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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空间治理的城郊型乡村发展策略

□ 张安皓    廖谌婳    吴亮清    杨贤房

[摘   要] 城郊型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空间。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城郊型乡村为例，通过对现状城郊型乡村特
征进行剖析，从乡村空间发展指引、空间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城郊型乡村发展策略，以期提升乡村空间治理能力，为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构建背景下的村庄规划提供借鉴，推动城郊型乡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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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关于改革创
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县
（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目标任务；2019年1月，农业农
村部等部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指
出要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强调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因时制宜的乡村治理
重构，建构多元共生的空间系统并为乡村社会注入再生
产能力才是注重实效的村庄规划[1]。

城郊型乡村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城市直接辐射范围
之内，结构上能城乡统筹发展，功能上释放城市潜能、
焕发农村活力的特殊地域[2]。基于提升乡村空间治理能
力，推动城郊型乡村健康有序发展，以江西省赣州市城
郊型乡村为例，探索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编
制重点，通过对现状乡村特征进行剖析，从乡村空间发
展指引、空间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城郊型乡村发展策
略，为更多的城郊型村庄规划提供参考。

1  赣州市城郊型乡村现状特征
研究范围位于赣州都市区城郊，属于典型的都市区

城郊乡村。涉及凤岗镇峨眉村等共16个行政村，覆盖
53.85km2。

1.1  人口分布及产业情况
该区域山区人口少、丘陵地区人口多。从现状自然

村人口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范围内90%以上村庄人口分
布在南部地势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区，靠近城区。

该区域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产业结构单一，规
模效益低。现状产业以传统种植为主，有脐橙、苗木、
蔬菜种植基地，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主要以散户种植
为主，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旅游观光效益。依托现状资
源，形成了一些小型产业基地，以脐橙、草莓等蔬果及
花卉苗木种植为主。规模较大的产业基地主要为五彩城
观光农业科技示范园，位于峨嵋、长江、南边、天子地
四村交界处；台湾部落民俗文化村位于长江村，将打造
成为江西省海峡两岸青年创业示范基地、台湾特色文化
旅游景区和生物科技研发加工中心。

1.2  现状乡村用地
现状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村委会周边1km范围内。

现状建设用地多沿道路分布，非建设用地多以基本农
田、林地、耕地为主。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各个村组
距离较远，整体用地布局较为分散，造成用地浪费、基
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建设用地分布呈现鲜明
的人地关系，其中山区建设用地分布大疏大密，建设用
地围绕生产空间紧密分布，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界限清
晰；丘陵地区建设用地分布相对均匀，与农业基地紧密
结合。建设用地类型多样化，旅游服务用地需求较大。
一方面，由于规划范围内的村庄大多位于赣州市近郊
区，是都市区功能外溢的承纳地，进而衍生出多样化
的发展需求，包括都市休闲养生、健康运动等；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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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随着村庄的逐步发展，其内生的功能需求也逐步多
样化，村庄公共服务、村办企业、设施农业等建设用地
需求增长迅速。

1.3  现状服务设施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较低，服务能力低下，

而现状人口分布不均，公共设施配置困难。现状公路主
要有X516县道、X346县道、925乡道、012乡道、014乡
道、013乡道，公路路面宽度为3.5m～5.0m，需扩宽改
造。入村路已基本完成水泥硬化，路面宽3.5m～5.0m；
大部分宅前路未完成硬化，泥泞不平。其他市政基础设
施呈现出普遍乡村薄弱的现实短板。

1.4  现状乡村风貌
以低山丘陵为主，“丘陵”状的地形肌理明显，

村庄背山面水格局突出。北高南低，村组被周边的丘陵
状山体所环绕，山体脉络较好，形成鲜明的地域景观特
色，山—水—田—村的关系较为明显，村庄背山面水面
田，山水格局突出。水资源丰富，有众多水库、水塘和
水溪，水网密布，农田沟渠纵横；村庄周围农田围绕，
林地资源丰富，道路交通也较为发达，自然景观良好。
从建筑风貌上看有20世纪80年代前的赣南传统建筑和土
坯房，大部分破旧不堪，部分主体结构已经倒塌；也有
近20年新建的“火柴盒”式建筑，建筑体量大，环境品
质低，对乡村的空间环境影响较大。

2  城郊型乡村发展策略
2.1  空间发展指引
城郊型乡村直接接受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发展、临近

