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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乡村规划与乡村更新发展

[主持人语]乡村规划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面对非农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影响与冲击，在规划中坚持存量挖潜、价值盘活，
强调精细化治理、规则制定，运用乡村更新理念解决切实发展问题已然成为一种重要手段，这方面的规划方法与相关规划实践也日
益丰富。本期“专题研究”栏目以“乡村规划与乡村更新发展”为主题，结合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的相关规
划实践，针对城市近郊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典型村庄，聚焦村庄规划编制、乡村建设、乡村产业用地转型等热点主题，探讨乡村更新
理念下的乡村规划技术方法与创新思路，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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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更新理念下的乡村营建秩序构建与规划实践
——以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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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乡村建设同质化问题，提出在乡村营建中应积极引导村庄实现自我更新，通过解析乡村传统营建秩序，提
炼形成适应当下时代需求的工作方法和引导逻辑，进而形成当代营建规则。同时，以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为例，在空间规则方
面，提出整体格局、建筑组群、住宅单体 3 个层次的具体策略；在组织规则方面，借鉴传统乡村营建中的村庄自组织模式，提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组建乡建共同体推动乡村建设，建立乡村营建的长效机制，提升乡村营建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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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Practi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Order Under the Concept of Self-renewal: Shoushan 
Village,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DUAN Wei, LI Zongxia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homogenization in rural construction is addressed in the paper and a self updating concept for rural 
construction is proposed.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order of villages, the contemporary working methods, 
guiding logic, and construction rules are formulated. With Shoushan village in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t three levels of spatial rules: overall layout, architectural clusters, and residential and courtyard 
areas. Learning from the self-organization model in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he organizational rule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promoting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rur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 
building,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villa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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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可以概括为乡里自治机制下的村落自组织生长
模式。在此模式下，传统的乡村聚落在空间格局、村
落肌理、建筑风貌、房屋布局、营造方式等方面具有
高度的自觉统一性，遵循一套基于民间文化和空间共
识的“秩序原型”，即乡村营建的隐性规则。这一规

0 引 言

我国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是在自然环境与地域文
化的约束和影响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缓慢进化形成
的，有着明显的乡土社会的自组织和乡土文化的自适应



117自我更新理念下的乡村营建秩序构建与规划实践——以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为例　段　威，李宗祥

则促使不同地区、不同环境条件、不同
文化背景的乡村呈现出多样的风貌特色和
环境氛围[1]，乡村的地域特色也由此而生。
近年来，随着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

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建造技术
的进步、多样文化的侵入等，村民自主
建造的能力和机制丧失，传统乡村的营
建规则逐渐崩塌，很多乡村的建设完全
由政府主导，采取“统规统建”的项目
化建设模式，加之强调宅基地大小、朝
向等方面的“均等性”，乡村建设出现
了布局呆板、空间均质化、风貌同质化、
特色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迫切
需要在自我更新的理念下，探索当代乡
村营建规则，重塑乡村特色风貌，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关于乡村营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多样的论述：一是关注村民能
力的提升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例如，
晏阳初 [2] 提出乡村建设最基本的条件是
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强调村民的组
织性和乡村自治体制机制的建立。二是
关注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营建模式，强
调乡村营建主体意识和村民能力水平的
培育提升。例如，陈炼等 [3] 认为乡村营
建应着眼于健康乡村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目标，开展村民教育、培育工匠精神；
应组织村民参加集体活动，提升村庄凝
聚力；应鼓励村民自主推动运营，培养
村民的主体意识。三是关注乡村空间演
变特征，强调空间的秩序重构和多样性
空间营造。例如，陈小卉 [4] 认为针对乡
村空间核心弱化、网络结构涣散、要素
无序流动等问题，应统筹城乡要素，通
过重塑乡村组织核心、结构网络、居住
空间等措施重构乡村空间。
本文所关注的自我更新理念下的乡

村营建规则，是指在乡村的物质空间和
社会文化方面由村民自发或外力引导形
成的营建行为准则，是在村庄空间形态、
文化生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周
边环境及当时社会进行物质、文化交流

反馈并优化调节的结果。这一规则指引
和约束乡村营建活动行为的开展。相比
于他主更新，自我更新强调村民的主导
性，即村民对营建全过程的参与和把控，
体现村民的意愿和需求；相比于自由更
新，自我更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较高
的约束性，鼓励全过程的多方协力，不
过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体现乡村自治
和集体利益的协调。

