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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价值再认知的苏南乡村特色
发展路径探索
杨新海，陈丹祺，孙嘉麟

[摘　要]乡村特色发展是充分发挥乡村价值，最大限度释放乡村的有用性并产生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因此，准确认知乡
村价值是实现乡村特色发展的重要前提。乡村价值认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时期的乡村价值再认知，将精准
有效地指导乡村特色发展。苏南地区是推行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优越的资源禀赋，乡村振兴战略的全
面实施，要求苏南乡村走向更高质量的特色化发展。基于乡村价值再认知，提出苏南乡村特色发展的思路，明确分类引导、
分级谋划、分项强化的苏南乡村特色发展路径，以期为苏南乡村发展提供参考，为其他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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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Rural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Value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YANG Xinhai, CHEN Danqi, SUN Jialin
[Abstract] Characteristic rural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releasing the usefulness, realizing the most value of the countryside, and 
an accurate cognition of rural value is the premise of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value in the era of new 
urbanization will guide rural development with precision. As a forerunn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is endowed 
with rich resources and advantageous development basis, and requires high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its rural values. Categorized guidance, leveled planning, specialized enhance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for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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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提升行动。
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
施，乡村地区发展的基础逻辑应为在城乡全面融合的
背景下追求高质量、特色化发展，在“补短板”的基
础上“锻长板”，进一步发挥苏南乡村的价值优势，
彰显其特色。

当前，学界已从特色产业、空间、旅游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的乡村特色发展研究，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的动力机制、特色空间基因的提取识别、特色旅游发

0 引言

乡村地区是城乡的绿色生态基底和历史文化摇篮，
具备独特的价值与鲜明的特色。《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等文件对乡村提出了“特色鲜明”“富
有地域特色”“保留乡村特色风貌”等要求，乡村特色
发展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苏南乡村是我国
最具代表性和最发达的乡村地区之一，随着快速城镇化
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已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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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模式创新、特色村容村貌的提升策
略等方面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然而，从
乡村价值综合视角出发探索乡村特色发展
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乡村价值反映了乡
村区别于城市的最本质属性，准确认知乡
村价值是实现乡村特色发展和城乡融合的
重要前提，将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挖掘乡村
特色要素，精准有效地寻找乡村特色发展
方向，最终实现乡村多元价值的最大释放。
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价值认知的不断演
变，不同时期城乡关系外部环境和认知主
体需求的变化使乡村价值的内涵、关系、
重点等有所改变，因此探索新型城镇化阶
段对乡村价值的再认知，是当前实现乡村
特色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本文结合新型城镇化阶段的乡村发
展趋势，归纳乡村价值再认知的特征，基
于对苏南地区乡村价值的再认知，提出了
苏南乡村特色发展思路，明确了苏南乡村
特色发展路径，以期为苏南乡村发展提供
参考，为其他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1 乡村价值及其认知

1.1 乡村价值
“价值”一般被看作为一种主客体

关系，是客体属性同人的主体尺度之间
的一种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
乡村价值是由人类主体依据其需求赋予
乡村客体的意义，体现了乡村区别于城
市的最本质属性。我国对乡村价值的研
究在近 20 年逐步展开，学者们从乡村振
兴、城镇化和扶贫脱贫等视角开展了乡
村价值研究，构建了乡村价值体系 ( 表 1)。
结合既有研究，本文归纳总结了乡村价
值类型，包括由乡村自然生态基因构成
的生态价值，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
成的乡村生产价值、生活价值，以乡村
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与制度的
社会价值，蕴藏着中华文明之根的文化
价值，承载与保障各类活动开展的空间
价值，这 6 类价值共同构成了乡村独有
的价值体系。

1.2 乡村价值认知
乡村价值认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

程。不同时期，乡村价值的认知会随着
城乡关系、外部环境和认知主体需求的
改变而发生变化。城镇化进程中交织着
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变化，是

乡村价值认知的重要背景。在城镇化的
不同阶段，人们会依据自身需求和外界
变化调整改变对乡村价值的认知。结合
新型城镇化时期乡村发展趋势及主体发
展需求，本文从乡村价值的构成、作用、
关系等 3 个方面出发，探讨乡村价值认

表 1 既有研究构建的乡村价值体系

学者及文献名称 价值类型 价值内涵

章爱先，朱启臻
《基于乡村价值
的 乡 村 振 兴 思
考》

生产价值 产业类型、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与乡村的关系
生活价值 农户庭院结构、生活资料、公共空间等
生态价值 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循环、耕地保护、协调人与自