城区的村庄组成的区域，是城乡社会经济活动叠加最激
烈的区域。主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服务业转移，动力
较强或具备潜力，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生态保育，大力
发展休闲旅游业。通过多种模式引导该地区转型升级，
使土地从低效走向高效，空间从无序走向有序，管理从
混乱走向和谐。实施边界动态管理，划定短中期城乡边
界，实施动态管理，城乡边界内紧邻城市的村庄按照城
镇转型区内的村庄进行政策指引和规划管理，城乡边界
外的村庄按照乡村发展区内的村庄进行政策指引和规划
管理；规划形成“中心城区—城乡统筹发展区—城市型
村庄社区”发展格局。

结合乡村地理区位、生态环境等特点，将村庄划分
为三类，分别是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搬迁撤并类。

（1）城郊融合类为7个行政村。核心价值是为城市
空间拓展提供用地资源及劳动力资源，为低收入外来人
口提供落脚空间；管控要求是按照新型城市社区标准发

展，加强环境的整合整治，严格控制村庄规模，积极推
动人口流动，塑造村庄风貌特色，建设魅力宜居乡村。

（2）集聚提升类为8个行政村。核心价值是成为大
都市区的蔬菜、粮食及生态环境及都市休闲功能的供应
基地、乡村田园生活的保留地区；管控要求是结合乡村
实际，积极培养中心村、特色村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乡村全覆盖的重要支撑，结合“空心房”的改造、环境
的整合整治，增强村庄风貌特色，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现代化、旅游特色化发展打造
生态—休闲—旅游复合空间，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供给
基本安全，展示特色美丽乡村与田园休闲生活魅力。

（3）搬迁撤并类为1个行政村和35个自然村。核心
价值是生态安全保障；管控要求是为逐步推进移民村搬
迁，按照相关政策、村民意愿引导整村搬迁至城区、中
心村等，近期以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为目标，
维持村庄整体格局，允许原址翻建、改建，原则上禁止
新建住房，整体上分期分批逐步搬迁分布分散、交通不
便、有安全隐患、生态敏感的村民小组，实现对生态脆
弱和敏感地区的严格保护。

2.2  空间协同发展
加 强 乡 村 建 设 用 地 集 约 发 展 ，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发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南康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对村庄土地资源提出用地部署。采用“规模
定量+底线控制”方法，考虑乡村建设的多变性以及重
大农旅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先对生态空间采取底线控
制，明确不可建设用地边界，再对生活空间（村庄建设
用地）划定居民点管控边界，同时预留未来村庄发展和
农旅项目等建设需求的一定弹性空间。

2.2.1  生态空间策略

规划河流水体周边绿化防护带，对全域各水系网络
划定生态涵养区。全域水系发达，划定区域内7座水库、
14座较大水塘的保护范围，并制定保护措施，水系两侧
设定30m生态保护带，水库和较大水塘周边50m范围为
管理范围，禁止新建建筑；管理范围边缘外延100m为水
库和较大水塘保护范围，需严格控制开发建设；保护当
地生态涵养与水土保持。规划严格控制铁路安全保护区
和高压线安全防护区，禁止进行建设活动，划入生态空
间。高速铁路两侧50m范围、普通铁路两侧30m范围、
220KV两侧40m范围和110KV两侧25m范围内严禁进行建
设活动。规划坚持生态保护红线为生态底线，保护自然
山体，以水源涵养、生态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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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域重要的生态涵养区。
2.2.2  生活空间策略

依据现状发展条件与村民意愿，合理推进村组拆
并，规划引导村庄发展向人口、用地较集中的村组集聚
发展。一是规划将偏远零散居民用地以及位于基本农田
内的三两户的零散住房调整为耕地或林地，进行生态移
民。二是考虑各村村民风俗习惯以及行政边界等因素，
搬迁安置主要为本村内部解决，同时考虑到重大农旅项
目，涉及整村组搬迁，以及本村内难于安置等情况。规
划结合赣州铜铝产业园中的居住组团，合理布局一定
规模的集中建房点，如坳头村布局新增3.31hm2建设用
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三是严格控制
新增建设用地，保留的村组应集约化发展，梳理各组现
状建设情况，整理闲置地，拆除村庄内危旧房和独立的
旱厕、猪牛栏用房，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规划户均基地
面积控制在120m2以内，建筑层数控制在3层以内。四是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构建内通外畅的交
通体系，全域依托现有主要对外交通，提升道路等级，
加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实现互动发展，村与村加强交
通联系，以及村内部道路疏通与改造，为田园综合体的
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2.2.3  生产空间策略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夯实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基础。
赣州市区城郊现状耕地面积为1277.44hm2，人均耕地面
积0.06hm2，略高于赣州市0.05hm2的人均耕地面积。生
产空间基础较好，规划引导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

