，导致城市边缘区的村庄空间形态分散，集体土
地利用破碎化。村庄建设用地有限，城镇工业发展又需
要建设，导致建设用地指标紧张。此外，农村宅基地使
用普遍超标，新建住宅大量挤占了有限的耕地资源，破
坏了原有村庄的空间格局，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2.3  村庄活力的持续：农业衰落与乡村振兴的矛盾
城郊融合型村庄介于自然村与城市社区之间，繁

荣与衰落并存。一方面是农用地被征用，农业种植经济
衰落，通过建设市场、沿街商铺、仓储物流获取商业与服
务业繁荣，同时也带来环境脏乱差、水电基础设施容量不
足、停车难、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另一方面地段偏远、
尚未开发的村落则呈现衰退现象，青壮年外出打工，仅剩
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村庄“空心化”严重，屋宅、公共
设施与基础设施长期闲置或废弃导致破败不堪等问题突
显。由于“乡村留住人、留住年轻人”的机制尚未建立
起来，村内缺乏人气、活力与生机，而先行村庄规划的
焦点注重在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等
人居环境方面，尚未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对村庄活力保
持提出要求，难免导致村庄规划发展缺乏基础和动力。

2.4  规划成果的转变：编制村民看得懂、政府易管
理的规划

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乡镇
政府、企业、村民与村集体等诸多利益主体，发展诉求

复杂多样。一是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村民重点关
注基础设施和公服设施；二是企业和村集体关心产业项
目能否落地实施；三是乡镇政府作为村庄规划的主要实
施主体，希望村庄规划能指导乡村产业发展，为核发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提供依据；四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更侧
重于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核发及
后续的规划实施监督检测。

3 实证分析：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南晓社区实用性
村庄规划

南晓社区位于广西南宁市南部，是南晓镇政府所在
地，毗邻钦州市和防城港市，位于北部湾、南宁—钦州
/防城港的城镇发展主轴上，在北部湾城市群中占据区
位优势，如图1、图2所示。社区下辖南晓街、南焕坡、
那兰坡、团苏坡等10个居民点；2019年，总户籍1894
户，总人口6259人，其中，村民4681人，外来人口1578
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进城务工、街头买卖、打零
工、务农、土地流转租金等，人均可支配收入约9000
元。在村庄土地方面，南晓社区范围内建设用地面积约
122.76hm2，除了宅基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外，其他建设
用地主要用于区域交通和乡村产业建设（龙凤谷、龟鳖
基地、孔雀基地、老乡家园扶贫产业），如表1、图3所
示。区位交通优越，境内有兰海高速公路（G75）、南
北二级公路（G325）、邕钦公路（X027）、南钦高铁、
南防铁路等重要交通干线穿境而过，距离兰海高速出
入口仅9.7km。自然环境优美，南晓社区地处“南宁盆
地”南部，属于丘陵地貌，境内南晓河自西向东横穿村
境，拥有良好的自然景观资源。农业产业基础良好，南
晓土鸡、南晓荔枝、黑皮冬瓜等特色种养远近闻名。

图1  南晓镇在南宁市的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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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晓社区在南晓镇的区域位置

表1  南晓社区2019年人口与经济分析表

名称 单位 数值

总户数 户 1894
6259总人口数 人 6259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000
村域面积 hm2 2725.71

建设用地面积 hm2 122.76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hm2 20.50
乡村建设用地规模 hm2 47.78
人均乡村建设用地 m2 76.33

农村宅基地面积 hm2 33.89
户均宅基地面积 m2 279
人均宅基地面积 m2 57

乡村产业用地 hm2 25.89

图3  南晓社区现状图

3.1  目标导向，确定南晓社区“乡村社区”的发展
模式

本规划以目标为导向，落实上位规划对村庄和镇区

的发展要求，分析判断南晓社区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需要从社会、经济、人口、空间和环境景观等多个方面
综合评价。按照南晓镇国土空间规划，位于城镇开发边
界以内的村庄可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镇建设用地统一
编制详细规划，循序渐进地转型为保有乡愁和历史记忆
的城市社区；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村庄采用村庄规
划，统筹安排宅基地布局、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布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村庄特色与风貌管控、
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等。

