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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理论框架下的未来乡村建设要素
与场景类型研究
—以杭州市桐庐县大路村为例

□　曹志奎，陈雪萤，武前波，吴孔路

[摘　要]场景理论是研究后工业时代城乡发展的新理论，为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提供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未来乡村的邻里、
设施、人群、活动和九大场景的打造，体现了“美丽、数字、共富、人文、善治”的价值取向，吸引了具有创新能力的原乡人、
归乡人和新乡人，集聚了各类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以杭州市桐庐县大路村
为例，提出未来乡村建设要从 5 个场景要素 ( 主体、环境、信息、活动和目标 ) 与三种场景类型入手，即以文化生产消费驱动
“产业场景”，从人的需求出发建设“完善场景”，应用新技术建设“基础场景”，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未来乡村建
设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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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s and Dimensions of Future Villag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cene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Dalu Village in Tonglu County, Hangzhou/Cao Zhikui, Chen Xueying, Wu Qianbo, Wu Konglu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cenes provides a paradigm for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post-industrial era, as well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Future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reation of neighborhoods, 
facilities, human activities, and 9 major scenes incorporates the values of “beauty, digit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humanism, good 
governance”, attracts native farmers, returning villagers, and new comers with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various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and promotes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alization. The five elements in 
the scenes theory can be interpreted as subject,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ctivity, and object in Future Village construction. With 
Dal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uture Villag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ree types of scenes 
and five scenic elements, which are the “Industrial Scenes” driven by cul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five “Improvement 
Scenes” with human demand-orientation, and three “Basic Scenes” with new technologies appli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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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业兴旺发达、主体风貌美丽宜居、主题文化繁荣
兴盛”的未来乡村 [1]。作为浙江省乡村振兴的乡村建
设新探索，未来乡村是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升级版，
也是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和打造农村居民高品质生活
的新载体 [2]。从广义上看，未来乡村就是美丽乡村、
美丽城镇、美丽田园、美丽庭院、美丽环境、美丽经
济叠加的新形态 [3]。未来乡村对标乡村振兴和实现农

0引言

浙江省是全国首个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早在
2003 年就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22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以“一统三化九场景”为依托，每年建设
200个以上的未来乡村，到2025年建成1　000个以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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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
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多
元需求 [4]，揭示了乡村治理和实现共同
富裕的方向。本文在场景理论框架下，
以列入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名单
的杭州市桐庐县大路村为例，探索研究
未来乡村建设的场景要素与场景类型。

1研究综述

1.1场景理论概述
场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人

们的日常活动就是一种生活场景。在汉语
语境中，“场景”一词是指戏剧、电影等
艺术作品中的场面，泛指情景，而在英语
语境中则包含三种提法。20 世纪 50 ～ 80
年代，以欧文·戈夫曼、约书亚·梅罗维茨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场景 (Situation) 是基于
物理空间维度、社会生活的面对面互动，
其不仅是空间概念，还是信息系统；20
世纪 90 年代，特里·N·克拉克认为场景
(Scenes) 是由城市中“消费娱乐设施的组
合”构成的，蕴含在这些场景中的文化价
值观形成抽象的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
人群，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选择，进而推
动城市发展；2014 年，罗伯特·斯考伯提
出场景 (Context) 不仅限于物理空间，还
包括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等多维度空间。
其中，场景 (Scenes) 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特里·N·克拉克提出构成场景的关
键要素包含五个方面：①社区 ( 邻里 )；

②物质结构；③多样性人群，包括不同种
族、阶层、性别、教育程度等；④由前三
者组合的实践活动；⑤前四者在互动中展
现的价值观 [5]。其逻辑表达为各种都市消
费娱乐设施和市民组织的组合形成特定
场景，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反映了区
域内的个人或群体对当地特有文化的感
应，这种感应进而影响其在娱乐、择居、
就业等方面的决策，吸引着不同群体尤
其是创意阶层前来居住、生活和工作，
以此驱动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场
景理论以消费为基础，以城市的便利性
和舒适性为前提，把空间看作是汇集各
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 [6]。