农业，例如花卉、苗木、脐橙、草莓、粮食、蔬菜等种
植，建设成现代化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以第一产业为
基础，推进第三产业的融合联动发展。现状拥有五彩城
农业科技示范园、台湾部落民俗文化村和清云谷休闲度
假小镇等农旅项目，第三产业已具一定基础，推动以第
一产业为基础的衍生产业发展，以现代农业园区、观光
度假、科普示范、垂钓休闲运动、民俗文化村、主题庄
园和健康养生度假为载体，发展乡村体验式生态旅游。

3  结语
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背景下，乡村空间规

划是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3]。城郊型乡村是既特
殊又典型的一类乡村空间，是城乡要素流动最频繁的区
域。提升其空间治理能力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关
键，是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
通过梳理赣州市城郊型乡村现状特征并提出发展策略，
下一步有待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更深入地对乡村
建设用地边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乡村风貌和公共服
务设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全面提升乡村空间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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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及其要点

□ 黄洪卫

[摘   要]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主要是以生态为理念对城市整体进行城市设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旧城区部分决定了城市的规
划下限，提升城市的下限可以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本文基于城市的旧城区对城市整体生态存在的影响，论述城市在生态规划设
计上需要遵循的原则，并提出相应的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改造方案。

[关键词]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要点

建设生态城市，是将城市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
自然环境三者相结合来进行城市的设计和规划。要对城
市整体进行规划，同时考虑将城市的旧城区部分进行更
加合理的设计和改造，使其与新城区良好过渡，这样才
能提升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1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
1.1  和未来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紧密，城市里的每一个

行业都与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和部署有很大的关系。城市
规划设计综合性比较强，它与城市的统筹协调规划有很
大的关系。促进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规划，只
有这样，城市的建设才有科学的依据，后续的建设才能
更加有序地进行[1]。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光要建新建筑，对于城市中
已经存在的或者是比较旧的建筑进行改造和规划，也是
比较重要的部分。对于旧城的规划，不能仅作为旧城翻
新的概念，而是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具有发展潜能的“新
城”、能够带动城市发展的“新城”。此外，对城内的
村庄进行改造，可以提升城市的整体改造水平。一个城
市的生态规划并不是看做得好的地方有多好，更重要的
是看城市较差的地方有没有改善，这样才能推进城市一
体化建设。

1.2  遵循生态承载力的原则
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要科学规划

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城市的生态承载力需要结合
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活等多方面进行估计[2]。

一个城市的产业种类、数量和建筑结构与布局，
对于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城市绿化是
衡量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因其具有一定的自净能
力，与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遵循城市

生态承载力的原则，能够保证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
2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性
2.1  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城市的规划设计作为战略性的规划，和城市未来的

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很好地协调各个方面的发展：土
地要如何最大化利用，如何安排布局绿化地段，以及与
城市发展有关的重大建筑如何进行建设等，都需要对城
市进行一个全面整体的规划布局，才能保证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有序进行。否则，盲目地建设城市会影响城市未
来的发展。

2.2  保护城市的生态系统
在我国近些年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新

建筑出现，相比之下，许多老旧建筑显得落后，这些落
后的建筑因为是在发展初期建设，没有遵循生态平衡规
律[3]。比如说某些落后的工厂，在运行期间会对环境造
成污染，如果超出了城市的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范
围，就会破坏生态系统。所以，进行生态城市规划设计
不仅可以展现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还可以保护城市的
生态系统。

3  如何进行城区内村庄旧城改造
3.1  用科学技术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城市的城镇地区是居民集中活动的地方，同时也

是各种污染集中的地区。因为重新建造房屋对于城镇地
区的环境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对城镇地区的城
市设计需要围绕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而进行。通过研究
当地的环境、气候以及居民生活区和企业生产区之间的
关系，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水资源污染、建筑能源
消耗、出行交通等与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相关的方面进
行改善，更好地协调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两者之间的关
系，保证居民生活安全健康，保证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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