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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宜兴市县域村庄布局优化思路与方法
□　赵　毅，朱　恒，贾　俊

[摘　要]在区域格局高度网络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环太湖地区的乡村发展呈现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
空间高度融合，以及自然生态、历史人文高度交织的特征。面对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双重压力，该地区
的乡村发展迫切需要寻求生态化、特色化、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路径。文章以太湖西岸的江苏宜兴市为例，剖析了其在乡村空
间聚落、生态环境保护、乡村产业发展和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的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以环太湖地区生态共保共治和价值实
现为导向，以城乡等值发展为核心理念，聚焦乡村地区生态提优、生活提质、生产提效3个方面，细化提出村庄布局优化的
9条实施路径，希冀为乡村振兴和村庄布局优化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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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Villages in Yixing, Jiangsu Province/Zhao Yi, Zhu Heng, Jia J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networking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space, production space, life space are 
highly integrated, and nature, history, culture are interwoven in rural areas around Lake Taihu.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the region’s rural development needs characteristic and sustainable paths. With 
Yix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its characters and problems in rural settlement,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facilities, focuses on improvements in ecology, life, and production, proposes 9 paths that improves 
village pattern for ecological co-governance, value realization, and urban rural equal development of the areas around Lake Ta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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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1 倍，总人口约为 2　960 万人，人口密度为 1　080
人 / 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 7.5 倍，城镇化
率高达 71.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3 个百分点，在
该区域人口、资本等要素高度集聚 [1]。

太湖是环太湖地区的水源供给地，发挥着调蓄洪
水、抵御洪涝的关键作用，为长三角城市群提供重要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随着大量营养物质的沉积，

0 引言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水域面积为 2　338　km2，
岸线总长 405　km，环太湖地区位于长三角三省一市 ( 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 ) 的交汇处，苏州、无
锡、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市为环太湖城市群。2017 年底，
环太湖区域内人均 GDP 达 13.9 万元，是全国人均 GDP

[作者简介] 赵　毅，研究员级高级城乡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朱　恒，高级城乡规划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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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俊，高级城乡规划师，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48

太湖周边土地肥力远胜于长江北岸高沙
土地区，奠定了环太湖地区鱼米之乡的
自然基底，使其成为我国最古老的农业
文化遗址之一、栽培稻谷区和重要农业
区域。环太湖地区早有先民居住，长久
以来形成了“临水而居、浜村相依”的
乡村聚居模式 [3]。悠久的发展历史孕育
了环太湖地区以吴越文化为核心的乡土
文化特质，而水文化作为吴越文化的显
性基因，成为牵引环太湖地区一代代人
繁衍生息的时空线索，也是构成该区域
“渗透型”生态网络的核心要素 ( 图 1 )。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和
区位条件，环太湖地区吸引了大量投资，
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放型经济
快速发展、多元驱动下产业升级等发展
阶段。长期以来村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促进了区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形成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
的特殊就业结构和就地城镇化模式，乡
村地区也呈现农业发展乏力、外来务工
人员剧增、建设用地快速拓展且工业用
地和居住用地混杂等特征 [4]。与此同时，
环太湖地区面临着较大的生态保护压力，
特别是在就地城镇化与乡村工业化的共
同作用下，环太湖地区土地的高强度开
发、围湖养鱼造田等活动导致太湖流域
水网联通性和调蓄洪水能力下降，太湖
水环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已有的对环太湖地区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塑造、跨区域共
保共治和生态补偿等方面，对于区域生

态修复问题主要从行动规划的角度提出
空间规划、建设行动、政策机制等举措[5-6]，
除了关注生态保护外，区域资源空间分
布与旅游合作也是环太湖地区研究的重
点 [7-8]。而在已有的研究中，对环太湖地
区的乡村单元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县域
范围内乡村空间优化的整体性研究尚不
多见。乡村地区空间要素复杂、系统内
部关联度高，环太湖地区乡村发展更是
呈现出生态空间与农业生产、乡镇工业、
生活空间高度复合的特征，乡村作为振
兴战略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
载体，对环太湖地区的生态共治共保与
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9]。

一直以来，江苏都将优化村庄布局
作为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发展的重要抓手，
通过村庄分类有的放矢地引导乡村公共
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乡
村特色保护工作，进而实现村庄规划建
设管理的精准化和有效化。本文以太湖
西岸的江苏宜兴市为例，剖析了其乡村
发展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环太湖生态
共保共治和价值实现为导向，以城乡等
值发展为核心理念，提出村庄布局优化
的实施路径，希冀为量大面广的县域单
元的乡村振兴和村庄布局优化工作提供
参考和借鉴。