1 对乡村营建规则的基本认知

一些乡土、舒适、协调的传统村落，
其空间格局在历经千百年的变化中依然
保持自己的特色与规律，其核心是人们
将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各类营建法则
作为维系村庄总体秩序的行为准则。探
寻乡村营建规则，既要关注村庄与周边
环境所形成的“整体性”，也要关注村
民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个体性”，同
时还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关注乡村建设
的“动态性”，以及不同个体在不同历
史时期建设行为的“叠加性”。

1.1　村庄空间是“整体性”与
“个体性”的统一
村庄空间格局是“天”(时间)、“地”(空

间 )、“人”(主体 )的统一有机整体，
具有丰富的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彼此关
联、相互增益，村庄整体远大于各组成
要素之和。村庄空间格局的组成要素主
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外在的自然与文化
要素；二是内在的组织联系。在传统乡
村营建过程中，村庄与周围地理环境密
切关联，进而形成生产生活空间格局与
人文和自然环境的整体结合。村庄空间
作为地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载体，是内
嵌基因和地域文化内涵与社会结构的外
在表现；村庄的聚居属性将地域文化和
社会活动与空间联系起来，在以血缘和
地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
形成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网络。这种“整

体性”保证了村庄在动态平衡下的永续
发展，进而形成“人地共生”的传统观念。
村民作为生活在村庄整体中的个体，

因家庭经济情况、人员构成、审美偏好、
生活习惯等内在需求差异，以及各家所
处区域位置、地形条件、气候影响等外
在环境的不同，在房屋选址、建筑体量、
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等方面往往会呈现
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建立在整体秩序之
下的弹性选择，可以称之为“个体性”。
村庄空间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相
互影响、彼此依赖，从而造就了村庄空
间的活力与生机。

1.2　乡村建设是“动态性”与
“叠加性”的交织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村庄的形

态始终是动态变化的。在此过程中，村
庄内部不断进行新旧更替，不同时期的
建筑材料、建造技艺在相同空间叠加，
形成乡村建设“动态性”与“叠加性”
的交织。所以，村庄空间是不同“历时”
空间的“共时”形态表现，在继承传统
秩序的同时，村民为适应不同的时空环
境进行新的创造，这些不同历史的切片
由此相互关联，形成具有特定意义的物
质空间序列。

2 乡村营建秩序的构建

乡村营建影响要素包含物质空间要
素和社会组织要素。物质空间要素包括
村庄整体、组群、单体等；社会组织要
素包括建造主体、使用主体及其相互影
响所形成的机制。

2.1　空间特征及秩序
空间规则的建立需要从整体、组群

和单体3个空间要素层面对乡村营建秩
序进行解析。整体即指村庄格局与形态，
村庄格局受到不同边界要素的影响，而
村庄形态又在不同边界要素的约束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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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变化；组群主要体现在村庄的肌理与空
间方面，因道路网络的形成、建筑组群的
组合而产生多样的空间变化；单体可统称
为农房，是构成乡村聚落的基本单元，通
常以院落的形式存在，在院落布局和建筑
的平立面组织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2.1.1　整体层面：顺应自然、秩序
生长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乡村建设需

尊重与保护自然生态，顺应自然生态格
局与规律，维护自然格局及大地景观的
连续性和完整性。村庄的边界主要有山、
水、林、田、路等空间要素，这些要素
约束或助推村庄格局的形成。例如：以
山体为界的村庄，其建设空间巧妙地顺
应山体高差变化，利用等高线平台布局，
与山体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关系；以
水系为界的村庄，其形态随水系走势变
化，界面灵活生动且富有趣味；以农田
为界的村庄，其形态相对规整，此类村
庄依托平原建设，街巷也相对平直；以
道路为边界的村庄，其形态顺应道路走
向，界面相对平齐。
2.1.2　组群层面：组合多变、群体
自觉
农房与农房、农房与公共建筑、农

房与公共空间等不同形式的组合构成了
建筑组群，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空
间变化，从而形成尺度较大、介于建筑
单体与村庄整体之间的空间类型，丰富
村庄的空间景观与层次变化。建筑组群
空间形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建筑间纵向
和横向的分布关系上，这些变化大多受
到周边环境要素或建设时序的影响，从
而形成了多变的空间组合。例如：围绕
水系形成组群中心，这些组群中心同时
也是村民取水、种植活动的共有空间；
顺应地形走向的道路在村庄中划分出不
同大小和形式的宅旁公共空间，这些公
共空间或被开辟为菜地，或依托大树、
巨石形成聚集休憩的活动场所，这些场
所不仅丰富了村庄的空间形态，还为乡

