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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的村庄规划 

作者：刘志安   发表：《云南建筑》 评论(0) 打印 

摘 要：以云南省罗平县明格村建设规划为例，阐明欠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非常规性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并初步探讨其如何在实

际的规划实践中加以应用。 

关键字：城市规划；规划； 

  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它有别于城镇，具有独特的发展特征，其规划也有特殊

性。近年来，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庄的功能及结构逐步发生变化。但由于对欠发

达地区村庄发展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不够，使村庄的发展普遍缺乏整体性和发展的后劲；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村

庄发展的特征及规划布局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部经济地带，除昆明周边区域外均属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落

后。本文以云南省罗平县明格村为例来分析我国欠发达地区村庄的发展特征及其规划要点。  

  1 村庄规划的一般性问题  

  现行的城市规划法律体系中，涉及村庄规划的国家级法规和规章只有《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及

《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两个文件。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指导，村庄规划一般应参照村镇规划的相关内容进

行编制；而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地也通常是按照村镇规划标准进行编制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

往所编制的村庄规划主要集中 

  1.1 我国村庄的总体特征  

  (1) 规模少，布局分散  

  这是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低和便于耕作管理的要求造成的。在乡（镇）域范围内，有许多规模大小不等的村庄

和集镇，形式上是分散的个体，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在生产、生活、文教、服务和贸易等方面形

成网络结构体系，呈金字塔形分布。  

  (2) 村庄类型多样化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巨大，造成各地村庄在结

构布局形态、社会经济职能、民俗民风、生产特点乃至建筑风格等多方面呈现多样化的格局。  

  (3) 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  

  各地区村庄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自然条件和建设条件的不同，造成村庄的规模、分布密度、生产能力、经

济效益及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等各不相同。  

  1.2 村庄建设发展的一般性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以往的村庄规划所遇到的村庄建设发展的主要问题概括起来集中表现为：土地浪费严

重、资源利用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难以培育工商业文明、生产要素市场难以建立、环境污染难以治

理和村庄自身特色缺失等八个方面[1]。  

  1.3 传统村庄规划的体系构建  

  根据现有的两个法规文件的规定，村镇规划包含村镇体系规划、村镇（庄）总体规划和村镇（庄）建设规划

三个层次；而涉及村庄规划的主要是村庄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并且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常常将后两个层面

的规划合并编制，统称为“村庄规划”。实践证明，村庄总体规划与村庄建设规划的合并能够提高规划的效率，

有利于村庄长远发展与当前建设需求的结合，便于操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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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村庄规划所涉及的一般性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村庄规划在内容上所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口与用地的合理计算问题、村庄的规划布局

问题、村庄的道路交通问题、村庄公建设施的配置问题和村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保护问题等方面，这些问题

在《村庄规划若干问题探讨》[2]中有过深入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2 欠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非常规性问题  

  2.1 山地多，耕地少  

  欠发达地区的村庄一般位于山区，也正是由于山地的比例过大造成了生存、生产、生活所依赖的自然条件相

对较差，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同时交通不便，其村庄自然也就比较落后。而较大的平原或坝区往往是比较发达的

城镇和村庄所占据，并且这种情况在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云南、贵州）尤为典型。山区的村庄通常会依托一小片

平地进行耕作，而村民的民居建设多位于山上依山而建。由于山地多、平地少，农业基础薄弱；交通不便，无其

他产业支撑，从而导致经济长期不发达。比如罗平县明格村，全村耕地面积410亩，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83%；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0.71亩，远远低于平原地区的耕地数量，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林地较多，面积2050亩，

可占总面积的34.17%，但由于国家的山林保护政策，林木的经济效益往往无法发挥。  

  2.2 区位偏僻，远离中心城、镇  

  欠发达地区的村庄通常都远离中心城市，甚至距离中心镇、集镇都较远。这种区位条件也限制了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使之无法受到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无法享受到中心城镇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机遇，长期以来只能够