1.2场景理论研究进展
自 2017 年起，北京、上海、成都、

杭州等城市逐渐把场景理论运用到城市
与社区发展治理实践当中，并取得了良
好效果。作为研究城市发展动力的全新
视角，相关学者对场景理论进行了深入
研究，包括城市公共政策、城市文化场
景及公共文化空间、社区消费、健康社区、
文化旅游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和旧城社
区等 [7-14]。同时，研究对象也扩展到了乡
村地区，包括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
公共建筑设计、乡村旅游满意度等 [15-17]。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场景概念需被
再定义，即“连接”重构场景的时空与
环境，以“社群”丰富场景的文化与情感，
用“数据”决定场景的宽度和深度 [18]。

1.3场景理论的学术贡献及不足之处
场景理论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理论新

范式 [19]。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认为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是推动
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西奥多·
舒尔茨和詹姆斯·科尔曼提出的人力资本
模式认为，人的技能提高与知识积累才是
更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理查德·弗
罗里达认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创新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创意阶层至关重
要，但是他没有考虑城市与创意阶层之间
的关系，以及城市应该如何吸引、聚集创
意阶层这个问题 [20]。场景理论进一步聚
焦市民尤其是创意阶层的文化艺术参与、
消费与娱乐的需求，提出通过打造不同的
场景来集聚创意阶层，从而推动城市发展。
场景理论对价值观的强调及其与创意阶层
等优秀人力资源的关联，为区域发展文化
力量及推动后工业社会区域发展模式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21]，其不足之处是未能吸
收传播学、互联网、数字技术等现代科技
成果，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研究结合
起来 [22]。

2场景理论框架下的浙江省未来
乡村建设

2.1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概况
2.1.1浙江省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

浙江省的乡村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乡村建设初始时期 (2003 ～

图 1  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3 个基本单元的关系图 图 2  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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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主要分为乡村基础环境整治
阶段 (2003 ～ 2007 年 ) 和乡村环境污染
深度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阶段 (2008 ～
2010 年 )。第二阶段为美丽乡村建设和
千万工程深化阶段 (2011 ～ 2016 年 )，
持续加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力度，
不断培育具有自生能力的乡村特色产业，
以吸引都市人口回流与聚集 [23]。该阶段
的乡村建设经历了“物质环境建设—现代
农业建设—乡土文化建设”的进程，乡村
从物质更新开始步入功能复兴之路 [24]。
第三阶段为乡村振兴和未来乡村建设阶段
(2017 年至今 )，该阶段主要聚焦九大场
景打造，体现“美丽、数字、共富、人文、
善治”的价值取向，着力构建引领数字生
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
乡村新社区 [1]。自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以来，浙江省积极开展乡村振兴规划
试点，并成立专门机构，相继发布相关
重要文件政策。从过程来看，先有未来社
区，后有未来乡村，而二者都是浙江省建
设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 图 1)。未
来乡村建设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具体行动，是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行探路 [25]。浙江省未来
乡村相关政策的颁布及九大场景的提出，
标志着未来乡村开始从生产空间向消费空
间、从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乡村成
为后工业时代多功能空间的重要载体。
2.1.2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框架

为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争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先行省，浙江省提出了未来乡村建设的方
向、主体、途径、定位、特色、原则和目
标，其核心为“一统三化九场景”[1]( 图 2)。
在场景理论框架下，未来乡村的邻里、设
施、人群、活动和九大场景的打造，凝练
了“美丽、数字、共富、人文、善治”的
价值取向，吸引了具有创新能力的原乡人、
归乡人和新乡人，集聚了各类文化生产消
费活动，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 ( 图 3)。