村生活增添了浓厚的乡愁氛围，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独特印记。
2.1.3　单体层面：传承文化、展示
特色
农房是乡土文化的体现，各地的自

然条件、生产特点、生活习惯、民族风
俗不同，因此在农房的规划与设计上，
包括平面、建筑形式、建筑构造、立面
与屋面形式等方面，需要尊重村民长期
形成的建筑智慧，遵循朝向偏好(如堂屋
坐北朝南)、开间尺寸、房屋高度及平面
布局的传统要求，同时融入当地院落围
合等习俗。当前一些新建的农房，在传
承地域建筑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建
筑色彩、材质、外墙、门窗、勒脚、屋顶、
院落、装饰构件等要素，利用韵律、节奏、
次序性、几何图形及差异对比等方式来
实现整体美观，在整体协调的空间环境
中呈现“和而不同”的建筑特色。

2.2　组织特征及秩序
2.2.1　参与主体：以村民为主体的
匠人营建
在传统乡村营建模式下，村民建房

普遍依赖于聘请建筑工匠，建筑工匠在
营建技术上发挥主导作用。同一地区的
建造材料和技术工艺基本相同，历代建
筑工匠通过传承，共同塑造了一套具有
共识的建造操作手法，即地域的“秩序
原型”，因此民居的建筑空间格局、梁
架结构体系、装饰装修艺术等都延续着
独特的地域乡土风貌。与此同时，考虑
到村民不同的审美要求、生活需求与场
地环境等因素，建筑工匠们在保持原有
的民居结构、形制的“秩序原型”基础上，
灵活地进行适应性自主调整，从而创造
出一个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民居单体 [5]。这
些单体不断自组织生长，最终形成村庄
中有机的空间形态。
2.2.2　组织机制：村民互助建造的
乡里自治
传统的乡村营建组织以乡里自治为

核心，以村民集体认同的“村规民约”
为规则。自古以来，宗族力量在村庄中
占据主力位置并完成组织化过渡，逐渐
建立起共同的生活生产规则与组织。在
此前提下，农房建造通常通过互助建造
的方式实现，这种方式体现出聚居生活
的宗族共同体契约精神。在技术有限的
历史局限下，互助建造作为村民换取免
费劳动力、增进乡村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建造过程本身就具有文化活动和群体组
织的内涵 [6]，如在完成建造时全体村民参
加的“上梁仪式”，就是将个体的营建
活动转变为集体庆祝活动的一种重要仪
式。互助建造过程也是“村规民约”形
成的过程，村民对共同建造出来的村庄
空间充满强烈的情感寄托和认同，在这
一过程中宗族意识、地域文化及传统技
艺也得到有效传承和延续。

3 乡村营建规则的形成

基于上述认知，对于自我更新理念
下的乡村营建，可通过解析乡村传统营
建秩序，提炼形成适应当下时代需求的
工作方法和引导逻辑，从而形成当代营
建规则(图1)。
一是形成村庄整体、组群及单体协

调一致的空间规则。在整体层面，解析
村庄与山、水、林、田、路等要素的关系，
并探索村庄形态演进规律，制定当代乡
村营建策略 [7]；在组群层面，分析村庄
公共空间、道路网络、建筑组合等情况，
解析建筑肌理、街巷尺度、轴线、界面
等空间关系，制定建筑组群营建策略；
在单体层面，基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解析农房、院落的布局特征，并在传承
本地建筑文化的基础上，确定建筑风貌
特色。
二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乡村治理

有效的组织规则。在参与主体方面，协
调好村民个人、建筑工匠、集体组织的
关系，建立规划引领、村民自主、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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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工作规则；在组织机制方面，充
分挖掘村庄在长期建设发展中形成的各
种约定俗成的“建设守则”，并将村庄的
“建设守则”转变为“村规民约”，激发
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乡村建设
实践

4.1　研究对象概况
寿山村隶属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属于典型的农业型乡村，现状村庄一共
有农户847户，共2 293人。村庄中的
砖木结构房屋占比45.34％，砖混结构房
屋占比54.42％，框架结构房屋仅占比
0.24％；1980年以前建造的老旧住房占
比22.79％，C、D级危房占比2.95％，
村民改善村庄环境及住房条件的需求和
意愿强烈。
2022年，寿山村采取“村民自主、