依靠自身的力量相对封闭、内向的进行缓慢发展。如明格村离罗平县城60余公里，且多为山路，长期只能依靠所

处九龙瀑布景区的外围区位进行部分游客餐饮接待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形成的规模不大，品牌效应不明显。  

  2.3 人口数量少、素质低  

  由于发展的滞后，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其自然增长。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宽松，通

常这些地区自然增长率会比较高，但如果考虑到机械增长因素，这些村庄的人口，尤其是素质较高的人口，多向

发达地区和城镇迁移（即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且迁移速度高于自然增长，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常呈现负增长的趋

势，这也就导致了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人口数量少、劳动力不足、素质低下，并且人口的结构也呈现“两头大中间

小”的特点。如明格村的总人口只有不到600人，青壮年劳力则更少，连组成一个稍大型的工厂所需的人力资源都

不足。如此，要想走大规模工业化道路，使该村的经济达到发达地区村庄（如江苏华西村等）的水平是十分不现

实的。  

  2.4 社会及市政基础设施落后  

  相对于发达地区的村庄，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发展水平有限，其自身没有经济能力改善社会和市政基础设施；

外来资本又没有动力对该地区进行投入。由此所造成的现实是很多村庄没有上下水设施、没有小学、图书室、医

疗室等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其卫生条件堪忧，生产生活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  

  2.5 法治观念、管理观念滞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欠发达地区的村民由于长期为生计奔波，忙于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其经济形式具

有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的特征，长期脱离社会化生产分工和协作，导致其观念的落后、封闭，尤其是法治观念的

缺失和村庄管理层管理理念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形势。这样以来，即使有科学的《村庄规划》，也无法得到管理层

的透彻领会和真正认可，难以真正落于实处。因此在欠发达地区编制村庄规划，更应当注重规划编制的过程。欠

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编制过程，应当成为对村民普法教育、对村庄管理者更新治村理念的过程。  

  2.6 规划重视不够，经费不足  

  由于欠发达地区在市域、县域甚至乡（镇）域范围内所处的地位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上级主管部门

（一般是所在县的城市建设或规划管理部门）对于其规划也较城市和中心镇的规划重视不足，直接导致上级经费

投入不足甚至没有规划费用的投入。而实际中这些地区的村庄又根本无力承担正规规划院高昂的规划费用，或者

即使有些经费也不愿投入到非直接效益的规划之中。村庄经济实力远不能跟城镇相比，如果得不到专项经费支

持，规划编制经费很难筹措，编制经费短缺使得村庄规划流于应付。为了应付规划检查，行政村组织往往自己或

委托上级管理部门简单做个规划，这样，规划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不足便成为理所当然。 

  2.7 少数民族聚居  

  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很多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西南诸省尤其突出。一方面这会加强该地区发展的紧迫性；但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蕴藏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文化，也为其发展带来隐性的有利条件。  



  3 欠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要点（以明格村为例）  

  3.1 明格村现状的简要分析  

  (1) 道路系统：现有的道路网系统尚未完善，各级道路普遍偏窄；村内小巷狭窄弯曲，消防车无法进入；除

过境路外，村内其他道路均为质量较差的水泥路；道路附属设施不够齐全。  

  (2) 村民住宅：住房布局散乱，住宅用地严重；房屋多为砖木结构，通风条件不良，质量较差；建筑风貌参

差不齐，新建的砖混农家乐建筑对原有村落风貌破坏严重；环境脏乱，卫生状况差。  

  (3) 公共设施：小学规模太小，教学设施不完善；无幼儿园、医疗所等设施；村内商业点店铺店面凌乱，无

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商业气息。  

  (4) 市政基础设施：排水不成系统，生活污水无处理；村中乱拉电线，存在火灾隐患。  

  (5) 环境卫生：生活垃圾缺乏管理，闲置空地内和排水明沟垃圾较多；居民家庭多露天或简易厕所，卫生条

件差。  

  (6) 景观环境：绿地率低，缺少公共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河流岸线绿化较差，垃圾较多；村内“裸”房子

