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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设计”论坛暨

《规划师》·贺州论坛 (2021) 成功召开

□　黄玉婵，张　锋

都市圈城乡生态耦合助力碳中和与乡村振兴

吕 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规划师》杂志顾问编委)

报告提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在2021年

“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要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技术措施+社会措施+生态措施”是基本路径(图1)。

其中，实现城市碳达峰的相关空间规划对策涉及建筑、

城市和区域3个空间尺度。在建筑尺度，要控制排放源，

发展绿色建筑，优化场地布局；在城市尺度，使用再

生能源，构建低碳型（可持续型）社区和城市；在区

域尺度，减少运输里程(即减少碳足迹)，构建城市群、

强化联系协同。面向碳中和，重要的一点是要构建社

会生态共生系统, 社会生态共生系统是指自然生态圈与

都市圈耦合，在空间、产业和功能3个维度形成协同

效应的系统。

要达成碳中和目标，共建社会生态共生系统，仅

依靠都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城乡连携(即城乡耦合)是

实现该目标的必要途径。城乡连携的模式可以分为6

种：一是自立型，即城市再自然化，在城市内部恢复

或引入城市农业的模式。二是产业连携型，通过城市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即第六产业(图2)，

在灿烂和热情如火的时节，于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传统村落比较集中的灵秀之地，在2021年 6月 18～

19日，由《规划师》杂志社、贺州学院共同主办，贺

州学院设计学院和广西城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广

西城市规划协会、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设计”

论坛暨《规划师》·贺州论坛(2021)在广西贺州市成功

召开。论坛开幕式由贺州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张锋

主持，贺州学院校长吴郭泉和《规划师》杂志执行主编、

编辑部主任刘芳分别致辞。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相

关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一线规划人员参与了此次

论坛。

此次论坛分主旨报告和分论坛两个环节，特别邀请

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吕斌、武汉理工大学汗

青艺术馆馆长陈汉青、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刘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及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余建忠作主旨报告，以及来自苏州大学建筑

学院的雷诚副院长等9位专家、学者作分论坛报告。

一、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由华侨大学副校长刘塨主持，现就报告内

容简要摘编如下。

[作者简介] 黄玉婵，《规划师》编辑部编辑。

张　锋，贺州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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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与农村有机地联系成一体。三是

空间连携型，通过将组团化的城市建成

空间与田园空间适度地混合，进而提升

资源的利用效率。四是金融连携型，需

要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援政策和措施，

强化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等将农产品

向城市直销，以及强化工业产品供给的

乡村物流价值链管理。五是生态足迹连

携型，通过构建城乡连携的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系统，促进自然资源循环利用，

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态足迹。

六是自然资源服务连携型，通过农村向

城市持续地提供健全、有活力的自然资

源服务，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为促进城乡连携的社会生态共生系

统的构筑，提升碳中和效益，建议实施

碳交易机制，碳交易是实现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途径。碳中和目标

激发的第六产业是促进城乡连携、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发展第六产业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振兴农业农村，要坚持

以农业为主体、以自然资源作为立身之

本的“农林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

通过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逐步使原

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第六产业链价值，

提高农民收入，走生态保护下的乡村振

兴之路。

设计创新推动西南乡村振兴的系统

规划设计策略

陈汗青(二级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汗青艺术馆馆长、

艺术与设计学院名誉院长)