政府引导、集体统筹”的模式开展乡村
建设，对现状建筑质量较差且户主有建
房意愿的农房进行翻建，并在村庄现状
建设用地内，通过局部布局调整进行新
建，满足一定量的新增宅基地需求。

4.2　寿山村空间秩序解析
4.2.1　村庄整体格局
通过历史资料研究发现，寿山山体

是村庄天然的景观中心、生态绿核和精
神家园。寿山村最初仅以几个零散农户
的形式存在，即处于“点状”分布状态；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村庄依托山体、道
路、水系等繁衍生长，呈现出“线状”
延伸的形态；随着集聚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村庄呈现出“面状”发展的态势，
形成了“以山为根、环山发展、顺路增
长、田园环绕”的演进趋势。如今，寿
山村以团块状为基本构成单元，围绕寿
山山体自南向北渐进生长，逐渐形成“环
山而居”的总体格局特征。
4.2.2　组群空间
寿山村的建筑组群布局错综复杂而

又井然有序，并呈现横向和纵向两种空
间关系。
横向关系主要包含3种类型：一是

分别平行于道路、水系，主要体现在前
排农房入户大门位于北侧，后排建筑顺
应水系走向，农房入户大门位于院落南
侧，建筑组群横向成行；二是平行于山
体地形等高线，多个农房院落保持相对
一致的朝向，彼此之间灵活分布，横向

前后错落；三是垂直于主要道路，横向
延伸出巷道，农房院落进深基本保持一
致，前后排平行，呈行列状的横向关系。
纵向关系也存在一定的空间规律：

一是顺应道路和地形，农房院落朝向和
进深形式多样，入户大门朝南，纵向分
布灵活自由；二是建筑院落依托南北向
道路分布，入户大门以东向、西向为主，
前后排院落围墙相连、不留间隙，纵向
界面相对统一；三是依托鱼骨状道路结
构，农房组群前后、东西呈现空间和数
量的规则分布，宅基地长宽尺度差异较
小，纵向界面规律性较强。
4.2.3　住宅单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房的建筑平立

面及建造材料呈现出“从小到大、从低到
高、从单一到复合”的变化趋势。1980
年以前，农房多为单层单结构，单进深、
单面宽，呈简洁的“一”字形布局，中
间为堂屋，两侧作为居住空间，这种布
局俗称“一明二暗”；立面构成较为简单，
中间为门，两侧开小窗，墙体多采用砖
石砌筑。1980—2000年，随着农民经济
条件逐步改善，楼房逐渐出现，农房的平
面布局在传统三开间的基础上进行了拓
展，面宽和进深有所增加，还在南侧增设
了外廊；在立面上，门窗面积变大，且多
采用左右对称的组合形式；在建材方面，
逐渐减少石材，采用砖混结构，门窗采
用木质、玻璃等材质。2000—2010年，
农房的功能组合进一步丰富，出现了“一
堂三室”或“一堂四室”等布局形式；
立面形式更加丰富，对玻璃、琉璃瓦、
瓷砖等建材的使用也显著增加。2010年
以后，随着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追求的
日益增强，卫生间、厨房等功能区域被
正式纳入主房设计，新建农房的布局分
区明确、形式多样，实现了寝居分离、
食寝分离和净污分离；建筑立面造型更
加多样，老虎窗、阳台等元素的加入不
仅美化了建筑外观，还提升了居住的便
利性和舒适度。

图1 营建规则构成及形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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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生态定组团。强调田园生态
的保护和环境要素的彰显，依据现状房
屋、道路、水系与寿山山体的关系，识
别4条空间廊道，对建设空间的土地进
行复垦开敞处理，拆除建筑后不再新建，
进而形成“显山通廊”。通过空间廊道
的绿楔渗透，实现山体空间、建设空间、
田园空间的和谐过渡，形成村庄组团的
基本结构，打造东部、西部、南部、北部、
中部5个村庄组团，从而破解村庄整体结
构无序蔓延和生态特色日渐丧失的难题。
三是以演进定脉络。基于村庄发展

演进历程的分析梳理，对寿山山体空间
这一文化源点进行保护和修复，延续村
庄整体道路结构，打通道路断点，形成
“环山道路”，搭建骨架脉络。基于道
路骨架，尊重村落生长的空间规律，优
化公共空间分布，形成村庄功能脉络。
4.3.2　组群规则：延续肌理，形成
村庄各类空间的有序组织
通过梳理“房与房”“房与路”“房