然的关系等
社会价值 吸纳就业能力、乡村治理能力等
文化价值 景观文化、德孝文化、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
教化价值 农业劳动教育、家风与村规、习俗与节日等

毛安然《赋权与
认同：乡村振兴
背景下乡村价值
激活农民主体性
的路径》

生产经济价值 农业生产、新形态产业
生活生态价值 生态自然资源、宜居生态环境、生态生活方式
社会文化价值 乡村生活结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乡村治理

申明锐，沈建法 ,
张京祥，等《比
较 视 野 下 中 国
乡村认知的再辨
析：当代价值与
乡村复兴》

乡村农业价值 粮食生产、生计支撑、低碳循环经济
乡村腹地价值 经济腹地、生态腹地、社会腹地
乡村家园价值 乡土人居的保育、民族文化的维系、生命历程教育

杨亚妮《我国乡
村建设实践的价
值反思与路径优
化》

生产价值 粮食和农产品供应、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提供
一二三产融合条件

生态价值 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农业对二次自然形成与维持的
作用、消除和减轻环境负荷

生活价值 保障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缓和都市生活的紧张感、开展农耕体验和自然教育
活动、传承故乡和家园的精神

郝武峰，李哲《乡
村价值视角下的
乡村振兴机制与
对策》

宏观
价值

要素供给
价值

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农产品出口是工业发展所需外
汇的重要来源

粮食安全
价值

粮食生产供应

文化教育
价值

民风民俗、传统工艺、戏曲、地方建筑、文化遗迹
等

社会保障
价值

农业生产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生态价值 生态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保护价值、生态安全价值
微观
价值

生产价值 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 ( 有目的性的劳动活动 )
生活价值 社会生活网络 ( 血缘、亲缘、业缘、地缘 )、生活

方式 ( 相生共融、共享安全、食物、生产技能、慢
节奏 )

刘国利《让乡村
价值充分释放》

生产与经济价值 农业生产、生产生活有机生态循环、新兴产业
生态价值 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体系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活习惯、邻里关系 )
特色文化价值 物质文化 ( 古村落建筑、田园风光 )、非物质文化 ( 乡

贤文化、传统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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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基本特征。
1.2.1 不同乡村的价值内涵和构成
存在差异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乡村的自
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内涵、社会经济
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乡村价值的内
涵和构成重点不尽相同。例如：在江南
水网密布的地区，乡村空间布局、生活
方式都与水网系统高度相关，乡村的生
态价值尤为凸显；而位于北方平原地区
的乡村，地势平坦，耕地资源相对集中，
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乡村农业生产价
值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即使在相近的地
域环境下，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功能
要素及城乡关系等，不同乡村的价值构
成重点也会有明显差异。例如：历史文
化资源极为丰富的传统村落，其主导价值
为文化价值；位于都市边缘区的乡村，会
凭借其突出的空间价值得到快速发展；基
于特色资源实现旅游化发展的乡村，其
主导价值则为生产价值中的旅游功能。
1.2.2 不同空间尺度下乡村价值的
作用不同

新型城镇化时期，乡村凭借其独特
优势全面融入城乡功能体系，其作用在
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空间尺度中发挥，
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结合既有研究，
本文从乡村地域、村域和居民点 3 个层
级展开讨论。

乡村地域层级是统筹乡村地区“产、
居、人、治、文”振兴的整体单元，既
具备乡村自身特征，也体现城乡交融特
点，各类主体的共同目标是推进城乡融
合。因此，乡村价值更多体现在服务于
城乡功能优化、产业融合、社会和谐等
方面。以文化、生态价值为例，其作用
一方面体现在构筑城乡生态屏障、延续
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乡村文化
以及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能够为城乡发展
注入新动力。

在村域层级，各类主体的共同目标
是乡村全面发展，乡村价值更多地体现在
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经济提升等

方面。例如，该层面的生态价值、文化价
值的作用表现为通过生态、文化资源的二
次开发实现乡村转型和特色发展。

居民点层级是乡村人地相互作用最
强烈的表征，是村民开展生产、生活活
动的主要场所，各类主体的共同目标是
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因此，
该层级的乡村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提升生
活质量、空间品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
1.2.3 乡村价值内部关系相互作用

