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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持续加快,美丽乡村规划已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促进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是仍然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依旧普

遍存在,乡村面临着劳动人口流失、空心化加剧等挑战,致使乡村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制约美丽

乡村规划的进程。因此,乡村地区相关部门应积极落实美丽乡村的各项规划要求,采取系统化、专业化的

规划设计方案,结合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优化空间布局,为居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促进产业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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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our country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the planning for 

beautiful villag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with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long-term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still worth noting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mains widespread. Rural area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labor population loss and increased hollowing out, which have led to rural areas lagging behi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verely constraining the progress of beautiful village planning.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rural areas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all planning requirements for beautiful villages, adopt 

systematic and professional design solutions, and optimize spatial layouts by considering local economy,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creat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residents and promot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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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化转型升级的社会发展趋势下,城乡经济已步入到

新发展时期,发展重点从速度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相

对比,乡村地区受到地理交通等多方面限制,发展相对落后。在

社会发展新时期对于乡村地区的发展应将打造美丽乡村视为重

点工作,结合乡村地区环境攻克规划难关,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地

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规划出与可持续性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美

丽乡村,缩小城乡差距并促进乡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1 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潜在的问题 

1.1乡村地区环境美化意识不足 

在城乡规划设计的美丽乡村规划过程中,乡村地区居民是

实现科学高质量规划的关键要素,只有提高全体乡村居民的参

与度和配合能力,提升其对美丽乡村规划的认知水平,才能顺利

落实各项措施,达成美丽乡村规划目标,但是因部分乡村地区居

民缺乏环境美化意识,未能正视美丽乡村规划的问题,导致美丽

乡村规划效果不理想。例如：首先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长期囿于

传统观念,习惯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领域,严重占用公共空间,

大多数家庭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通常会养殖家禽或家畜,未能

有效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甚至增大病菌传播的风险。一些居民

为了生活方式更加便捷,将柴火、木炭等生活用品堆放于墙角,

不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环境,美丽乡村规划受阻。其次,因乡

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突出,部分老年群体受限于信息获取

渠道,缺乏生态环保意识,年轻人才大量流向城市,以至于乡

村无法推广新技术和新理念。与此同时,在美丽乡村规划全过

程中,有关人员未能调动居民合力作用,难以为村民提供协商

空间,导致规划方案缺乏科学性,居民难以深度理解方案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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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意图,即使各种基础设施规划完成,也会遗留设施损坏或私