在院落布局方面，随着主房面积不
断增大，功能分布更加清晰，院落面积
逐渐减小。初期阶段，院落以一层为主，
主房与辅房的体量差异较小，建筑基底
面积与院落面积的比值约为1∶1.5；厨
房、餐厅等功能区一般被安排在辅房内
或与堂屋共享空间，导致寝居、食寝及
净污功能区的混杂，整体居住环境相对
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具房、农作
物储藏间等辅房与主房分离，主房面积
得以增大，建筑基底面积与院落面积的
比值也相应调整至约1∶1。近年来，新
建农房建筑在体量与高度上均有了进一
步的提升，但由于受到宅基地面积的限
制，传统的合院形式逐渐被单体建筑所
取代，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院落面积的
减小，建筑基底面积与院落面积的比值
转变为约1.5∶1。

4.3　寿山村空间营建规则的建立
寿山村的乡村建设摒弃了“统规统

建”的组织形式，没有采用“蓝图式”
的规划设计方案，而是基于对其传统乡
村营建规则秩序的分析，考虑到经济发
展水平、建房风俗习惯、建设时序等因素，
通过科学的规则设计，实现对村庄自我
更新的长效管控，通过探索乡村营建规
则的总体实践路径，全面提升乡村建设
水平和品质，推动乡村现代化治理水平
的逐步提升 [8]。见图2。
4.3.1　整体规则：以山为核，实现
村庄与环境的有机融合
通过“显山、露水、通路、临田”

的布局手法，制定村庄整体规则，重塑
依山而居的村庄整体格局(图3)。
一是以边界定形态。整治疏导寿山

村北侧白马河沿岸的建设空间，梳理村内
水系，形成“亲水界面”；梳理乡村建设
边界，将组群外的零散建筑置换到组团
内，周边栽植乡土林果树木，形成“林
田边界”。通过以上措施，构建“依山
而居，田林环绕，水系映衬”的空间格局。

图2 乡村空间营建规则组成要素分析

图 3 寿山村整体格局示意

现状为“内心外环”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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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白马河，提升寿山村
入口节点，打造“依山傍
水”的空间格局

依据民居布局、水系及现状
道路，识别4条空间廊道，
提升寿山村形象

在空间廊道不受影响的条件
下，提升村庄道路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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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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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脉络 功能组织 构件设计定节点、查缺口 留空间、配公建以演进定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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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房与水”的空间关系，协调新
建房屋与保留房屋、房屋与周边环境的
关系，并利用房屋之间的组合变化，留
足村庄“公—私”过渡空间，营造多样
化的组群空间变化，形成建筑组群组织
规则(图4)。
一是梳理空间关系，确定更新方式。

通过梳理村庄组群空间构成，分析建筑
组群的横向、纵向空间关系，确定建筑
组群总体格局及建筑组群肌理；通过梳
理组群内用地权属关系，按照有效利用
闲置空间、集约节约用地等原则，适当
打破原有地籍关系，明确可建设区域、
住宅朝向、建筑进退关系等。
二是尊重原有秩序，引导房屋建设。

基于建筑质量评定，结合村民建房意愿
调查，明确保留提升、原址翻建、异址
新建等不同改善分类；顺应村庄整体布
局及风貌，根据村民家庭人口构成、经
济条件、使用需求等情况，提供不同面
积、不同高度、不同样式、不同风格、
不同组合形式的农房设计方案，以满足
村民建房的多样化需求。
三是完善设施配套，提升整体环境。

从完善组团功能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整
合村庄的建设空间：一方面，结合现状
空闲地、林地，建设组团公共绿地、健
身广场、文化公园等，形成组群中心；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边角地、零星空间，
建设停车场地、宅旁绿化场地、垃圾分
类收集设施等，形成功能完善、配套适

宜的居住组团。
4.3.3　单体规则：新老融合，建造
适应现代乡村生活的新农房
在农房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村民的

日常需求，并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各
功能空间宜分区明确、布局紧凑，确保
堂屋、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及户
内楼梯等基本生活空间设置合理，同时
还应规划相应的储藏室、院落、辅房、
门廊 (门厅 )、阳台 (露台 )等辅助功能
空间。
在建筑外观设计上，应巧妙融合寿