居多，严重影响村的视觉环境。 

  3.2 规划内容与思路  

  针对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并结合明格村实际，笔者认为其村庄规划在满足基本的规范要求的基础之上，

尤其应当突出重点、抓住中心，避免“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所谓重点和中心也只

能有一个。对于几百人的一个村子，无论如何难以聚集多大力量做出多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因此村庄规划的内

容与其遍地开花，不如集中力量研究好主要问题，抓住主要矛盾（经济滞后），办好一件事，谋划一个发展思

路，解决好一个问题……。  

就明格村而言，由于其属于自然村庄，经济主要依靠基础农业为支撑，附带旅游餐饮接待服务，所以明格村的发

展在做好农业这个基础的前提下，尤其应强调特色农业的发展，走以农带商，以商促农的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

集中力量做好几个方面，不能贪大求多，具体归纳为五个“一”的发展思路，即：  

  (1) 一个目标：即和谐农村建设，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合理发展）和人与人的和谐（文明的提高）。  

  (2) 一个中心任务：即经济发展，抓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向，带动农家乐的餐饮接待业。  

  (3) 一条主导产业链：即绿色农业――延伸产业（农业产品浅加工、绿色服务业）。  

  (4) 一个窗口：即能够反映明格村自然生态及丰富资源的窗口，通过一个重新整合的村落风貌，来表达这个

窗口的形象。  

  (5) 一种新面貌：即明格村新的物质环境与精神面貌，物质环境包括生产环境的改善，生活环境的美化，生

活物质内容的丰富，精神面貌包括，人的满足感增加，对未来充满希望。  

  同时，规划的主要内容，重点也需围绕这五个“一”来展开，包括：  

  (1) 合理布局村庄发展用地，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2) 理顺村内道路交通，处理好内外交通的联系；  

  (3) 改造村庄生活环境，包括卫生、生活、生产、旅游接待环境；  

  (4) 营造特色村庄景观，包括建筑风貌的统一，突出明格村的自然景观特色；  

  (5)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给排水、电力电信、污水处理等；  

  (6)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为将来作为旅游餐饮接待区的建设打下组织基础。  

  3.3 功能布局的调整  

  依据突出重点这一规划主题，本次规划在用地调整上以增加“合力”为核心内容，将原有的两个不同村落

（上明格村和下明格村）的空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空间关系，使其组成一个完整的环境空间，更好的发

挥作用，从而使整个规划区形成“一轴、一带、三片”的格局：  

  (1) “一轴”：即原村庄道路，穿越整个村庄的主干道构成的村庄发展主轴。  

  (2) “一带”：即一条滨江绿化带。  

  (3) “三片”：以现状形成的居住村落形态，将整个规划区分为三个片区，即北部村民居区，南部村民居

区，以及位于河道两侧的新规划居住和管理片区。  

  3.4 村庄特色规划  

  村庄特色是吸引外来投资及外部消费对象的重要因素。明格村有山有水，环境优越，同时处于旅游景区的外

围。规划在保持现有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力求将山、水、绿地、村庄各项用地融为一体，注意地方特色的挖



掘，将当地民居文化的特色融入村庄建设之中，使山区村庄环境和景观建设的特色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营造出

