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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住区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还涉及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及行为等领域，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生活质量。在新型城镇化下，居住区从城市走向乡镇，渐渐取代独门独户的自建房，成为了乡镇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反

应一个乡镇形象的重要名片。因此，探索乡镇居住区的规划模式，为乡镇居民找回 " 归属感 "，也成了目前小城镇规划中的

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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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乡镇居住区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机械式布局

我国小城镇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乡镇居住区开发仍停

留在满足安置等基本居住问题。住房的商品化，使开发主

体过分注重经济利益，忽略了乡镇的传统人文特色和社会

关系。目前的乡镇居住区开发模式单一，功能及空间结构

层次单一，主要面向中低端的消费群体，环境设计趋于底

线，极力压缩成本，居住区成了简单的“方块块”，对很多乡

镇居民来讲，拆迁安置后的人居环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比

之前的自建房更差。

1.2 服务设施低配化

很多乡镇居住区的配套设施过于简单，有些居住区甚

至没有所谓的公共服务配套，部分居住区的儿童仍去镇区

私立幼儿园上学，更没有所谓的图书室、体育设施等。

1.3 居住环境肌理破坏

目前很多乡镇居住区设计忽略了地方人文特色及原有

乡镇肌理的保护。19世纪末的西谛曾在他《城市建筑艺术》

中强调，建设“是自然而然、一点一点生长起来的”，不是在

图板上完成设计后再到现实中去实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

只依靠直觉及工具，甚至不进行现场调研分析就设计，结果

必然是“僵死的规则性、无用的对称以及令人厌烦的千篇一

律”。乡镇的自然环境比起城市有更多的水系支流，植被也

多样复杂。目前很多开发商在建居住区时对原有的环境毫

无保留，使居民失去了熟悉的场所感。

2.乡镇居住区规划模式探讨

2.1 以低、多层为主的低容积率开发

乡镇居民传统的居住模式为宅基地自建房，一般不超

过三层，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居民习惯了亲近土地和大自然

的生活模式。安置于居住区后原本已丧失部分的“归属感”，

如果居住区再以高层或者高容积率开发（意味着高密度的

居住人口），会导致居民的生活舒适度下降，从而影响居住

的生活环境与品质。乡镇的建设用地存量相对较多，人均

建设用地有很大的调配空间，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基础上，偏向于以低层、多层为主的低容积率开发模式有助

于乡镇人居环境特色的保护。

2.2 以人为本的功能布局

乡镇居住区规划建设应保留以往亲切自然融合的邻里关系

和人地关系，只在居住方式上发生改变。

2.2.1 居住的“分而不离”

乡镇居民以中老年居多，他们需要亲友邻里的广泛联

系、交往、慰藉和帮助，所以“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比较理

想。因此，居住区规划中提倡两代居或邻居式的住宅设计，

使其相对集中居住。比如老年人住宅设置在一二层，年轻一

代设置在三四层。另外也可考虑横向混合布局，比如设置以

低层建筑为主的老年居住组团，组合方式采用院落式等，布

置在小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之处，靠近社区生活服务网

络，便于其自助、自娱、自我服务，并应靠近居住区主要道

路，使机动车方便到达单元门口。在该组团的外围则可适当

布置供青中年居住的多层甚至小高层，形成错落有致的居

住区形态。

2.2.2 集中的公共空间与服务设施

乡镇居住区同城市居住区一样，应有适当的集聚效应。

将服务设施集中布置，便于提高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也利

于居民的相互交往。新建或已有的居住区应考虑不同的居

住方式进行规划布局或更新改造，设置一定比例的亲子活

动空间和交往空间，实施无障碍设计，保证老幼容易辨认方

便到达，针对老年人应增加生活援助中心、托老所、医疗保

健站等。另外，基于乡镇传统的人地关系，居住区内可考虑

设置一定比例的集中种植区，让乡镇居民回归自然回归以

往的劳作状态。

2.3 开放式结构及部分土地混合利用模式

2016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

开放式住区消除了割裂空间的围墙，意味着更开放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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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更方便的社区服务、更富活力的居住氛围及更便利

的出行。乡镇生活本就是互来互往的开放式邻里关系，因

而居住区规划也要秉持开放共享的规划设计理念，规划单

元与原街道街坊范围宜对应，公共服务设施宜按街道和社

区两级统一配置。此外，以大多数居民所习惯的“底商上

住”的模式为基础，探索土地混合利用模式。例如在以慢行

系统为主的小尺度街区里的居住区，临街建筑布局“底公

（公共用途，比如商业）上住（特殊居住，如商业公寓等）”，

有利于增加社会混合度，提高居住区的开放性和服务均好

性，强化空间活力的均衡性，减少机动车出行要求。

2.4 原有肌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国家

五年规划。只有响应国家号召，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居住区

规划才能融入规划的新形势。而乡镇居住区要把生态文明

建设同乡镇特有的肌理结合起来，一个城镇的路径及水系

是其最基本的肌理，这些基本元素创建了居民的归属感。

在居住区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保留原有的“蓝、绿”空

间，在原有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居住区生态环境的系统建设

和改造，尽量避免随意填塘移树的举措。此外，要预留出监

测系统空间建立环境保护机制，对于未来在居住区内随意

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控及惩处。

3.结语

居住区规划作为基本空间物质资源分配的一种手段，

正在实现从物质空间规划向社会综合规划的转型，这种转

型是修补城镇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的重要举措，在城乡治理

体系中越发举足轻重，只有探索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规划

设计方法，才能保留乡镇居民原本的生活习惯和人文特色，

才能保护乡镇性格，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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