自改造的问题[1]。 

1.2住宅建筑设计不合理 

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旨在推动乡村地区可持

续发展进程,在弘扬传统文化之外打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然而

在美丽乡村规划落实期间,由于住宅建筑设计不合理导致乡村

规划工作备受制约。住宅建筑设计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规划与需

求脱节、风貌同质化与文化断裂等方面。其一,从规划与需求方

面来看,部分乡村地区在美丽乡村规划期间,盲目引入城市住宅

布局模式,未能兼顾农村生产生活的具体特点,导致住宅规划总

体缺乏灵活性,如一些地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采取行列式布局

模式设计建筑物,损坏了乡村肌理,难以满足居民对晒谷场、庭

院休憩的个性化需求,规划缺乏灵活度。其二,乡村设计住宅建

筑物盲目引入其他风格,未能兼顾乡村之间潜在的差异和关联

性,从住宅建筑物总体设计情况来看,出现风貌同质化的问题,

部分本土建筑符号逐渐消失,乡村中包括一些历史性建筑,在追

求创新中盲目拆除,诸如夯土、木构等传统建造工艺失传,居民

难以获得文化认同感。 

2 城乡规划设计中美丽乡村规划的基本原则 

2.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升级农业产业结构 

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是美丽乡村规划的基本要求,也是

推动农村规划进程的基本条件,基于城乡规划设计目标,各地区

在打造美丽乡村的任务中,应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视角,促使各

项经济指标达到预期目标。然而部分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趋

于单一化,极易陷入到机械式的发展困境中,沿用传统粗放化的

经济管理模式,严重浪费农村的经济资源,制约了经济规模的扩

增[2]。因此在美丽乡村规划中应遵循升级农业产业结构的基本

原则,突破传统粗放模式,迈向集约化的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发

挥劳动力优势,为农业生产提供助力。此外,在升级农业产业结

构的同时,应坚持因地制宜,优化调整各项资源,全力发展现代

农业、乡村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彰显乡村的独特风格优势,

实现美丽乡村的高质量规划。 

2.2以人为本,需求导向 

美丽乡村规划的初衷之一便是为乡村居民打造适宜的环境,

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因

此,美丽乡村规划应遵循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原则,将居民置于

主体位置,考虑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其在美丽乡村规划中的参

与度,发挥村民合力作用。即在美丽乡村规划之前,应精准定位

居民以及乡村规划需求,充分征求居民的反馈意见,满足其生产

生活的发展需求,避免乡村规划脱离实际。除此之外,美丽乡村

规划还应彰显地方的独特性,大力保护乡土文化,在乡村布局中

维护传统村落的独特优势,避免盲目拆除历史建筑,借助非物质

文化遗产塑造独具魅力的乡村形象。 

3 城乡规划设计中的美丽乡村规划途径 

3.1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是美丽乡村规划面临的挑战之一,基于城乡规划

设计目标,城乡统筹有助于缩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

发展,然而近年来城乡差距显著体现在经济、教育、医疗、基础

设施等多个层面,不仅无法维护生态环境,还加快了乡村人口流

失的速度,因此在美丽乡村规划全过程中应全面落实城乡统筹

措施,结合地方政策、经济和环境因素,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情况,

充分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稳定持续地开展乡村规划工作[3]。 

首先,美丽乡村规划工作涉及乡村道路、水利设施、电力供

应等基础设施,因此需结合设施规划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全力

改善乡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满足乡村发展需求并推动城乡

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进程；其次,以城乡规划设计目标为导向,美

丽乡村规划工作应将重点放置于提升各领域的服务水平方面,

促使农村向城市服务质量靠拢,从而扩大乡村地区的吸引力,彰

显乡土文化的优势特征。即应实现产业对接和资源共享的目标,

加快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兼顾乡土文化特色,提高乡

村资源利用率,着眼于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化产

业结构,开拓乡村未来规划的新渠道；最后,美丽乡村规划应发

挥城市带动作用,借助乡村资源吸引城市企业,利用乡村资源投

资建厂,推动城市的技术和资金流向农村地区,扩大居民的岗位

就业前景,激发乡村经济的内在活力。除此之外,在美丽乡村规

划过程中应兼顾生态环保理念,遵循城乡环境共建共治的原则,

采取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案,从根源上处理农村污染问题,打造干

净整洁适宜的居住环境,丰富乡村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 

3.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视乡村社区规划 

基于高效整合各类建设资源,有助于提升乡村的综合服务

水平,打造现代化的乡村生活环境,促使居民获得幸福感,因此

美丽乡村规划应重视乡村社区规划,从基础医疗、教育、文化传

承等方面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构建功能完备的社区服务设施体

系,提升美丽乡村规划质量。例如：其一,应赋予乡村居民文化

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需要打造基础设施,而且应开发规划文化

活动中心、乡村博物馆等独具特色的项目。另外由于居民在美

丽乡村规划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美丽乡村规划应调动居民参

与规划和决策的积极性,如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全面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其二,基础设施规划是乡村全面发展的物质

基础,在推动美丽乡村规划进程的过程中,应加大资金投入,调

查研究乡村内水电供应、道路交通、通讯网络等设施规划状况,

遵循科学化的规划布局原则,在传统设施规划中渗透现代化元

素,一方面维护乡村的原生态特色,另一方面满足居民对现代化

生活的追求。如加大水电路气网基础设施规划,提升乡村服务水

平,缩减城乡服务水平方面的差异,另外在美丽乡村规划期间,

应促使水电路气网延伸到乡村,同时提高本土材料的利用率,高

效控制规划成本,可以保障美丽乡村规划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3.3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维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 

城乡规划设计不仅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而且兼顾生态

环境保护,优化生态环境是推动美丽乡村规划的重要前提,然而

部分地区污染问题严重,污水、垃圾未能科学合理地处置,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因此,乡村在实际规划工作中,可以设置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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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化的污水和垃圾处理部门,并配置专业监督负责人员,动态跟

踪乡村环境维护情况。农业生产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

键,基于美丽乡村规划目标,为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可以

推广“稻鱼共生”系统,严格控制农药使用量,避免产生农药污

染问题[4]。乡村生产生活中会产生多种有机废物,基于生态环保

理念,应构建有机废物循环链,实现循环利用目标。景观农业有

助于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效益,美丽乡村规划期间,可以综合利用

自然资源打造绿色景观,例如在河流沿岸、延边公路、村庄出入

口设置独具乡土文化特色的绿色景观,不仅可以提高绿色植物

的覆盖率,而且可以打造淳朴自然的乡间文化,丰富美丽乡村规

划的文化内涵,促使居民的生活形式趋于多元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规划中的驱动性因素,在规划美丽

乡村的同时,应立足于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落实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注重乡村的活态性和原真性。首先,乡

村应开展基础调研与价值评估工作,全面普查乡村中的古建筑、

传统村落格局、历史遗迹、民俗记忆等类型的文化遗产,依托数

字化技术构建完善的资源档案,同时详细记录各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历史背景和空间特征,按照历史价值、稀缺性和发展现状,

将文化遗产划分为不同等级,尊重不同文化遗产的差异性,采取

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在美丽乡村规划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保护文

化遗产,应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布局住宅建筑物应尊重原有村

落的空间肌理,结合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分析布局之间的共生关

系,避免因为大规模拆建破坏传统村落的格局优势[5]。乡村在规

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损坏一些建筑物,在乡村规划中应采取

“微更新”的措施,在保护传统建筑风貌的同时融入现代化的

功能需求。此外,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将文化遗产与

梯田、古树、水系等环境要素深度融合,可以发挥自然与人文

景观协同功能,同时可以划分文化生态保护区,严防破坏性的

开发行为。 

4 结束语 

随着城乡融合的步伐逐渐加快,美丽乡村规划已经成为国

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造适宜的居

住环境,扩大乡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然而美丽乡村规

划仍面临资源短缺、空心化、人才流失等挑战,导致美丽乡村规

划进程备受制约。在城乡规划设计工作中,应总结分析影响美丽

乡村规划的各种因素,遵循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以人为本、

需求导向的发展原则,着眼于城乡统筹、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保

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拓宽美丽乡村规划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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