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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合一”在村庄规划中的实践
——以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周璞新村村庄规划为例

 

□ 申鹏杨    梁彩芬    李程程

[摘   要] “三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虽已提出多年，但在目前的应用实践中仍有待推广及加强。本文以横州市云表镇周璞新村
村庄规划为例，以“三规合一”为规划指导思想，在对村庄进行深入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将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及用地布局规划相
结合，进一步做出环境保护规划，将“三规合一”思想在村庄规划中加以实践性运用，以期实现“美丽南宁”乡村建设重大活动中
规划的最终落地，对后续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三规合一；村庄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用地规划；建设规划

1  “三规合一”理论
“三规合一”简单来说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三者通过相互协调、相互
衔接，实现在同一空间内在规划目标上达到统一[1]。广东
省作为全国试点省份之一，早在2008年开始对“三规
合一”进行理论及实践的研究，并形成工作指南。多年
的研究实践表明，欠发达地区的“三规合一”在城市发
展中起到支撑作用。要实现“三规合一”，技术支撑及
坐标统一是必要的条件[2]。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自然资源部，并将城
乡规划纳入其工作管理范围，从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推进
“三规合一”的实施[3]。

2  项目概况
云表镇位于广西横州市（原横县）东北部，面积

253.5km2，根据《横县县域镇村体系规划（2011—
2030）》，云表镇为县域重点城镇。而根据《横县云
表镇总体规划（2012—2030）》中镇村空间结构规
划，村空间结构规划为“一心、两轴”，周璞村位于其
中一轴。其中，周璞新村紧邻周璞旧村，位于其东北
方，邻近云表江，村庄总面积60.67hm²。

2.1  上位规划
根据《横县县域镇村体系规划（2011—2030）》

《横县云表镇总体规划（2012—2030）》及《云表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拟定周璞新村
村庄规划在满足未来规划土地需求的同时，与云表镇土
地利用进行衔接，不占用任何基本农田及非建设用地，
做到符合云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的原则。

2.2  用地现状
根据对村庄用地现状分析，如表1所示，现状村庄

建设用地面积4.36hm²，占总面积的43.04%。非村庄
建设用地面积5.77hm²，占总面积56.96%。人均建设
用地为175.10m2。根据《南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11版），规定村庄现状人均建设用地大于150m2时，
规划村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应控制在150m2以内。

表1  周璞新村现状用地构成表

项目
（人口249人）

面积
（hm2）

比例
（%）

人均面积
（m2）

1.建设总用地 4.36 43.04 175.10
（1）村庄住宅用地 2.81 27.74 112.85
（2）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17 1.68 6.83
（3）村庄公共场地 0.74 7.31 29.72
（4）村庄公用设施用地 0.01 0.10 0.40
（5）村庄道路用地 0.63 6.22 25.30
2.非建设用地 5.77 56.96 —
（1）农林用地 5.73 56.56 —
（2）水域 0.04 0.39 —
总用地面积 10.13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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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民俗文化及旅游资源
周璞新村及附近有横州市著名的古八景、茉莉花

种植基地、瀑布群森林公园、中国海相泥盘纪标准剖
面——六景剖面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且较好地保留了社
公节、五谷旦、赶圩等传统民俗文化，但传统风貌建筑
未得到保护与有效延续，新建建筑风格各异，现状植物
景观处于无管理无规划状态，很多构筑物得不到合理的
规划，植物无搭配，严重影响周璞新村风貌。

2.4  其他现状
新村内道路基本完成硬化，道路交通便捷，但村

内无停车场，停车基本是在住宅前或路边，且部分巷道
为碎石路或泥土路面，无硬化铺装，道路湿滑，道路环
境一般。现有公共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分布于村庄北部，
无老年健身设施。村内未形成排水系统，无污水处理系
统；无消防设施，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现状线网均为架
空架设，线路较为老化，变压器为室外架设，路灯设施
建设不足，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且存在火灾安全隐患。

3  人口预测与规划定位
3.1  人口规模预测
周璞新村人口主要依托自然增长人口，选用人口增

长率法作为人口预测的方法。如表2所示，2020年现状
人口为249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在贯彻国
家及广西人口发展政策的前提下，未来周璞新村人口较
以往将有较大的增长，由此规划将周璞新村未来人口自
然增长率控制在20‰以内。利用人口增长率法下式：

其中：
Q：总人口预测数（人）；
Q0：总人口现状数（人）；
K：规划期内人口自然增长率（‰）;
n：规划期限（年）。

表2  历年周璞新村人口数据情况表

时间 人口数（人） 较上一年增长（‰）

2020年 249 20.49 
2019年 244 8.26 
2018年 242 16.81 
2017年 238 8.47 
2016年 236 12.88 
2015年 233 —