受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影响，
乡村价值内部关系相互作用，耦合关系
逐渐强化。例如，现阶段乡村的生态、
文化要素开始通过存量盘活、产权界定、
价值评估等环节转化为资产，在政府与
市场主体的介入下，通过建立交易规则
与流通渠道实现资产增值，转化为生产
要素，此过程体现了乡村生态、文化价
值与生产价值之间的转化关系。又如，
通过农用地整理、闲置用地利用等方式
整合乡村空间要素，保障了乡村产业发展、
功能更新等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用地需求，
体现了空间价值与各类价值之间的支撑关
系。社会价值也对各类价值的发挥起到支
撑作用，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妥善处理
好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是一切价值有
序发挥的重要前提。由此可见，随着乡
村要素之间关系的日渐紧密，乡村价值
之间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包括
转化关系、支撑关系、影响关系等。

2 苏南乡村价值再认知

苏南乡村是我国发达地区最具有代
表性和前沿性的乡村类型，是乡村改革
驱动下转型最为明显的地区。在更多元
的乡村功能、更高水平的城乡融合、更
紧密的乡村要素关系背景下，苏南乡村
价值的再认知有别于其他地区。

2.1 乡村价值构成丰富多样且特色
凸显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苏南

地区城市人口移居乡村、进入乡村创业
等情况不断增加，苏南乡村多功能特征
不断强化。与此同时，苏南地区优越的
自然禀赋、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特
色要素决定了苏南特色乡村类型及其价
值构成的复杂多样 ( 表 2)。依托丰富的
生态资源，苏南地区形成了以生态价值
为主导的江南生态型乡村，主要分布于
太湖水网平原与宁镇扬丘陵岗地，呈现
不同的聚落形态 ( 图 1)；历史悠久的江
南文化孕育了一批以文化价值为主导的
历史文化型乡村，如众多的国家、省、
市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依托特色
资源和传统技艺，苏南地区形成了一批
成熟的特色产业型乡村，多以旅游村、
艺术村、“淘宝村”等形式出现；都市
近郊型乡村位于都市近郊，受城市资本、
要素扩散影响，与城市融为一体，以空
间价值为主导，实现了与城市的共存共
生；和谐宜居型乡村凭借着优越的生态
环境、宽敞的生活空间、良好的公共服
务与和谐的社会网络，成为村民最适宜
的生活场所，最大化地发挥着生活价值
的基础作用。

2.2　乡村价值作用效果显著且重点
突出

苏南地区的城乡融合水平较高，乡
村在城乡关系谱系中具有独特、显著的
地位，在不同空间尺度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从乡村地域层级来看，苏南地区正
积极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通过建
设乡村振兴示范区、特色精品示范区、
特色田园乡村跨域示范区等项目塑造城
乡新功能板块，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文
化、生产价值在乡村地域层级的作用。
例如，2021 年苏州着力打造“两湖两线”
特色田园乡村跨域示范区，重点整合乡
村生态、文化及产业资源，形成了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乡村特色集群 ( 图 2)。从
村域层级来看，从乡村工业化带动下的
乡村非农化发展到一二三产融合带动下
的乡村高质量发展，苏南地区探索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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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如通过培育“一
村一品”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结合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农业发展、立足
特色资源推进乡村旅游业和休闲农业等
新产业发展。苏南地区始终将乡村产业
发展视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体
现了乡村生产价值在苏南村域层级的核
心作用。其他价值则在村域社会经济整体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或支撑作用。从
居民点层级来看，一方面苏南地区农房翻
建、人居环境整治、居民点布局优化等工
作的开展强化了乡村生活价值在该层级的
作用，提升了乡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
特色田园乡村等建设活动激活了乡村多元
价值，实现居民点的多功能化发展。

2.3　乡村价值关系逐渐丰富且较为
稳定

苏南乡村实施了新农村建设、美丽
乡村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等重要举
措，通过旅游开发、城乡联动、文化保
护等方式探索了乡村多元的发展路径，
丰富了苏南地区乡村价值之间的转化路
径 ( 图 3)，其中各类价值向生产价值转化
的路径最为丰富，生产价值也为各类价
值的发挥提供了动力。同时，苏南地区
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乡村存量建
设用地，支撑各类建设活动，体现了乡
村空间价值与其他各类价值之间的支撑
关系。苏南地区不断探索多主体共建共
享机制，将其嵌入特色资源挖掘、产业
链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等过程，有效引导、
促进各类价值的实现和提升，表现为社
会价值与各类价值之间的支撑关系。例
如，苏州林渡暖村结合“新村民招募计
划”，建立各类社群，鼓励村民参与暖村
的“共建、共享、共生”活动，推进了乡
村各类创新功能的落地。由于乡村发展模
式的多样，苏南地区乡村价值之间还存在
更多相互影响、支撑的关系。总体来看，
持续的实践探索使苏南乡村价值网络关系
逐渐丰富，而成熟有效的建设实践也使得
苏南乡村价值网络关系相对稳定。