3.2  底线管控，摸清潜力制定居民点建设管控指标
摸清村庄用地腾退潜力，探索存量空间优化路径。

通过对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的挖掘，将现状布局
零散、闲置（废弃）宅基地、破旧危房以及房前屋后的
自留地及其辅助设施用地（猪圈、杂物房等），废弃养
殖场（废弃养猪场、养牛场、养羊场）、废弃采矿用地
等腾退，据统计共梳理闲置宅基地、空闲地、废弃采矿用
地、建设用地节余指标等各类用地腾挪潜力23.06hm²，
极大限度保障了村庄分户需求和产业项目建设，以及对村
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档升级。

在加强边界管控的前提下，规划通过编制居民点
建设导控图，明确规划实施路径，结合实用性村庄规划
的要求，管控规则清晰，可直接指导村民新房建设，为
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提供法定依据。重点划定7条
控制边界，包括宅基用地边界、新建农宅控制边界、公
用设施与公共设施用地边界、产业用地边界、景观与绿
化用地边界、永久基本农田边界、生态红线边界，明确
边界内各类用地的管控要求及各类边界的转换规则（如
图4所示）。规划确定的各类建设用地性质不得随意更
改，因实际建设情况需要更改的，可以在建设用地范围
内进行调整置换，调整后应满足占补平衡并保证各类设
施原有规模不变。

图4  南晓社区居民点建设导控示意图

目前，南晓社区最大的矛盾是生态红线管控与村庄
建设需求的冲突。将南晓社区生态红线范围与三调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发现，整个那兰坡均被生态
保护红线包围，如图5所示。按照生态红线管控要求，
那兰坡属于限制发展区，需要整村搬迁。但根据实地调
研，那兰坡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白鹭自然保护区成立
前，村落已与白鹭长期和谐相处。规划坚持全域管控和
底线思维，建议生态保护区内农村宅基地逐渐退出，在
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的前提，修缮老村生产
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捕捞、养殖。采
用逐步搬迁方案，对于搬迁意愿较高的村民，以土地置
换异地农作，规划提出那兰新村新建方案，预留10%产
业扶贫用地；对于迁出意愿不高的村民，建议对其产
业、生活空间和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确保符合生态管
控要求[6]。经过多次实地踏勘，并与村民、政府、企业进
行现场沟通交流，通过多轮选址方案评比，最终确定那兰
坡新村选址方案，如图6所示。

图5  南晓社区生态红线保护冲突区               

图6  那兰新村选址区位图

3.3  联农带农，让能人回乡带动产业项目有效落地
城郊融合型村庄产业发展的出路是融合，亮点在特

色、休闲、服务。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在形态上保留乡
村风貌，在社会组织上保持乡土社会，明确自身在区域
所承担的职能，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发展城市所需要的
配合、辅助类型产业。目前，南晓社区尚未进行大规模
的土地流转，虽有企业进行农业旅游开发，但村庄的
产业发展主体仍在村集体，受传统小农意识的影响，
存在着发展思路不清、发展方向不明、发展资金缺乏
等问题。规划提出“能人带动、村集体参与、市场化
运 作 ” 的 模 式 ， 村 集 体 以 集 体 资 源 入 股 参 与 村 庄 产
业，构建村民利益联合体，如图7所示。在具体实施
中，实行产业帮扶、产业融资的方式，将村庄改造更
新与农业开发相结合，在规划层面有效分解建设用地
指标，解决龙凤谷、玉灵山庄龟鳖养殖基地、老乡家
园等项目用地指标问题，如图8所示。

图7  村民利益联合机制   

            

图8  南晓社区产业用地指标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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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多元展示，提出“模块化”的成果表达体系
南晓村庄规划采用“模块化”的成果体系，坚持以

结果为导向，编制一个能用、管用、好用的实用性村庄
规划。规划根据不同实体主体的需求，出具村民、乡镇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3种表达成果，如图9所示。对
村民重点关注的基础设施和公服设施，通过实景航拍向
村民实景展示即将建设和管控内容，在村民层面，“规
划示意图+导控图则+项目建设表”的形式，通俗易懂，
如图10所示。乡镇政府作为村庄规划的主要实施主体，
提供“规划说明+图纸+表格”，“导控图”则作为核
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直接依据，简单实用。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更侧重于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及后续的规划实施监督检测，规划成果包括
“规划说明+图纸+表格+数据库”，规则清晰，可操作
性强。