“山中有村、村内有水，水绕村行”的自然村庄特色形象。因此，规划考虑从“一种风貌、两大特色、三个要

素”三个方面形成有主有次，点、线、面相结合的特色系列：  

  一种风貌：即以自然村落的肌理为主调的纯朴乡村风貌。  

  两大特色：紧紧抓住山、水、村相依的特色，使山青水秀成为村庄最突出的两大特色。  

  (1) 山青：对村庄周围的山体加强绿化，使之成为村庄的绿色背景。有山之处，建筑布局依山就势，相得益

彰。  

  (2) 水秀：充分利用现有水系景观，规划把水系揉进村落，使村庄有青山的衬托，房前屋后有潺潺流水，面

对一片开阔的田园风光。  

  三大景观元素：  

  (1) 休闲空间：为了使城镇空间更为通透和具有现代感，规划将在重要地段设置各具特色的广场，一是使村

庄空间富有变化；二是为村庄增加 “客厅”，它是表现村庄形象的重要窗口。  

  (2) 游览空间：依据现状条件，在村庄北部、中部、南部设置一个休闲游园，设计充分突出滨水特色，使公

园成为村庄景观的“点睛”之笔。  

  (3) 休闲绿化带：滨水绿化带，以地方性民俗民风为主要文脉，沿江设置部分休憩的小品设施，利用绿化营

造不同氛围的空间环境，形成丰富的、多层次的外部空间环境。  

  4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差异  

  通过上述分析和实例说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村庄规划的差异可概括为：①内容差异：后者追求全面发

展，注重协调，而前者更突出重点，特别强调经济的发展；②产业差异：前者较之后者更注重农业基础，走以农

带商（或以农带工，尤其是加工业）的绿色产业发展道路，而非大规模工业化生产；③用地布局差异：前者以基

本的宅基地划分为主，而后者多参照城镇居住小区规划进行布局；④发展策略差异：前者多利用后发优势，尤其

是古建筑、古民风保存完好的优势，并常利用山地打开发展的思路，强调对山地的开发；后者则多利用先发优

势，走工业化道路；⑤灾害防护差异：由于地形条件的不同，前者的村庄灾害防护多以防洪为主，而后者则以防

涝为主；⑥特色差异：前者更强调原始古朴、自然生态的村庄环境特色，主要是对现有村庄空间格局的保护、建

筑的维护与更新、生活环境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别于发达地区的建设向城市特色发展的趋势；⑦编制过程差

异：前者更注重规划编制的过程，规划过程强调村民的参与，强调规划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及对村民村官规划普及

教育；⑧经费来源差异：前者以多方筹措和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规划行为更少市场性、更多计划性，而后者多实

力雄厚、自筹经费。 

  5 结语  

  尽管欠发达地区有诸多制约发展的欠发达因素存在，但其村庄规划却不应是“欠发达”的。该地区的村庄规

划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产业基础、民俗风情和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在规划布局、建筑形

式、建造方式、环境利用和资源开发各方面都可舒展地方特性、挖掘传统文化，创造具有鲜明山乡村寨特色和浓

郁乡土文化氛围的村庄规划。  

如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先行；改变现状农村尤其是西部欠

发达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将成为推进国家整体文明的大事，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郑毅. 城市规划设计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2王富更. 村庄规划若干问题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06(3)：96－99.  

3 刘志安. 规划设计中的地域性和民族性［J］.2004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4 王新跃，权亚玲. 乡村改造中可持续发展策略探讨［J］.2004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5 原广司.世界聚落的教示100［M］，于天祎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2003.  

6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云南省罗平县明格村村庄规划. 2006.  

  浏览:3796 评论:0 上传:utsky 时间:2007-1-22 编辑:lixianjun 

【声明】本文不代表景观中国网站的立场和观点。转载时请注明文章来源，如本文已正式发表请注明原始出处。

相关文章 所有相关文章



上一篇：也谈“科学化是否是风景园林的出路” 

下一篇：淘公随 

读者评论 所有评论

还没有评论，欢迎您参与评论！ 

   

【×CLOSE】【↑TOP】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关于我们  征稿说明  内容合作  网站地图 

主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电话：010-62745826 Email：webmaster#landscapecn.com (发邮件请把#换成@)  客服QQ：200896180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2号中关村发展大厦A103 邮政编码：100080 

Copyright © 景观中国 2003 - 2006 landscape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