根据近、远期规划分别进行计算得出，近期（至
2025年）：周璞新村总人口为275人，按4.0人/户计算，

共69户；远期（至2030年）：周璞新村总人口为304
人，按4.0人/户计算，共76户。

3.2  定位与目标
根据区位条件以及现状建设条件的要求，结合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将周璞新村发展定位为“成为
农业产业发达、生态环境优美、田园生活幸福并兼具生
产、生活、旅游功能的美丽乡村”。

按照定位确定了依托周璞村资源基础，发挥其区位
优势，实现建设产业增收渠道人居生态环境优美、村庄
发展机制健全的“田园美、村庄美、生活美”的美丽乡
村发展目标，并制定了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系统提升人
居环境及健全村庄建设机制等三项具体发展策略。

4  村庄发展规划
4.1  村庄产业发展规划
周璞新村应根据自身资源，结合区位优势和发展

前景，采取“农业特色种植”和“特色乡村游模式”相
结合，形成集吃、住、行、习、游、购于一体的农旅结
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发展策略。如图1a所示，通
过乡村建设、乡村集贸、乡村农旅相关一三产业的深度
融合，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
模式，再从链条上、中、下游多极开花、延伸发展、分
支，形成以特色农业种植产业为核心，关联产业延伸发
展的农旅结合乡村旅游典范，推进“一三产深度融合，
产业多极发展”的发展模式。

同时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引导鼓
励村民进行土地流转，加强技术培训，培育职业农民；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培育多元化产
业融合主体；积极发展村庄休闲游产业，重视发展电子
商务等措施保障周璞新村产业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如图
1b所示的以居民餐饮住宿等为服务企业，以旅游培训机
构及协会等为支持机构，以农田果园等为乡村风光，以
会展中心及民俗表演中心等为民俗活动中心的乡村旅游
产业集群。并坚持乡村特色，坚持发展乡村旅游和观光
农业旅游之路，体现乡村文化内涵的“乡愁、乡风、乡
情”，促进周璞新村的旅游经济发展。

4.2  村庄用地规划
4.2.1  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的定义

土地整治是指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以新农村
建设为目标，将现有的利用效率低下及未充分利用的土
地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土地整治可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
及生产效率，搭建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平台。
乡村空间重构是指在乡村的发展需求及外力作用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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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域范围内的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进行优化调整
甚至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基于土地整治可以实现对
乡村空间的优化，达到产业积聚发展、资源集约利用、
村民集中居住的效果[5]。

4.2.2  基于土地整治再利用进行的空间重构

周璞新村现状存在较多空地和杂乱无章的菜园，为
整合空间的连续性以及村庄建筑的肌理，规划中用土地
整治再利用的手法对村庄的空间进行重构，体现村庄空
间的连续性与村庄建筑的肌理。

如图2所示，规划中保留了现状的篮球场，并对周
边环境进行整改，增加健身设施，为村民的公共活动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对现状民居四周分布的部

分空地或农田规划为公共菜地和庭院菜地两部分，并
保留了现状已有的晒谷场，在规划服务中心北部空地
规划增设生态停车场。

4.3  土地利用规划
如图3所示，结合周璞新村现状用地布局情况与用

地规划，以“保护为主，有条件开发为辅；推进林下经
济发展；按规范执行土地流转”为前提，制定坚持确保
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坚持维护农民的权
益，坚持自愿、有偿、依法，坚持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
土地同其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坚持保护耕地且重点保
护基本农田的土地流转基本原则，在村庄北部规划布置
公共服务设施、村庄交通设施、公共绿地以及公用设

a 规划思路                                            b 发展思路

图1  产业规划发展思路示意图

图2  周璞新村用地整理规划示意图

施。村庄东北部及中部延续现状住宅用地，村庄居民点
四周布置农林用地。村庄东北部及中部延续现状住宅用
地，村庄居民点四周布置农林用地。

其中如表3所示，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0.13hm2，其
中村庄建设用地面积4.56hm2，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为150m2，非建设用地面积5.57hm2。

表3  周璞新村规划用地构成表

项目
规划（人口304人）

面积
（hm2） 

比例
（%） 

人均面积
（m2） 

1.建设总用地 4.56 45.01 150
（1）村庄住宅用地 2.96 29.22 97.37 
（2）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28 2.76 9.21 
（3）村庄公共场地 0.55 5.43 18.09 
（4）村庄公用设施用地 0.02 0.20 0.66 
（5）村庄道路用地 0.71 7.01 23.36 
（6）村庄交通设施用地 0.04 0.39 1.32 
2.非建设用地 5.57 54.99 —  
（1）农林用地 5.53 54.59 —  
（2）水域 0.04 0.39 —  
总用地面积 10.13 100.00 —  

