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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鹏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81） 

摘要：随着城乡统筹的深入，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目标的提出，成都乡村地区
作为规划管理的薄弱环节，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本文以成都郫县沙西线、IT大道
沿线区域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为例，从城乡道路入手，试图探索其沿线乡村地区规划
管理的模式，构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体系，希望对成都广大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有一
定借鉴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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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并
提出“以规划为基础和龙头，深化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拉开了
城乡统筹发展的序幕。实行城乡统筹七年以来，成都经历了初步探索（三个集中
①）、根本转变（六个一体化②和四大基础工程③）和全面提升（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④）三个发展阶段，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是一个从城市规划到城
乡规划的过程（图1）。 

特别是随着灾后重建的深入以及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这一历史定位与长
远目标的提出，对乡村地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乡村地区作为规划的薄弱环节，也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应探索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模式，从而实现乡村地区可



持续发展。 
     城乡道路作为乡村地区的重要展示平台，应改变以往夹道建设，发展马路经济的
现状，率先纳入规划、管理，本文以《郫县沙西线、IT大道（乡村段）沿线区域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的编制为例，从道路入手，对其沿线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模式进行了
初步探索。 
  现状概况及问题 
2.  现状概况 

郫县沙西线、IT大道位于成都市西北面，是向西连接都江堰的两条过境快速路；
是郫县连接中心城的两条主干道；是郫县县域内各镇的主要连接纽带。沿线通过的区
域是成都平原精华灌区，河流、林盘、农田等自然资源丰富，展现出朴素、自然、原
生态的川西田园风光。 

虽然川西田园风光自然、优美，然而，沿线零星建筑、工业建筑、新型社区等建
设种类众多，而且建筑风格各异，沿线乡村地区总体呈现出现状建设杂乱，管理无序
的问题，与“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2.2  问题成因 
     造成上述现状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2.2.1  规划的缺失 

广大乡村地区是规划编制的真空地带，在新的《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前，规划
往往是针对城市地区的，规划存在先天的不足。 

而在英国，城市与乡村地区没有区别，独立居住的乡村居民点都作为城市地区，
住宅与建筑的开发均严格按规划程序执行，同时， 严格控制乡村地区土地利用与开
发，切实保证农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实现了乡村地区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有序开
展。 

城乡统筹七年以来，针对乡村地区，郫县在规划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
如《郫县县域总体规划（中间成果）》、《郫县川西农居风貌保护性建设规划》等，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针对广大乡村地区内零星建设、现代农业项目等的规划建设
未提出明确要求，尚未实现规划满覆盖，存在规划的缺失。 
2.2.2  管理的多元与缺位 

从现状来看，郫县规划部门管理的范畴是详细规划覆盖的区域，针对乡村地区主
要包括镇区、新型社区、聚居点等，而农房、农业产业化项目分别由国土部门、建设
部门和农业部门管理，存在管理主体多元，而规划管理缺位的现象。 
3  目标的确定 
3.1  总体目标 

2009年底，成都市委提出建设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要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相融、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对于郫县而言，应优化发展，体现城在田中，成为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3.2  详细目标 

沙西线、IT大道是作为乡村地区的重要展示平台，率先选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
示范线，示范线总体控制要求提出了总体定位、总体布局、产业布局和分段风貌引导
等内容，明确了示范线大的方向性问题。但是，仅凭总体控制要求难以实现示范线的
有效规划管理，因此，有必要结合总体控制要求及相关规划，制定沙西线、IT大道
（乡村段）沿线区域规划管理规定，为沿线科学管理、规划以及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进而成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4  规划管理模式探索 
4.1  探索管理体系，搭建管理平台 

笔者以城市特别地区的规划管理实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如何构建乡村地区的规
划管理体系的方法论。 
4.1.1  美国波特兰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美国波特兰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从该地区的控制重点入手，划分城市特色和空间框
架、交通系统与步行空间、建筑与环境、活动和景观等方面，分要素进行引导控制，
然后进一步对要素梳理得出分项控制内容，最终引导形成了该地区的空间形态及景观
形象。 

表1  控制要素一览表 

4.1.2  香港“规划设计指引”研究 
香港于1998年初开展“规划设计指引”研究，侧重推广香港的世界级都市形

象，以及从局部和整体的层次，提升本港建设环境的功能和美感。根据引导重点，该
研究在纵向上进行了分层面设计指引（如表2），从广义、狭义、微观三个层次上进
行分类分项控制，分类分项同样抓住引导重点，划分为发展高度轮廓、滨海发展、城
市景观、行人环境、舒缓道路交通噪音和空气污染的措施、保存眺望下的山脊线、优
美海旁设计八类，以达到提升素质，提供弹性和提倡活力的目的。 