2.2 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的 5个
场景要素和三种类型

本文在场景理论框架下，基于当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在关
注物理空间的同时，补充虚拟场景、现
实和虚拟混合场景等数字空间场景。未
来乡村建设的 5 个场景要素分别是主体
要素 ( 个人和组织 )、环境要素 ( 邻里和
设施 )、信息要素 ( 数字和智慧 )、活动
要素及目标要素 (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
( 图 4)。前 3 个场景要素分别具有人文属
性、环境属性和科技属性，也对应了“三
化”( 人本化、生态化和数字化 )。

在《浙江省未来乡村创建成效评价
办法 ( 试行 )》中，九大场景是一级指标，

再根据基础性和发展性将其细分为 2 ～
4 个二级指标。本文根据浙江省乡村建设
的现状和每个场景的作用，将九大场景
分为“产业场景”“完善场景”“基础
场景”三种场景类型，使未来乡村的场
景建设更具有针对性。

3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大路村未来
乡村实践

3.1研究对象
桐庐县大路村建设未来乡村有四大

优势：①地理位置优越。大路村是分水镇
的西大门，距离桐庐县城 40　km，距离杭
州市区 100　km，对外交通便利。②自然

图 3  场景理论框架下的未来乡村建设逻辑示意图

图 4  场景理论框架下的未来乡村要素与指标体系、场景类型的关系示意图

未来乡村九大场景

价值取向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创意阶层 文化生产消费

美丽乡村＋ 数字乡村＋ 
共富乡村＋ 人文乡村＋ 
善治乡村

主导产业兴旺发达
主体风貌美丽宜居
主题文化繁荣兴盛

邻里：
自然村、行政村、

连片村庄

人群：
原乡人、归乡人、

新乡人……

设施：
文化礼堂、乡贤馆、
百姓戏台、乡里中心

……

活动：
造场景、造邻里、造产
业、农事节、美食节、

音乐节……
引领数字生活体验

呈现未来元素
彰显江南韵味的乡村新社区

原乡人
归乡人
新乡人

有人来
有活干
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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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秀美。村庄整体环境优越，具备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良好条件。
③各级荣誉加持。省级荣誉包括浙江省
AAA 级景区村庄和美丽宜居示范村优秀
村庄，市级荣誉包括美丽乡村精品村、
民宿示范村、集体劳模、十大田园社区
等。④产业特色显著。大路村为分水镇
的主要粮油产区，且目前已建成“呱呱
叫欢乐农场”，一、二、三产发展较好。
村内自 2016 年起连续举办大路丰收节，
成为村级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能有效
带动村容更美、产业培育、农民致富。
大路村的发展劣势为运营管理有短板，
资源没有得到良好的利用和整合，亟需
完善与提升。大路村当前的机遇为乡村
休闲旅游市场需求日益扩大，大数据时
代与数字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挑
战是如何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的通道，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时代赋予
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挑战。

3.2未来乡村建设目标
大路村未来乡村建设的目标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力未来乡
村九大场景建设(图5)，打造“智产、宜居、
多元”的产业主导型未来乡村，构建“农
业 + 旅游 + 数字”的产业体系，打造集
高效农业、数字农业、生态观光旅游、
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数智农业
产业，争创主题鲜明、产业突出、公服健全、
机制科学的未来乡村样板。

3.3未来乡村场景建设策略
3.3.1 以文化生产消费驱动“产业
场景”

城市消费空间既包括中心城区的现
代商务空间，也涵盖大都市外围的各类游
憩空间 [26]。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交
通技术的进步，时空距离被极大压缩，都
市近郊乡村成为自驾出行的都市居民周末
首选的旅游目的地，两小时交通圈内的广
大乡村也成为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城市消费的重要载体。从场景理论来看，