4.4  建设规划
遵循“经济、适用、安全、美观和节地、节能、节

材、节水”的原则，建设节能省地型住宅；遵循“一户

一宅（基地）”，突出乡土特色的原则，通过对现状用
地布局的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科学合理使用土地，
创造舒适的人居环境，使村庄用地布局规划有利于改善
村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对基
地现场踏勘和现状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村庄现有的
林田村景观格局，整治村庄环境，梳理道路系统，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打造以“一轴、三区、
一心、多节点”为功能结构的村落环境优美、舒适宜人
的新农村。

如图4所示，除对空间结构进行重构外，结合村庄
现有人口数并经人口预测，新建10栋居民住宅建筑，
并 新 建 建 筑 面 积 为 1 5 0 m 2的 风 雨 廊 一 座 ， 用 地 面 积
为 3 5 0 m 2的 健 身 场 地 一 处 ， 用 地 面 积 为 7 0 0 m 2的 生
态停车场一处，建筑面积10m 2的垃圾收集池一座，
用 地 面 积 为 1 0 0 m 2的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一 处 和 用 地 面 积
1380m2的游泳池一处，满足未来旅游经济发展及村民
生活需要。

5 “多规合一”在村庄规划中的延伸
5.1 “多规合一”的定义
“多规合一”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指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三规
合一”的基础上，逐步融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
划，再整合各种专项规划，最终实现设计、管理及审批
“一张图”[4-5]。

图3  周璞新村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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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态环境保护及整治规划
根据规划区现状用地类型，规划划定核心保护区、

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对每个分级制定相应的保
护规则、相应的保护力度。针对水资源保护、耕地资源
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声环境保护、固体废物治理等内
容，进行相对应保护措施和分类保护相结合方式，并制
定了生态优先、可持续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3项原则[6-7]。

通过分析自然生态要素，保护重要生态斑块，维护
生物迁徙路径，补缀优化生态廊道及构建生态安全框架
格局的保护策略，将周璞新村保护规划范围划分为生态
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建成区三个等级。针对核心
区实施现状保护并在水源地制定相关的水源保护策略。
同时编制环境整治规划，围绕“一轴、一心、多节点”
的村庄绿化布局原则，编制相应的乡村景观整治规划、
村庄景观整治规划、特色绿化种植引导及乡土景观元素
利用等专项规划，同时对村庄重点地段提出景观整治及
建筑风貌整治要求，并提出设计引导。

6  结语
“三规合一”乃至“多规合一”虽已提出多年，但

在目前的应用实践中仍有待推广及加强。作为行政区中最
低等级的村庄，是更高行政区等级的基本组成单元[8-9]。新
时期的村庄规划，应在对村庄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以“三规合一”为前提，将空间设计、政策保障与土地

制度等充分融合，才能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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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产业发展探讨
——以广西贺州市灵峰镇爱群村为例

 

□ 覃琦玥    蓝虹玮    凌金红 

[摘   要]在“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村庄规划要从规划布局、规划空间和建设用地规模上统筹安排，有效衔接各类项
目用地空间。本文通过对广西贺州市灵峰镇爱群村现状调研分析，从产业规划和村庄发展建设的方案进行探讨，为村庄建设的具体
实施奠定基础。同时，针对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总结出在实用型村庄规划中，应把产业规划与乡村建设有机结
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点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打造村庄特色产业、强化生态观光农业和改善乡村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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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对做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
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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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明确了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体系
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规划项目许可
证、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2]。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广西发布
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的通知》《广西乡村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等一系列实施性文件。提
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3]。并
要求各市县编制村庄规划或实施方案，科学制定县城
乡村空间规划，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推进规划实
施，加快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综上，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乡村振兴的战
略目标要求，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在贺州市爱群村等6

个村庄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力求以点带面，开启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广西村庄规划的试点工作。

1  项目概况
爱群村位于广西贺州市灵峰镇东部，东边与广东

省怀集县相邻。爱群村村域面积约3800hm2，耕地分布
在村落四周面积1250.50hm2。全村户籍人口3920人，
村域呈南北走向的山谷地形，村域中部为较为开阔的河
谷平原，是灵峰镇政府驻地的村庄。主要种植水稻、玉
米、蔬菜、竹子、甘蔗和桉树。主要养殖有合作社养
牛、自家散养牛和鸡鸭。

1.1   发展优势
（1）区位优势。作为广西东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

重要区域，区位优势明显。爱群村处于粤桂县域经济产
业合作示范板块，爱群村中部核心地段是灵峰镇的重点
发展区域及综合服务功能中心。

（2）土地优势。用地比较集中，利于规模化生
产。中部河谷地段地势较平坦，降雨量充沛，是优质的
耕地分布区。耕地主要种植水稻、花生、玉米等作物，
采取一地多种的种植模式，耕地利用效率较高。

（3）农业产业。种养殖业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稳步
发展。近年来，爱群村建设了以优质竹子、水果、药材
等为主的种植基地，以及生态肉牛养殖基地，产品销往
广东地区。

（4）良好的自然环境。中部溪流东西贯穿整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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