1 宜兴市乡村发展特征与存在的
问题

宜兴市地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交界处 ( 图 2)，位于长三角重要的生态
涵养区，市域面积近 2 000 km2，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三山两水五分田”
之称。截至 2019 年底，宜兴市常住人口
有 125.61 万人、乡村人口有 43.64 万人，
城镇化率为 65.26％，全市共有 213 个行
政村、40 个涉农社区、1 个茶场，2 967
个自然村①，自然村总体规模偏小，平均
每个自然村仅 72 户 (222 人 )。

1.1 基于自然地貌形成差异化的
乡村聚落空间

宜兴市域乡村空间由北向南可划分
为圩田农业发展区、城镇综合发展区、
南部生态休闲区，体现出太湖平原向山
地丘陵过渡的特征。其中，圩田农业发
展区内主要为平原圩田型乡村，河湖水
面占比达 25％，村庄分布密集，粮食
种植及特色养殖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城
镇综合发展区包括近郊街镇，在主城区
的虹吸效应下，乡村人口密度较低，本
地劳动力外流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乡
村的情况同时存在，村庄内生产生活方
式逐渐趋向市民化。南部生态休闲区位
于宜南山区，区域内村庄分散且规模
较小，受地形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相
对滞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8 亩 ( 约
533.36 m2)，但特色农旅品牌如阳羡茶、
隆元大米和宜兴百合等在区域具有较高
知名度。

  
1.2生态管控要求高，传统资源利用
方式面临转型

宜兴市地处太湖流域上游，拥有
40 多公里的太湖岸线，其 600 多平方
公里的陆域位于太湖一级管控区，涉及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水源保护区和湿地等多种类型生态功能
区，在巩固生态安全、协同流域治理方
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宜兴市自然村数量
多、规模偏小，200 人以下的自然村占
65％，超过 500 人的自然村仅占 7％。
乡村地区人多地少，总体耕地规模有限，

图 1  环太湖地区“渗透型”生态结构特征 图 2  宜兴市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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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对土地增值预期较高，土地集
约难度较大，而农村人口持续减少、人
均建设用地的数值居高不下的现象始终
存在。过去，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
了城镇化进程，由于土地开发利用范围
广、强度大，生物栖息地破碎化，同时
围湖造田、养鱼导致湖泊湿地面积缩减，
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变化也造成
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
优先的时代背景下，宜兴市的传统资源
利用方式迫切需要转型。

1.3乡村经济寻求突破，亟需明确
生态化、特色化发展路径

宜兴市乡村地区一方面展现出强劲
的发展活力，圩田农业发展区乡镇工业
高度发达，形成多个特色鲜明、布局分
散的产业集群。据统计，该地区农村工
业从业人员比重达 52％，全市农村居民
工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3％。位
于太湖西岸、宜南山区的村庄在生态旅
游和外部投资的推动下，2013 年以来乡
村地区游客接待量翻了一番。但另一方
面，由于乡镇企业用地粗放、在环保方
面的准入门槛较低、外来务工人员增多，
给农村生活和生态环境、社会管理带来
较大的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和三产融
合发展的要求下，宜兴市在挖掘乡村多
元价值，尤其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和创新经济等方面亟
需探索新的路径。

1.4 乡村公共设施配套亟需提质
增效

近年来，宜兴市在乡村公共服务、
农村道路、污水管网和环境卫生等方面
加大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得到
改善。但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过
程中，乡村服务设施配置表现为典型的
供给主导型，重“量”轻“质”，对地
形地貌、村庄产业、人口结构等因素的
差异性考虑不足，部分设施存在过度配
置、重复建设的情况，导致后期使用、

维护效果不理想。同时，由于乡村实际
居住人口的构成多样化，对住房条件、
产业配套、出行方式和公共设施等诉求
亦趋于多元化，一刀切式的配置标准与
现实需求脱离，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提
供分类建设指引。

2 宜兴市村庄布局优化总体思路

苏南地区的城乡关系从均衡走向分
化，又逐步走向融合，面对高度网络化
的区域格局，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
代背景下，环太湖地区应严格实施全要
素保护，协调生态安全底线和特色发展
之间的关系，按照分级生态管控的要求，
引导区域从“工业驱动”向“创新驱动”“生
态驱动”转变，重新认识乡村在文化、
生态、创新经济等方面发挥的多元价值。
在环太湖地区区域联动发展的背景下，
城乡等值理念成为该地区乡村发展的重
要价值导向。2019 年 12 月，包括宜兴
市在内的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成为我国
东部地区 5 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之一，试验区的重点任务是要贯彻城乡
等值发展理念，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