图 1 苏南江南生态型乡村的空间分布及聚落形态示意图
资料来源：依据《江苏省城乡空间特色战略规划》改绘

图 2 苏州“两湖两线”特色田园乡村跨域示范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太湖沿线”特色田园乡村跨域示范区规划》

表 2  苏南特色乡村类型及其价值构成

类型 价值构成情况 概念 案例

江南生态型乡村 生态价值主导 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形成的乡村，
主要分布于太湖水网平原与宁镇扬
丘陵岗地

南京佘村、苏
州开弦弓村

历史文化型乡村 文化价值主导 蕴藏了历史悠久的江南文化的乡村 苏州陆巷村
特色产业型乡村 生产价值主导 依托特色资源和传统技艺，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特色产业体系的乡村
镇江丁庄村、
苏州树山村

都市近郊型乡村 空间价值主导 位于都市近郊，受城市资本、要素
扩散影响，与城市融为一体的乡村

南京双塘村

和谐宜居型乡村 生活价值、社
会价值主导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宽敞的生活
空间、良好的公共服务及和谐的社
会网络，为村民提供最适宜的生活
场所的乡村

无锡玉东村

城乡统筹
都市乡野

生态保护
江南文化
村落更新

水乡古镇
镇村联动

大江大河
大保护

吴江区元荡美丽乡村群

吴江区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

太湖特色精品示范区

高新区西塘河农文旅融合片区

相城区望亭北太湖
特色精品示范区

张家港市江海交汇第一
湾——张家港湾

常熟虞山风景片区

太仓市金仓湖农
文旅融合片区

昆山南部水乡特色精品示范区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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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乡村价值再认知的苏南乡村
特色发展思路

3.1　尊重价值多元构成，分类引导
乡村特色发展

乡村特色发展实际上是充分发挥乡
村价值，最大程度释放乡村的有用性并产
生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因此，识别乡村
价值，尊重价值多元构成是乡村特色发展
的前提。首先，应当充分考虑苏南乡村的
资源禀赋、内部要素、功能发展水平等因
素，全面梳理乡村价值及其价值构成情况，
明确乡村类型；其次，依据乡村类型，立
足价值构成，有针对性地进行乡村特色发
展引导，明确特色发展定位、特色重点项
目、特色产业体系等内容。

3.2　强化价值多层作用，分级谋划
乡村特色发展

苏南乡村特色发展应是一个整体、
系统的过程，应当将乡村特色发展置于
城乡体系下来理解，强化苏南乡村价值
在乡村地域、村域、居民点 3 个层级中
的作用，避免就乡村论乡村。一方面，
要依据各层级的发展目标发挥生产价值、
生态价值、空间价值、生活价值、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这 6 类乡村价值的不同
作用。乡村地域层级的特色发展需充分
强化 6 类乡村价值，从而推进城乡融合，
实现城乡等值化特色发展目标；村域层
级的特色发展需重点关注 6 类价值的全
面提升，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乡村
高质量特色发展目标；居民点层级的特
色发展则需通过激活 6 类价值，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激发居民点发展活力，实
现和美乡村特色发展目标。另一方面，
要结合各层级特征，高效发挥乡村价值。
在乡村地域层级，需加强城乡间、板块
间的协同联动，聚力协同激活乡村多元
价值；在村域层级，需以村庄规划统筹
为手段，实现乡村价值的全面振兴；在
居民点层级，要以“村民主体、多方参与、
共同缔造”为价值导向，共同提升乡村

价值，通过特色化发展实现乡村生活品
质、文化内涵的全面提升。见图 4。

3.3　应用价值网络关系，分项强化
乡村特色发展

乡村特色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乡村价
值间关系的重组与优化，充分应用乡村
价值间的转化、支撑及影响关系，将为
乡村特色发展寻找合适的路径。苏南乡

村价值网络关系相对丰富且稳定，一方
面需要进一步强化已形成的价值网络关
系，采用新的方法对其进行优化。例如，
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以品牌化、旅
游化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向
生产价值转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创新
乡村价值网络关系，如通过乡村生态资
源资产化、债券化等方式实现生态价值
与生产价值之间的转化。结合苏南乡村