 

图9 “模块化”成果体系

4  结语
城郊融合型村庄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在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的大潮之下，发展机遇与发展挑战并存。
如何借助城镇化的机遇，实现自身的振兴，是城乡融合
型村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命题。当前，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正在同步开展编制，规划内容和实
施机制的传导和衔接仍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尤其是村
庄规划处于规划体系的末端，在上位规划不确定的情况
下，规划约束管控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通过南晓社区
村庄规划的经验总结，希望可以城市周边区域的村庄提
供一种规划模式，传递城郊融合型村庄规划的价值取向
和建设管控要求，引导这类村庄有机融入城市，建成具
有乡村特色和城市活力的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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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妫川的原乡记忆
——以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盆窑村建筑风貌整治研究为例

□ 曹   阳    陈   悦

[摘   要] 北京市旧县镇盆窑村是延庆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试点，盆窑村风貌整治坚持“五个不变”留住乡愁的设计原则。本文通
过梳理该村的整体风貌结构为“一条主街+功能区段+特色节点”，划分古窑寻踪、原乡记忆、妫川溯源三个风貌主题段，并根据
每个主题段的街道氛围进行建筑风貌指引，对重点建筑院落进行风貌设计，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在建筑原有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更
新，使村庄形象多样化且统一，留住原乡记忆。

[关键词] 旧县镇盆窑村；原乡记忆；建筑风貌整治

国家、北京、延庆三级政策支持乡村振兴，建设美
丽乡村。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文件
提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
强、农村美、农村富全面实现[1]。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同时提出了《北京市村庄规划
导则》（试行），将把握首都“大城市小农业”“大京
郊小城区”的市情和乡村发展规律，北京的城市和乡村
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重点谋划推动人才、土
地、产业、治理、规划实施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突出农
村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2]。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盆窑村是延庆区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试点和旧县镇建设国家休闲运动特色小镇的重要
组成部分。入选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艺
主题村庄为盆窑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2022年北京—
张家口将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为盆窑村带来发展
机遇，结合北京郊区旅游旺盛的需求，将为盆窑村的发
展提供强大的政策推动力和市场吸引力，因此对盆窑村
的村庄风貌进行整治提升，留住原乡记忆，助力乡村经
济的发展迫在眉睫。

1  现状村庄建筑风貌评估
1.1  村庄概况
盆窑村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旧县镇东南部，距延庆城

区15km，距旧县镇镇区2km，村域面积1.22km2。村庄
坐落于妫河源头和独山脚下，生态景观资源良好，周边
旅游资源丰富，东临百里山水画廊、四季花海；南临北
京龙湾国际露营公园；西临龙庆峡景区；北临中国延庆
世界地质公园。独山夜月为妫川八景之一，是妫川文化
的缩影。

盆窑村历史悠久，源于明代建村。烧窑艺术有500
余年的历史传承，传统的手工艺中蕴含着龙山文化的底
蕴，素有“陶艺之乡”的美誉。依托制陶，村庄也形成
了独特的产业类型，目前村内仍有少部分村民从事烧窑
工作，以烧制陶器和古建筑材料为主。村内结合陶艺发
展文化旅游及乡村休闲产业，开设清泉农庄和陶艺园，
为游客提供观赏、体验、教育培训等功能，另有多处高
端民宿，可满足游客度假休闲需求。

1.2  现状风貌评估
盆窑村保留村庄传统的街巷格局，属于传统北方村

庄风貌，延续了传统北方村居的要素，建筑材料使用村
庄本土材料——“砖、石、瓦”等，建筑坡屋顶上保留
当地烧制的瓦盆、猫头等古建筑装饰构件，展示着盆窑
村的历史文化（见图1）。但是村庄建筑风格混杂、建
筑色彩多样、主体色调不明确、材质不统一等问题影响
着盆窑村的整体建筑风貌。

2  风貌整治思路
坚持“五个不变”留住乡愁是本次建筑风貌整治的

设计原则，即传统风貌不变、乡土风情不变、文化元素
不变、街巷肌理不变、乡村古迹不变。以风貌为载体实
现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保留具有特色文化的构筑物、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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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南晓社区居民点建设规划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