山村标志性的青石材质与现状广泛采用
的白色外墙元素，针对屋顶、墙面、门窗、
院门、围墙等建筑主要构成部分，进行
统筹规划与设计引导，确保新老住宅之
间的和谐统一，营造质朴的乡村氛围。

4.4　组织规则：自我更新理念下
的乡建共同体
空间营建为乡村的特色与活力提供

物质空间载体，而更为重要的是建立村
庄自我更新的动态协调机制，提升乡村
的组织能力和水平。在寿山村乡村建设
实践中，在积极借鉴传统乡村营建中蕴
含的有机自组织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
下乡村营建的新需求，组建了乡建共同
体(图5)。
4.4.1　设计共同体
在建设启动之初，设计团队联合当

地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代表，共同

组建设计共同体。该共同体向上对接县
级主管部门，争取各方支持，保障建设
合规；向下对接村民，参与建房需求调
查、村民意愿征集等工作。在这一过程中，
设计共同体作为协调各方的“润滑剂”，
通过对不同设计方案的推演，协调解决
各方面问题，引导建立适应新时代的乡
村“互助营建”协调机制。对于为村庄
公共空间、道路、管线建设做出让步的
农户，设计共同体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与
奖励措施，如采用“有占必补、先到先得、
集体统筹”等方式，在保障村民个人利
益的同时，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
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这一举措
不仅促进了邻里和睦，还重新激发了村
民间的乡土凝聚力，在村庄内充分发扬
了当代“六尺巷”互助精神。
4.4.2　建设共同体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由乡镇、村委、

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五方
主体”组成建设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
中，各方责任明确并互相监督。设计单
位承担现场技术指导、设计变更、实施
效果检验等任务，施工单位针对建设质
量、进度等进行现场把控建设，这两大
主体同步构建多专业、多部门协同的工
作推进机制，市政、景观、建筑等主要
专业领域相互配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完善设计内容；采购、施工、运营等部
门协同运作，以提高项目推进效率；村
委会推选村民代表，与监理单位共同参

图4 寿山村建筑组群组织规则形成示意
步骤1：梳理空间关系，确定更新方式 步骤2：尊重原有秩序，引导房屋建设 步骤3：完善设施配套，提升整体环境

图例 图例 图例保留农房 预留公共空间 停车位
“老槐树下”文化空间

保留农房 集中菜地需更新农房 新建农房 农房
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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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现场的监督工作。
4.4.3　运营共同体
在后续乡村发展中，搭建“村集体

出资源、市场出运营、政府出规则、能
人出智慧、村民出力量、设计出策划”
的多方共谋的乡村振兴运营共同体，以
“活农村资源、促集体增收、富农民口袋”
为目标，充分发挥各方资源的叠加优势，
导入产业项目，发展多样业态，延伸产
业链条，促进产业升级，充分激活乡村
发展的内在动力 [9]。

5 结束语

随着新型城乡关系的不断建构，各
地乡村建设正处于由管控限制转向有序
放开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从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向发挥村民主体
能动性的自我更新十分重要，这需要充
分关注以下3组关系。
一是关注“农房建设”和“乡村建设”

的关系。自我更新理念下的乡村营建不
能“就房谈房，就村谈村”，要关注农
房本身与村庄其他功能之间的内在关系，
统筹好村庄内部和外部人群对村庄的各
类需求，解决好农房与村庄的协同问题，
实现农房局部建设与村庄整体发展的良
性互动。
二是关注“农民个人”和“农村集

体”的关系。关注村庄自我更新过程中

不同个体之间、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协同，
探索建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社
会组织、群众间的对话机制，在集体利
益优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个性需求，关
注不同主体对不同农房产品、个性产业
和服务功能的需求。
三是关注“动态建设”和“长效管

控”的关系。乡村营建是一项长期、复杂、
动态的系统性工作，要充分认识到“蓝
图式”的规划设计方案全面适应乡村建
设的长期性、动态性需求，因此要从建
设时序上关注先建和后建之间的关系，
通过科学的规则设计实现对村庄自我更
新的长效管控。
村庄规划建设的过程也是“村规民

约”建立的过程，村庄的建设是对“村规”
的贯彻，农房的建设是对“民约”的践
行。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引导村庄实现
自我更新，不仅是充分尊重村民意愿、
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还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动适应
新型城乡关系的现实选择。本文通过解
析寿山村乡村建设实践，旨在探索乡村
营建中村庄自我更新机制的有效实施路
径，为各地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案例参考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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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乡建共同体的参与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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