图 5  大路村未来乡村场景布局图

图 6  大路村智慧养老体系图

表 1  大路村未来乡村“产业场景”建设

大路村建设现状 场景建设举措 场景建设要素 建设目标

第一产业：已建成省级粮食
功能区，有 1　200 亩有机稻田、
50 亩稻鱼共生试验田，发展
猕猴桃种植、荷兰猪养殖等；
打造了“横山翠谷”“分水
新活米”等品牌

实施“科技强农”战略，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环境、信息、
活动

建设以现代化
农业为基底，
特色旅游业蓬
勃发展的产业
化乡村

推进农业产业更新，促进农
业复合发展

环境、信息、
活动

第二产业：油菜压榨加工、
分水年糕加工、分阳香曲土
烧酒等
第三产业：“呱呱叫欢乐农
场”采用“农业 + 旅游”模式，
建成水上乐园、太空漫步、
小火车、彩虹隧道、彩虹廊
架、青蛙跳升降机等游乐设
施；已有 24 家民宿

培育经营运营主体，盘活村
庄闲置资源

主体、环境、
信息、活动

推广“一宿一主题”，做优
民宿农家乐

环境、信息、
活动

做强村庄品牌，做活乡村运
营

环境、信息、
活动

强化镇域统筹机制，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

信息、活动

复合场景
产业场景
风貌场景
交通场景
低碳场景
智慧场景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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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名称 大路村建设现状 场景建设举措 场景建设要素 建设目标

未来风貌场景 下横山自然村已建成杭州市“富
春民居”示范点

健全乡村规划，加强规划许可 信息、活动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建设
共富、靓丽的宜居乡村尊重乡土风貌，优化设计图集 环境、活动

靓村精细管理，推进环境整治 环境、活动
未来文化场景 已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现有

农耕、节气、蜜蜂、红色文化及
根雕非遗文化展示

开展文明建村，践行品牌培育 信息、活动 文化、文明兴盛兴旺，打
造内涵更充实的文化乡村实施文化育村，厚植文明沃土 环境、信息、活动

打响品牌靓村，设立文化基地 信息、活动
践行文艺兴村，培育文化产业 环境、信息、活动

未来邻里场景 已建设文化礼堂，设有室内舞台、
图书室、根雕文化展示室、文明
讲堂等

梳理公共空间，建好邻里客厅 环境、活动 建设邻里机制完善、邻里
空间功能完备、邻里互助
和谐的邻里乡村

强化区域联动，串联邻里生活 主体、环境、信息、活动

弘扬团结相助，做好结对帮扶 主体、活动
落实村规自治，完善邻里共建 主体、活动

未来健康场景 已建设健身场地、老年活动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各 1 处；已建成
的九龙绿道总长为 15.8　km，被誉
为杭州市最美绿道

健全防控机制，提高健康素养 主体、信息 建设“健康—康养—养老”
体系全面覆盖的健康乡村完善医疗体系，落实健康管理 环境、信息

完善健身设施，开展全民健身 环境、活动
搭建智能平台，完善养老服务 信息、活动
提升医疗品质，创新体系升级 主体、活动

未来交通场景 302 省道和规划杭淳开高速公路贯
穿而过；设有公共交通站点 2 处，
配建有公共停车场 2 处，现有绿
道 1 条

织交通一张网，创便捷交通路 环境、信息、活动 建设公共交通便捷、智能
出行、物流到村的交通乡
村

串村庄一条脉，倡导绿色出行 环境、活动
绘道路一幅图，创宜游型村庄 环境、信息、活动
建快递一个圈，创服务型村庄 环境、信息、活动

表 2  大路村未来乡村“完善场景”建设

乡村旅游设施属于都市人群在乡村享受休
闲娱乐消费的“舒适物”。未来乡村经济
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农文旅相融合，36
个首批未来乡村均具有蓬勃发展的乡村旅
游产业，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典范，
呈现生产与消费兼具的地域空间特征。在
未来乡村场景塑造中，“产业场景”既是
生产场景又是消费场景，要以文化生产消
费驱动“产业场景”，主要从经营主体培
育(主体要素)、乡村产业振兴(环境、活动、
信息要素 )、农民增收共富 ( 活动、目标
要素 ) 三个方面着手 ( 表 1)。
3.3.2从人的需求出发建设5个“完善
场景”