序号 控 制 内 容 

1 自然环境：自然特征、生态、自然环境保护。 

2 交通组织：路线选择、站点布置、道路景观。 

3 景观系统：动态静态景观资源的保护计划和实施。 

4 历史保护：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和考古方面的保护，地标保 

5 公共环境质量：街道几何形态、灯光布置、景观和设施、标志
系统。 

6 社交环境：休闲和娱乐活动、艺术作品、活动支持、艺术表
演。 

7 其    它：整体形态、形象和特色。 



4.1.3  经验小结 
从上述城市特别地区的规划管理实例可以看出，控制要素的提出应抓住管理引导

的重点，确定一定的分类的标准，从而提出详细的控制引导内容。 
4.1.4  构建管理体系，搭建管理平台 

沙西线、IT大道作为城乡联系道路，不仅包含沿线乡村地区，还需进行沿线支撑
系统的控制引导，因此，从用地和支撑系统两方面出发，提出分区控制，分类管理，
分段引导，道路、市政及其他系统引导的规划管理体系，进而细分各管理要素，对各
要素提出了刚性和弹性要求（图2）。 

4.  制定建设斑块⑤的控制指标系统，控制形态，指导管理 
为实现沿线区域科学规划、有序管理、合理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引入城市地区对建设
用地的控制指标系统，着重针对乡村地区的零星建设斑块，对其布局模式、用地规
模、用地性质、建设容量、建筑高度等对形态进行引导控制，同时形成行之有效的控
制指标系统，指导规划管理。 
4.2.1  形态分区 

引入芦原义信的理想视距理论，以人的眼睛大约60°顶角的圆锥为视野范围，
分析乡村景观舒适视距（D）（如图3），根据单个林盘聚落的直径W为50-150米不
等，欣赏一个林盘聚落所需要的距离 d≈0.8W，同时，考虑到实际欣赏时构成协调
的画面比例，需观看比被观察区域更宽一些才能构成协调的画面，因此对视距d做一
个修正，当舒适视距（D）与被观察区域宽度（W）之比D/W=1时，被观察区域在



视域范围内比较舒适。  
 由此，确定郫县地区乡村景观舒适视距为150m，150m至300m范围主要展示

成都平原林盘聚落若隐若现的景观特色。 
另外，考虑到沿线镇区周边形成建设强度由高到低逐步递减的景观效果，将镇区

外边缘500m范围划定为控制范围，500m范围内可适当提高建设强度。 
综上，根据乡村地区景观舒适性视距分析，同时，结合建设斑块距离镇区的远近

关系和现状水体（如河流、塘、堰等）、林盘聚集区、相交道路等资源以及产业发展
需要，将沿线区域划分为四级分区（如图4）。按照四级分区，确定不同的控制指
标，形成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空间形态。 

第Ⅰ区，为高强度区，为距离镇区边缘500米以内的区域，可建设体量较大的建
筑，建筑高度亦可适当提高，但应进行绿化遮挡消除不良影响。 

第Ⅱ区，为中强度区，结合现状水体（如河流、塘、堰等）、林盘聚集区、相交
道路等资源较好区域以及产业发展需要划定，可适当提高建设强度，但应进行绿化遮
挡，呈现出若隐若现的乡村景观。 

第Ⅲ区，为低强度区，结合距离镇区、沙西线、IT大道的远近以及自然地物的分
割如河流、道路划定，可进行适量建设，范围内主要展示成都平原林盘聚落的景观特
色，以低层建筑为主。 

第Ⅳ区，为禁建区，为距离沙西线、IT大道两侧50米以内区域、主要河流两侧2



00米范围区域及水源保护区，除现状需要保留的建筑外，以绿化为主，包括树丛、
农田等。 
4.2.2  布局模式 

按照建设斑块与镇区边缘的距离大小进行布局，距离镇区越近，布局越密；同
时，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现状建设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布局模式，分别是岛
式布局，避免建设斑块连片发展；集中布局，建设斑块在一定范围内相对集中分布；
非均衡布局，沿线建设斑块为非均质化分布；错落布局，建设斑块之间不宜并排行列
式布局。 

4.2.3  建设斑块分类 
根据沿线现代农业（种植、观光、营销）、乡村旅游业、娱乐休闲产业、农业总

部办公，乡村居住等的业态选择，将沿线建设斑块划分为四种，分别为乡村旅游接待
类、农业总部办公类、乡村居住社区类和农副产品流通市场类（如表3）。 

表3  建设斑块类型划分一览表 

4.2.4  建设斑块用地控制 
（1）用地性质。用地性质的确定借鉴《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

BJ 137—90）》，同时遵循功能复合性原则，弹性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用地性质，