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围绕

“在新的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设计创

新如何推动人的发展”这一核心命题，

提出在新阶段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战果，

就要对乡村社会的“人”进行全面建设，

而规划设计要成为“为村民发展的设计”。

这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补充

村民的生产性知识、丰富其文化生活和

促进其健康生活，强化村民的能力；二

是塑造社区参与、安全与平等、可持续

的环境，为村民创造发展条件。此外，

面向城乡二元割裂、乡村空心化、农业

内卷的问题，要坚持价值引领，即规划

设计要引导、介入乡村的价值取向；要

“自主造血”，以城乡互动促使产业变革，

赋能村民，实现乡村的系统变革。

其次，以西南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的

设计为例，以问题为导向对设计创新推

动乡村振兴的规划策略进行探讨。针对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随着

旅游业发展乡村原真性消失，云南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阿者科村脱贫

之后乡村产业形式依然单一、乡村可持

续发展受阻，以及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南

碱村多种非物质遗产、民间艺术市场接

受度不高等问题，通过修复“茶马古道

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的“沙溪复兴计

划”、推动阿者科村教育和产业发展的“红

米计划”，以及挖掘南碱村独特资源的

民艺传承与社会创新设计项目等规划应

对策略，以设计赋能城乡共创，推动文

化自信、产业升级和城乡共生。

最后，提出应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巩

固脱贫攻坚战果，坚持价值引领，以美

好生活为价值取向，通过城乡之间的可

持续互动为村民提供发展空间和发展环

境。即要通过体验共创、产业共创和知

识共创的城乡融合三类共创设计规划策

略(图3)，以改造乡村环境和设计人居

环境、产业营销设计带动产业发展、非

遗传承设计促进文旅融合、重塑生活方

式为幸福而设计等设计介入乡村的方式，

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共同设计、共同创造。

以精准设计为乡村赋能，精准判断设计

的取向与立场，通过精准识别设计问题、

精准设定设计对象、精准整合城乡要素，

激发原住民的内生动力，实现从扶贫到

“扶智与扶志”的转变。

自然之道·文化再生

刘涛(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 )

刘涛院长首先对乡村文化振兴背景

下的环境设计改革进行了思考，认为要

充分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要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

用到城乡规划建设当中，提升城乡审美

水平和文化品位，使美术成果更好地服

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生活需求。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提出，高

校要建立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相关设计规划专业要打通知识体系的内

部循环和跨专业循环。内部循环指要将

图1  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 图 2  第六产业示意

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 :

技术措施 +社会措施 +生态措施

·节能减排、降低单位 GDP 能耗 

·提高低碳和非碳能源的使用比例 

·推行碳基能源的循环利用 

·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生态固碳：植物自然光合作用、海洋吸收 

技术措施 

社会措施 

生态措施 

第二产业 

(农产品加工) 

第一产业(种养)

第六产业 

1+2+3=6 

1×2×3=6 

第三产业 

( 研发、物流与

观光 ) 

第
六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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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和公共服务、产品、公益等结合起来，

打造多种设计形式。跨专业循环指设计

专业要与文旅、教育学、计算机及环境

科学等学科专业融合协作，促进知识体

系自由流动。他指出应从人才培养的定

位、培养的模式、培养的平台和培养的

质量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建设和思考。

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培养了人才，也关

注了现在的热点，不仅得到了研究成果，

还给政府提供了报告和咨询，体现了人

才培养的综合效益。其次，在乡村振兴

方面，“文化再生”是实现传统与发展

自然融合共生的重要手段。“文化再生”

包括意向性恢复、原真性再现、静态性

展示和活态性表达。他还指出可以通过

政治、社会和技术3个维度来全方位的

思考乡村振兴问题，以组织专业团队修

复传统建筑、设置艺术机构发展艺术创

作基地及开发乡村旅游休闲娱乐产业等

“艺术再生”策略来促进乡村振兴。

传统营造智慧在人居环境建设中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营造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当前我国人居环境设计存在“千城