共资源合理配置为关键，率先建立了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全
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宜兴市立足于环太湖生态敏感区的
特征，通过拟定目标明确方向，通过剖
析问题发现不足，将生态、产业、人居
和特色作为城乡等值发展的核心构成要
素，进而通过生态提优、生活提质、生
产提效 3 个方面的若干务实举措促进村
庄布局优化，为乡村振兴和乡村特色保
护明确空间载体 [10]。宜兴市的乡村振兴
规划重视对宜兴市乡村资源的挖掘梳理，
围绕乡村发展的现状条件和资源特色，
重点关注区位条件优越、特色鲜明、产
业前景良好的村庄，尤其要保护好历史
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特色村，突出宜
兴市北部圩田、中部平原、南部山区的
不同地貌条件下的村庄空间肌理和产业
特征，明确各类村庄产业发展和品质提
升的路径 ( 图 3)。

在编制及实施乡村规划的过程中，
宜兴市真正做到“开门编规划”，充分
发挥村两委、村集体、村民的主导作用，
让村民参与规划的全过程，体现了村民
“当家作主”，保障了村民参与村庄决
策的权利，这也是迈向村庄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途径。

图 3  宜兴市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和优化村庄布局的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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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兴市村庄布局优化对策

3.1面向生态高敏感地区，夯实乡村
发展生态本底

(1) 严格实施全要素保护，构建全域
生态安全格局。

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乡村发展的基底，
在村庄布局中要重点考虑对原生生态系
统的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导村庄分
类发展。宜兴市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层
面，通过识别全域地形、地貌、坡度、
林相和水系等资源特征，构建县域重要
生态功能区，形成“山水绿廊 + 圩区湿
地 + 重要斑块”的多层次生态安全格局，
重点保护太湖、滆湖、三氿湿地和山地
丘陵资源，维护好县域“T 字绿脉、多楔
入城”的区域性廊道，形成北部圩区湿地、
南侧山林的生态绿脊。

宜兴市严格落实《江苏省太湖水污
染防治条例》确定的太湖一级保护区范
围，将涉及区域划入生态控制建设区域
进行严格保护，有步骤地引导区域内村
庄实施退耕、退渔、退养、还林、还湖、
还湿地。同时，建设生态保护带、生态
隔离带维护太湖生态安全，夯实乡村发
展的生态安全格局 ( 图 4)。

(2) 识别影响村庄发展的各类限制要

素，处理好保护、管控与发展的关系。
村庄分类与空间优化需要综合分析

乡村系统内外影响因素的阶段特征、相
互影响与作用机制 [11]，应当顺应村庄发
展规律和演变趋势，严格规范村庄撤并，
尤其要科学、审慎地界定撤并搬迁类村
庄名录与范围。宜兴市境内拥有优良的
山地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不少村庄
因缺少明确的规划依据，在农民建房、
改善设施及发展旅游等方面常常面临“进
退维谷”的困境。

为加强村庄建设管理的针对性，宜
兴市进一步区分影响村庄发展的安全性
因素和限制性因素，细化管控范围与村
庄建设要求。在县域层面将高压电力、
高压燃气、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四高”
廊道，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
施“两类”设施防护区域作为影响村庄
发展的安全性要素进行逐一识别，明确
线型基础设施、点状邻避设施周边村庄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管控要求。针对生态
保护类限制性要素，根据管控类型细化
项目负面清单，将搬迁撤并类村庄管理
从名录管控细化至用途管控，避免“一
刀切”的村庄分类方式，保障广大村庄
的发展权益。

(3) 形成“一镇一图一表”，为乡村

空间管制提供依据。
环太湖地区应当实施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制度，并处理好县域统筹与镇村实
施之间的关系，将县域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向下有效传导至乡镇，这是实施
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改善太湖流域环
境质量的重要抓手。宜兴市域生态、文
化要素，以及各类基础设施、防护廊道
要素较为复杂，为确保镇村严格落实区
域重要资源的保护与管控要求，宜兴市
探索以乡镇为单元划定空间管制分区、
制定分区管理清单，并纳入各级国土空
间规划。 

结合自身实际，宜兴市将乡村发展
的空间影响要素分为生态保护、基础设
施和邻避设施防护、文化保护 3 种类型，
形成“一镇一图一表”，划定空间管制
分区，制定管理清单，从要素刚性管控、
总体容量、负面清单、功能引导和农房
建设指引等方面细化具体要求和引导内
容，有效指导地方实施管理。