用地类
型 

释义 功能 主要项目 

乡村旅
游接待

类 

以提供乡村特色生态旅游服务为主的用
地类型，以田园风光 、农事参与、民
俗体验为主要形式，融观光、体验、认

知等旅游活动为一体 

住宿、
餐饮、
休闲、
娱乐 

主题庄园、乡
村酒店、体育

公园等 

农业总
部办公

类 

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研
发、开发、服务的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
集聚区，周边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区域
内环境优美，距离生产地近，利于农产

品研发、试验 

办公、
科研、
会务 

园林企业总
部、总部花园

官邸 

乡村居
住社区

类 

以居住为主的用地类型 

居住、
生活配

套 

农村新型社
区、聚居点、
居住林盘、散

居点 

农副产
品流通
市场类 

以本地特色农副产品为特色的产地型流
通市场 

展销、
物流 

农产品批发市
场、物流中

心、盆景、花
卉、乌木交易

市场等 



分别确定禁建的用地性质和可复合利用的用地性质（如表4）。 
表4  用地性质控制一览表 

注：生活居住综合用地按《成都市小城镇规划建设导则(试行)》中的相关规定执
行。 

（2）用地规模控制。以单个林盘聚落最大的直径约为150米测算建设斑块用地
面积，约为2公顷；另外，结合《成都市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技术导则》，规模
较大的农村新型社区宜聚落布局，聚落规模不宜过大，以不超过50户为宜，以人均6
0平方米，占地约2公顷；再结合建设斑块的用地类型确定最大用地规模。 

表5 各类建设斑块规模控制一览表 

4.2.5  建设斑块容量控制 
     根据形态分区，分别控制各类建设斑块的建设容量。 

表6 各类建设斑块建筑容量规划控制指标表 

建设斑块类型 禁建用地性质 可复合用地性质 

乡村旅游接待
类 

工业M、仓储W、居
住用地R 

商业、服务业、旅馆业、文化娱乐
等公共设施用地C 

农业总部办公
类 

工业M、仓储W、居
住用地R 

办公、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等
公共设施用地C 

乡村居住社区
类 

工业M、仓储用地W 
生活居住综合用地CR、商业、服

务业、等公共设施用地C 

农副产品流通
市场类 

工业M、居住用地R 
办公、商业、服务业、市场等公共

设施用地C 

建设斑块用地类型 
最大用地规模（m

2） 

乡村旅游接待类 30000
农业总部办公类 20000
乡村居住社区类 20000

农副产品流通市场类 30000

形
态 

分
区 

分区 

 
指标 

乡村旅游接待类 农业总部办公类 乡村居住社区类 
农副产品流通 

市场类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第
Ⅰ
区 

容积
率 

1.2 1.4 1.6 - - - 1.2 1.5 1.8 - 0.8 1.0

建筑
密度 

2
8%

3
0%

3
5% - - - 2

8%
3

0%
3

5% - 4
5%

5
0%

建筑
高度 

18 - - - 18 － 15 18

第
Ⅱ
区 

容积
率 

0.6 0.8 1.2 0.8 1.0 1.5 0.6 0.8 1.2 － － － 

建筑
密度 

2
5%

3
0%

3
5%

3
0%

3
5%

4
0%

2
5%

3
0%

3
5% － － － 

建筑
高度 

10 10 15 10 10 15 10 10 15 － － － 



注：1.位于第Ⅲ区的重要节点可适当突破高度限制，但不高于15米；重要节点
应根据景观需要确定。 

2. 农副产品流通市场类建筑单层高度大于8米时，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
积加倍计算。 

3.坡屋顶建筑的高度计算以建筑檐口高度为准。 
4.3  其他引导要求 

除此之外，笔者还以营造最美乡村道路为目标，在整体风貌、临路界面、林盘、
树林、水体、分段特色、道路断面等方面进行引导控制；同时提出了市政设施、综合
防灾、环境保护的建设标准，实现沿线区域配套标准化。最终，实现沿线突出整体、
注重形态、塑造景观、配套完善的规划目标（图6）。 

5  结束语 
随着城乡统筹的深入，乡村地区作为规划管理的薄弱环节，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

注，本文以《郫县沙西线、IT大道（乡村段）沿线区域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编制为
例，从城乡道路入手，探索郫县沙西线、IT大道沿线乡村地区规划管理的模式，目
前，这种管理模式正在郫县沙西线、IT大道沿线进行试行，希望通过管理实践，对成
都广大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有一定借鉴和推广意义。 
 
注释： 
①    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

经营集中； 
②    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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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 
③    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

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④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成都市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历史定位和长远目

标，其内涵是体现“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的核心思想，包含世界级、
现代化、超大型、田园城市四个基本要素，具有田园式的城市形态，国际性的城
市功能，形成市域现代产业体系，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基础设施现代化、
智能化六个具体特征； 

⑤    建设斑块：用于项目开发所需设施的建设用地，如：建筑、道路、场地铺装、停
车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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