图 3 苏南地区 6 类乡村价值的转化关系示意图

图 4 苏南乡村分级谋划特色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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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间的转化、支撑及影响关系的优化
与创新，开展乡村特色发展的专题研究，
分项强化价值关系，驱动价值网络关系
优化。

4 苏南乡村特色发展路径

4.1 分类引导：明确乡村分类体系
及引导内容
4.1.1 基于价值评估构建乡村分类
体系

为准确把握乡村类型及其价值构成
情况，需开展乡村价值评估工作。首先，
明确两个评估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价
值评估需同时考虑到乡村历史发展过程
中逐渐产生的乡村显性价值，以及结合
乡村未来发展机遇可能存在的乡村隐性
价值；二是空间维度，价值评估需同时
考虑到乡村自身所产生的各类价值，以
及乡村与城乡要素不断交流中产生的各
类价值。其次，围绕生产价值、生态价值、
空间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
值构建乡村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开展乡村
价值评估。最后，依据价值评估结果明
确乡村类型及其价值构成。见图 5。
4.1.2 依据乡村类型明确特色引导
内容

依据各类型乡村的价值构成情况，
结合乡村自然禀赋、经济条件、社会需
求等因素，明确乡村的特色发展定位、
重点特色项目、特色发展策略的引导内
容 ( 表 3)。例如，江南生态型乡村可充分
发挥其生态价值，打造成为可资本化的生
态乡村或可观光旅游的生态涵养度假村。
该类乡村的特色发展需建立在保护修复各
类生态资源的基础上，构建特色生态格局，
强化生态资源资产化与生态资产资本化。

4.2 分级谋划：构建多层级的乡村
特色发展体系
4.2.1 聚力协同实现城乡等值化特色
发展

乡村地域层级的特色发展需加强城

表 3 苏南各类型乡村特色发展引导内容

乡村类型 特色定位引导 特色项目引导 特色发展策略引导

江南生态型 打造可资本化的
生态乡村或可观
光旅游的生态涵
养度假村

“生态券”、生态产品
交易平台、风景旅游区、
度假庄园、生态农业等

一方面，加强生态资源的保护修
复，构建特色生态格局；另一方面，
加强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及生态资
产的资本化，推进特色生态旅游、
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等建设

历史文化型 继承和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特色
文化乡村

历史文化展馆、古村风
貌展示游线、大师工作
坊等

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在此基
础上突出村落整体空间格局特色，
形成因地赋形、因时变形的村落
空间肌理，以及空间序列清晰的
居住格局，传承和创新古村特色
历史文化

特色产业型 打造具有代表性
和典型性产业的
现代特色乡村

乡村文创、精品民宿、
特色农产品、特色家庭
农场、乡村电子商务等

完善特色产业体系，注重特色产品
的宣传，完善网络营销，引进专业
人才，提高乡村服务水平

都市近郊型 成为城镇的“菜
篮子”、“后花
园”、城乡共融
的示范地

农业观光、生态农业、
疗养度假、农家餐饮或
其他服务于城镇的功能
项目等

加强城乡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
建设，承载部分城镇功能，对接
城镇建设，引入创新要素，完善
服务管理

和谐宜居型 打造宜居宜业、
和谐美丽的示范
乡村

文化墙、特色公共空间、
主题公园、特色景观节
点等

重点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完善乡村公共设施、基础
设施的配置，塑造具有特色的村
容村貌、宅容宅貌

图 5 基于乡村价值评估的苏南乡村分类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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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其他生产价值 其他生态价值 空间利用价值 高品质生活价值 乡土民俗文化价值 社会保障价值

城乡生产供给价值 城乡生态服务价值 空间区位价值 城乡生活促进价值 文化资本化价值 社会传承价值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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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板块间的协同联动，以强化生态
价值、生产价值和文化价值为重点，统
筹城乡特色要素，明确城乡特色定位与
目标，引导城乡特色功能布局，从而实
现城乡等值化特色发展。首先，全面梳
理乡村地区特色要素，开展全域乡村价值
评估，明确乡村地区的价值构成。以城乡
特色互补为原则，结合城镇发展定位与目
标，明确乡村地区的特色定位与目标。其
次，优化城乡特色功能布局，引导特色功
能分区。在城镇功能分区的基础上，结合
乡村地区的价值构成及特色定位，划定乡
村特色功能片区 ( 图 6)。最后，以特色功
能片区为单元，明确城乡特色管控要素。
特色管控要素包括整体管控要素与专项管
控要素，整体管控要素即特色功能片区的
整体风貌、格局、重点项目等，专项管控
要素指特色功能片区所具备的特色要素，
如民俗文化、江南技艺等。
4.2.2　规划引领实现乡村高质量特色
发展