3.2优化村庄分类与布局，引导公共
资源有序投放

(1) 明确村庄分类，识别县域乡村空
间格局。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2022 年 )》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要求，
宜兴市在镇村布局规划中通过“基础—
潜力”的评估方式辅助村庄分类决策，
根据临近对外交通、山水资源、村庄周
边可拓展用地、镇村发展意向、人文资源、
村庄聚落形态、农业条件及旅游项目等
指标评估村庄发展潜力。同时，将空间
分区差异与村庄分类引导相结合，考虑
圩田农业发展区、城镇综合发展区、南
部生态休闲区不同的特征设置差异化的
评价指标和权重，进而明确集聚提升类、
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三类规划发展
村，以及搬迁撤并类村庄、其他一般村庄。
最终，村庄分类方案在征求镇村意见的基
础上，进一步对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校核。

选取村庄规模大、空心化程度低、

图 4  宜兴市域生态安全格局

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 
省级生态保护红线 
天然气门站 
高中压调压站 
发电厂 / 站 
220 kV 变电站 
500 kV 变电站 
垃圾焚烧厂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餐厨废弃物处理厂 
垃圾填埋场 
污水处理厂 
220 kV 高压线路 
500 kV 高压线路 
800 kV 高压线路 
高压燃气管道 
现状西气东输 / 川气东送长输管道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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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完善的村庄作为集聚提升类村
庄；选取区位条件优、资源禀赋好、具
备现代产业潜力的村庄作为特色保护类
村庄。圩田农业发展区的集聚提升类村
庄分布密度较高，与平原的地形条件和
现状村庄规模相符，城镇综合发展区、
南部生态休闲区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呈现
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越靠近中心城
区和海拔较高的地区，集聚提升类村庄
数量越少。特色保护类村庄在空间分布
上与宜南山区、太湖沿线等特色资源密
集区域基本吻合，呈现向西南、东北集
聚的趋势。

(2) 明确村庄设施分类配置指引，促
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规划发展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落实城乡均等化原则，同时考虑城乡在
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差异，着力补足乡村
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和社会保
障等领域的短板 [12]。例如，对于集聚提
升类村庄，引导其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对于特色保护类村庄，重点引导其资源
保护和产业配套。

针对五类村庄不同的管控要求和建
设诉求，细化村庄分类建设引导内容，
内容覆盖村民最为关心的农房建设、设
施配套、环境提升和绿化梳理 4 个方面，
共 24 项具体内容，并采取图文并茂、直
观有效的表达方式，增强可读性。

(3) 促进乡村精明收缩，塑造乡村生
态宜居环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
收缩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后，苏南
乡村从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苏南模式”
向以外向型园区为载体的“新苏南模式”
转变 [13]，加之 2008 年以来“三集中”“三
优三保”等政策的实施，乡村地区产业空
间逐步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发展转变，乡村
精明收缩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促进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发展，宜
兴市以“存量空间挖潜、生态价值实现”
为导向，摸清各街镇农村土地利用现状，
聚焦低效工业用地转型升级、农村宅基

地减量发展，推动乡村居住集中的适度
化、工业集聚的高效化及农业产业的规
模化，激发和保持乡村发展的活力。与
此同时，注重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提升
人居环境品质，在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
过程中，鼓励对凋敝的公共空间 ( 村口、
广场、戏台和空关房等 ) 进行更新再利用，
通过节点标识性设计或功能置换、空间
重构，有效激发乡村空间活力，重塑邻
里交往、文化交流的新场所。

3.3活化特色资源，促进产业融合
与创新经济发展

(1)引导乡村产业融合，促进特色发展。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其重
点在于因地、因时制宜，发展新型产业和
业态，尤其是结合地方优势资源形成乡村
品牌，走富有地方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宜兴市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和生态
人文资源，应将乡村空间放到市域整体
层面，以格局网络化、节点特色化、品
质均等化为理念，构建山水环抱、城乡
融合的空间结构，将资源条件相似、空
间相邻的村庄联动发展，并串联形成全
市乡村产业集聚带、全域旅游发展带和
城乡融合示范带。重点聚焦产业提质增
效，着力发展现代粮食、优质蔬菜、高
效园艺、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业等
优势主导产业，依托“一镇一品”战略，
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经济、进行产业高
效整合。