一面”、空间秩序混乱等问题，“缺乏智慧”，

并且现状建筑类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基

本是西化的，在应对具体问题时更喜欢

照搬西方的做法。由于缺乏对传统建筑

文化的了解，没有形成立足本土文化的

思想自觉，建筑设计和规划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盲目地跟着市场走、跟着模板走。

而平遥、丽江等古城，西递、宏村等村落，

沧浪亭、拙政园等园林，这些根据传统

营造智慧建造的人居环境，即使被评为

“世界文化遗产”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

因此，祁嘉华教授围绕传统营造智慧的

命题，结合其参与住建部“传统民居类

型调查”和“传统村落保护”两项工程

的经验，认为在传统营造智慧中，千姿

百态的民居类型和丰富多样的人文风貌

值得规划师去挖掘、思考和借鉴。传统

营造智慧在村落布局中体现的核心价值、

地形利用上的文化追求、细节中的礼仪

和空间秩序等内涵值得人们认真体会。

由此，报告总结了传统营造智慧对

人居环境建设的启发：①重视地理环境。

考虑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情况，了解当地

的居住传统并给予尊重，是营造特色人

居环境的根本。②追求精神品质。在进

行人居环境规划设计时，多营造一些具

有自然和人文色彩的公共空间，尽可能

多地预留出绿地和水面，只有这样才能

塑造适宜的空间秩序和环境。③敬畏人

文历史。规划设计人员要拥有一定的历

史修养和社会担当，对祖先的营造智慧

心怀敬畏，在传承中规划未来。④珍惜

自然资源。当前“城市病”主要是不顾

城市承载能力而人为造成的，要珍惜有

限的自然家底，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

美好的中国城乡人居环境，离不开

传统营造智慧的滋养，只有传承营造智

慧，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村庄

设计

余建忠(正高级工程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

报告指出在“五级三类”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定位和编制内

容都发生了变化。在规划定位上，明确

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在编制内容上，村庄规划设计要重点关

注村庄整体格局的优化和山水空间格局

的重塑，要结合不同类型村庄开展村庄

规划设计，明确村庄设计是村庄规划的

有力技术支撑。报告重点对其中的村庄

设计进行了探讨，提出在进行村庄设计

时，首先应明确村庄设计包括宏观上的

空间形态、中观的空间结构，以及微观

的空间节点和空间界面设计(图4)。要

重点关注村庄设计与村庄规划的衔接，

明确村庄规划引导的总体结构设计、空

间肌理延续、公共空间布局等村庄景观

风貌的设计要求和内容，村庄景观风貌

“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设计”论坛

暨《规划师》·贺州论坛 (2021)成功召开

图 3  共同设计、共同创造的策略框架

目标 

混沌

信息

信息 信息

信息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 

续发展愿景和总体目标 

探查器 融合与抉择 

适应性主体结构

城乡共创环境 

效应器 

体验共创 知识共创 产业共创

互鉴力 融合力 自美力 

地方生活方式 
用户体验研究 

满意度 
利益者诉求 
市场信息 

新技术 /政策变化 

城乡知识共享 

城乡知识转移 

城乡知识整合 

城乡知识内化 

体验生成 
产品生产 

产业纵向关联 
产业横向关联 
产业网络关联 
利益分配 

不可预见性的外部变化扰

动外部环境发生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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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引导可以指导村庄设计并为实施建

设提供空间形态依据。其次，通过对浙

江省村庄设计经验和做法的解析，总结

出浙江省村庄设计的典型手法。提炼出

平地类、水乡类、山地丘陵类和海岛类

的村庄分类，并在总结分类经验的基础

上归纳出总体格局、场所空间、建筑空

间和景观环境四大板块共16种通用的村

庄设计手法。总体格局的设计手法包括

依山展势法、以水为脉法、肌理溯源法

和街巷编织法；场所空间的设计手法包

括精神重塑法、核心突出法、文化彰显

法和小微更新法；建筑空间的设计手法

包括聚落组团法、形式转换法、自然呼

应法和修旧如旧法；景观环境的设计手

法包括乡土技艺法、地方语汇法、层次

凸显法和创意改造法。最后，聚焦重点，

提出村庄设计与村庄规划的衔接要点。

即注重格局塑造、加强村群联动，注重

生态治理、擦亮山水本底，注重特色彰显、

延续历史文脉，注重场所营造、打造活

力空间，以及注重环境提升、传承乡土

技艺。

二、分论坛

分论坛由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副院长刘东亮主持，9位专家、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结合不同的案例围

绕“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设计”这

一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雷诚作了

题为《国际慢城：中国村镇振兴特色发

展道路之经验镜鉴》的报告；华阳国际

设计集团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景观

分院院长黄晓磊及华阳国际设计集团规

划设计研究院地区负责人廖坚作了题为

《基于<乡村振兴促进法>下的乡村振

兴规划探讨—以神湾镇外沙村乡村振兴

总体规划为例》的报告；上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蒋姣龙作了题

为《上海大都市乡村意象设计研究—构

建乡村空间意象五要素技术框架》的报

告；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徐娜作了题为《重庆市域框架下的乡村

振兴规划策略》的报告；湖州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乡村振兴规划所所长唐杰

彬作了题为《乡村振兴视角下“两山”

样板村创建探析—以湖州市区为例》的

报告；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江苏省城镇

与乡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主任规划师

朱恒作了题为《生态视角下环太湖地区

县域村庄布局优化思路—以江苏省宜兴

为例》的报告；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教授李翅作了题为《黄河滩区乡村空间

演变特征与发展策略》的报告；华侨大

学建筑学院院长陈志宏作了题为《东南

亚华侨聚落遗产合作保护与传承》的报

告；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智库办副

主任、规划院副总规划师刘星光作了题

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敏感地区的村

庄规划策略研究—以大新县上利村为

例》的报告。

当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在乡村

环境、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的同时，乡村

的保护与发展、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

突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其中，大力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是一项重要任务和举措。注重农村人居

环境设计，实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

绿色转型，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也是乡村建设行动的重

点内容。此次论坛，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方面探讨了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

设计的思路与方法创新，搭建了一个宝

贵的平台，有助于业界的经验交流。

此外，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华蓝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和贺州学院设计学院

共建的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仪式，由华

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东

和贺州学院校长吴郭泉共同揭牌。

结合此次主题，与会代表们还对历

史悠久的贺州市黄姚古镇、桂林市阳朔

县兴坪古镇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

“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规划设计”论坛

暨《规划师》·贺州论坛(2021)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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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村庄设计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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