村域层级的特色发展旨在全面激活
乡村价值，需进一步落实乡村地域层级
所明确的乡村特色发展定位及特色引导
内容，要以行政村为单元，编制好“多
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村庄规划
虽然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
详细规划，但是因为它是乡村地区具有
唯一性的空间规划，所以必须具有宏观
战略思维，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的空间、
景观、风貌层面，要明确行政村整体特
色发展定位与目标、特色空间结构、特
色产业空间布局、特色项目布点、特色
路线规划等内容。具体而言，需重点打
造特色产业体系，强化乡村生产价值在
村域层级的核心推动作用。依托特色资
源，明确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实现产业
链的延伸，明确特色产业的空间布局。
为了加强宏观性和整体性，在一些地区
可鼓励跨行政村联合编制村庄规划，核
心在于“统筹”，有利于整合乡村特色
资源，发挥抱团优势，带动乡村从产业、
空间、设施、生态等方面实现特色协同

发展 ( 图 7)，塑造乡村特色集群，放大
乡村价值作用。
4.2.3　共同缔造实现居民点和美发展

居民点的特色发展旨在提升乡村生
活质量，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为
实现居民点层级的特色发展，需形成“村
民主体，多方参与，共同缔造”的价值观，
以村民的实际需求为核心，以乡村设计
为手段，统筹各类乡村建设活动。通过
居民点建筑设计、公共服务设施设计、
公共节点设计等，优化居民点空间形态，
彰显特色风貌和乡土美学，实现人居环
境品质的提升。

4.3　分项强化：加强乡村特色发展
的专题研究
4.3.1　创新生产价值与各价值的转化
方式

特色产业是乡村特色发展的核心内
容，同时苏南乡村生产价值与各类价值
间的转化关系尤为丰富，需重视乡村特
色产业的专题研究，创新生产价值与各
价值间的转化方式。首先，推进生态资
源资产化与生态资产资本化，全面勘察
乡村生态资源，通过合作社等形式对生
态资源进行统一统筹运营，并以股权形
式将生态资源生产的价值收益存于本地。

图 7 乡村特色协同发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依据参考文献 [18] 改绘

图 6 以苏州高新区为例的城乡特色功能片区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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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多样的金融工具的组合，将
生态产品分阶段实现资产证券化，打造
特色生态产业。最后，结合艺术介入等
方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价值
与生产价值间的转化关系。基于乡村特
色文化资源凝练特色传统符号，转化为
基本设计元素。在此基础上，由艺术家
带领、艺术联盟合作，构建旅游化、体
验化的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
4.3.2　强化空间价值与各价值的支撑
关系

特色空间是彰显乡村特色要素、保
障乡村特色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特色
空间专题研究旨在强化空间价值与各类
价值间的支撑关系。一方面，探索苏南
乡村特色空间体系。基于苏南乡村空间
特征构建特色空间体系，明确重点特色
空间、特色廊道、特色节点，从而彰显
乡村特色，强化各类价值作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探求特色空间的多元复合与
集约利用方法。首先，需强化乡村特色
空间的复合利用，提升空间利用效率，
从而在有限的空间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各
类乡村价值。例如，在乡村生产空间，
可以通过结合农田、鱼塘、果园等要素
塑造田园景观、引导低碳农田、建设未
来农居等，带动乡村生产空间从原有的
具备单一生产价值的状态向有效发挥生
产、文化、生态、生活多元价值的状态
转变。其次，强化乡村特色空间的集约
利用。鼓励跨乡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充分挖掘乡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
开展农村宅基地整理工作，为乡村特色
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与空间保障。通过“土
地整治 + 生态建设”“土地整治 + 产业
发展”等方式强化空间价值与各价值间
的支撑关系。

5 结束语

乡村特色发展是释放乡村价值、提
升乡村活力、延续地方文脉、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路径，准确认知乡村价值是

乡村特色发展的前提。在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乡村价值构成、作用以及相互关
系发生变化，需要对乡村价值进行再认
知，才能有效指导乡村特色发展。

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价
值再认知特征，分析了苏南地区乡村价
值构成、作用以及相互关系，指出苏南
地区的乡村特色发展需尊重乡村价值的
多元构成，强化价值的多层作用并充分
应用价值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分类引导、分级谋划与分项强化的乡村
特色发展路径，以期为苏南乡村全面振
兴和特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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