(2) 以创新为驱动，建立“分区 + 名
录 + 引导”的特色保护类村庄管控手段。

苏南地区乡村产业结构逐步显现城
乡融合下的创新经济特征，新型产业及
空间主体的不断发展，也导致乡村地区
景观与功能的复杂化 [14]，传统的村落山
水环境、肌理、风貌最能体现乡土特色，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活化发展，是特色
保护类村庄面临的重要课题。

特色细分类型 建设引导要求

历史文化型 历史遗迹分布 保护村庄的传统格局与整体风貌；保护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
积极意义的周边环境，整治消极环境；对历史遗迹进行修复，
在保护村落历史特色的同时，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

传统民俗传承 挖掘村庄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与传承；积极传
承地方民俗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展示与综合利用；为文
化遗产、传统民俗策划旅游活动并保证展示空间

自然山水型 沿山地貌 保护依山而居、依山而聚的村庄聚落形态；房屋材质和建筑
风格需体现和延续地域特色，控制建筑高度，保持房屋轮廓
与山体错落有致的空间形态

滨水风光 维持相对自由的村庄分布形态，尤其是沿河、顺路的肌理；
充分利用村庄内部低洼地势、河塘水系进行景观塑造；合理
控制视线通廊，突出滨水景观节点

特色产业型 特色农产品 将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展示和宣传融入村庄建设，凸显
地方品牌文化；结合当地实际预留农业生产服务设施，为现
代农业、特色农业提供平台

农耕文化展示 保留村庄的传统格局与整体风貌，加强村庄与外部农业生态
环境的有机渗透；加强农耕文化展示与综合利用，结合当地
实际预留农业展示空间

特色手工业产品 将特色手工产品展示和宣传融入村庄建设，凸显地方品牌文
化；结合当地实际预留手工业生产服务、展示体验设施

现代宜居型 — 建筑风格应融入宜兴当地民居特色元素，展示现代农村社区
风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围绕特色自然资源，营
造特色空间

表 1  宜兴市特色保护村分类建设引导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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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的特色保护类村庄具备空间
相对集中、资源组合度高、开发诉求强
的特征。依据分区管控要求与村庄类型
特征，宜兴市在引导特色村发展过程中，
根据其内涵进一步将特色保护类村庄分为
历史文化型、自然山水型、特色产业型和
现代宜居型 4 个类型，建立不同类型、不
同层级的特色保护类村庄管控名录，并提
出相应的建设要求，注重历史文化传承和
建筑特色保护，延续原有的乡村社会网络
和空间肌理，营造浓郁的乡土风情、鲜明
的地方文化特色 ( 表 1)。

(3) 认识并重建村庄的多元价值，重
拾乡村文化自信。

乡村文化是多层次的，既表现为对
传统文化的维系与传承，也包含外来投
资、创业者、审美观念和新消费方式进
入乡村后，与传统文化产生共振而不断
重塑文化的特质。挖掘乡村文化底蕴与
风貌特色，强化村民的特色认知及建立
文化自信，有助于保护村庄传统格局和
建筑风貌，彰显乡村的多元价值。

宜兴市深入挖掘陶文化、茶文化和
名人典故等历史人文资源，形成文化产
品序列，构建“知名 IP—文化展示系统—
空间载体”，为乡村各类自然和文化资
源提供展示与传承的空间载体 [15]。宜兴
市培育面向全域旅游的旅游点、旅游村、
乡村旅游示范区等节点，在乡村节点上
增加文化展示、紫砂体验和渔文化展示
等功能，定期举办民俗节庆和传统文化
宣传活动。环太湖沿岸、宜南山区、城
市近郊镇等区域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社
会资本和返乡创业人群参与乡村经济的
意愿较强，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
逐步建立一套互动交流与利益共享机制，
进一步促进当地乡村实现有效治理，增
强村民的文化自信。  

4 结语

太湖流域的系统治理是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其承载

着生态涵养、生产发展与休养生息等多
元功能，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主要空间载体。本文以江苏宜兴市
村庄布局优化规划实践为例，分析乡村
在生态环境、产业发展、风貌特色和公
共配套设施等方面的空间特征与存在问
题，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坚持城乡
等值发展理念，通过细化生态分级管控
要求、引导村庄分类分区发展、挖掘乡
村发展多元价值等策略，促进乡村地区
产业融合与创新经济发展。未来，在生
态地区乡村规划建设中，关于乡村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
维持村庄持久发展动力、创新乡村治理体
制机制等方面的内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讨论。

[ 注　释 ]

①指城镇现状建成区范围以外的所有自然村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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