依据场景理论，价值观是一种同时
作用于未来乡村内部与外部的动力机制，
对内表现为凝聚村民的文化认同，对外
表现为吸引创意阶层的文化参与。场景
不是简单的各类物质设施的堆积，而是
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生活娱乐设施的综
合体。因此，“完善场景”主要从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人们最能直接接触
和感受到的环境要素、活动要素等角度出
发，补齐短板，完善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该场景包括未来风貌、文化、邻里、
健康、交通场景 ( 表 2)。可采用 LCA 乡
村景观特征评价优化风貌场景 [27]。针对
当前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趋
势，未来乡村应关注“一老一小”弱势群
体的需求，完善托育设施，提供多元化的
养老服务和老幼融合服务场景，通过数字
化赋能建设智慧养老体系 ( 图 6)。
3.3.3应用数字技术建设3个“基础
场景”

2021 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动数
字化改革工作，以需求为突破口，打造
重大应用，由此浙江省域治理方式、手段、
工具、机制迎来系统性重塑。将数字技
术应用于场景建设，在场景中补充信息
要素，使其包含虚拟场景和混合现实场
景，是对场景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目前，
浙江省所有在建的 378 个未来乡村已经

实现省统建的“浙里未来乡村在线”全
覆盖。“基础场景”应用数字技术支撑
着“产业场景”和“完善场景”的建设，
包括未来低碳、未来智慧和未来治理场
景，是“三化”中生态化和数字化的直
接体现 ( 表 3)。

4结语

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及九大场景建
设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城乡融合和乡村
建设正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8]，部分
发展条件较好的乡村正逐步从传统生产
空间向多功能空间转型。场景理论为未
来乡村建设提供了分析框架，其提出的 5
个场景要素可以应用于未来乡村建设。
未来乡村建设要从三种场景类型入手，
以文化生产消费驱动“产业场景”，从
人的需求出发建设“完善场景”，应用
新技术建设“基础场景”。本文以杭州
市桐庐县大路村为例，在探索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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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浙江省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分水镇人民

政府和大路村村委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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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路村未来乡村“基础场景”建设

场景
名称

大路村建设
现状 场景建设举措 场景建设要素 建设目标

未来
低碳
场景

已实施生活
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分
类、生态河
道整治等工
程

山水对话，建设绿色村庄 环境、信息、活动 全面普及低碳理
念，建设积极发
展可再生能源的
低碳乡村

治理改革，建设生态村庄 主体、环境、信息、
活动

节能减排，建设环保村庄 环境、信息、活动
低碳赋能，建设文明村庄 主体、活动

未来
智慧
场景

已建设数字
平台，实时
监测农业产
业用水、病
虫害，提升
产品质量；
“呱呱叫欢
乐农场”实
行数字化售
票

搭建智慧之家，绘就智慧新村 信息、活动 建设集乡村新基
建、数字化应用
场景、数字化管
理于一体的智慧
乡村

完善电商设施，迭代产业之村 信息、活动
实施“雪亮工程”，打造安全
之村

信息、活动

促进产业转型，搭建数字平台 环境、信息、活动
完善“三看”应用，赋能文旅
生活

主体、环境、信息、
活动

保障民生福祉，惠享数字健康 环境、信息
改善便民设施，倡导数字民政 环境、信息

未来
治理
场景

已开展“新
村夜话”“初
心之旅”“基
层走亲”等
活动

应用智慧系统，铸就服务保障 环境、信息 建设组织体系健
全、规章制度完
善、责任清单清
晰的治理乡村

学习枫桥经验，推动“四治”
融合

主体、活动、信息

强化“三资”监管，落实“三务”
公开

信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