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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设计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是当下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将乡村景观规划设计视为一项系统工作，

通过梳理其实施流程，分析设计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牵引机制、支撑机制、规范机制三个层面提

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构建的具体策略，以保障设计达到预期成效，推进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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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to help build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nowadays. In this paper,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is regarded as a systemat-
ic work, through sorting out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promotion, and then from the traction mechanism, support mechanism, stan-
dardization mechanism, three levels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specific strate-
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design can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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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为我国乡村经济、

环境和文化的发展注入新动能。通过系统性地梳理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实施流程，发现设计推行各阶段中

存在人才、资金、体系、制度等方面保障不足的难题，这些问题制衡着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落实与发展，

需从机制层面提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的对策，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目前，在乡村保障机制研究

中，学者多聚焦于乡村振兴发展思路与农业农村发展模式等宏观层面，或乡村振兴中的财政、法治、人

才等发展要素层面的保障机制研究，较少关注乡村建设与设计层面，在设计推行与实施过程中的保障问

题。因此构建一套系统规范、科学可行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是优化设计流程、保障设计实施，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2.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实施流程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开展引导和支持设计下乡工作的通知》的政策背景

下，各地积极引导和支持设计下乡服务，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在实践经验中梳理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项目实施过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筹划阶段、落地阶段、维护阶段(图 1)。 
 

 
Figure 1.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图1.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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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一阶段：启动筹划 

在设计介入之初需考察开发条件，对乡村内部资源要素，如土地、建筑、人口、环境、生态、产业、

文化等进行充分调研，结合乡村所在区位、经济、社会等外部条件，综合评估其开发价值，确定具体的

计划、预算和人员等资源，界定其优势发展方向。 

2.2. 第二阶段：实施落地 

设计项目正式入驻乡村后，在政府政策、企业与社会组织资源和村民多方支持下，整合乡村设计领

域相关专业人才与技术，进行项目概念设计、空间规划、乡村品牌设计以及其他必要的设计工作，输出

初步设计方案，并与市政部门或村委组织等进行反复沟通和交流。根据最终确定的设计方案，确定材料

和技术，开展乡村建设实施和监管工作。 

2.3. 第三阶段：维护管理 

为了保证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顺利实施，政府应当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规范实施标准，定期

对项目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3.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现实困境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在大量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经验和启示，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在设计服务乡村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带来阻碍。 

3.1. 筹划阶段：理念基础薄弱，组织形式模糊 

目前，主要设计资源多集中于城市，部分设计人员缺乏对农村的文化、环境、产业等方面的深入了

解，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其设计的真实需求难以被把握。设计不仅仅是美学的追求，更包含

服务理念，然而，在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中，多追求表面的美感和风格，缺少深刻思考，对设计服务乡村

的重要性和设计对乡村振兴发展影响的认识不够清晰。 
此外，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组织体系，会导致设计工作的推进步履维艰，

使得设计中可能出现“以小易大”的现象，难以整合资源、共享经验、推进设计创新。会导致工作机制

不成体系，缺乏标准规范和统一的流程，使设计项目的质量和效率得不到保障，出现项目推进缓慢、设

计方案不合理、财政浪费等诸多连带问题。 

3.2. 落地阶段：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教育缺乏 

资金是乡村振兴的启动引擎，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财、地、人”等多方资源要素聚集，共同作用

来保障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的启动、运行和维护[1]。但现阶段的乡村景观项目资金投入相对缺乏，投入结

构相对单一，难以开展长周期、高效益、特色鲜明的综合型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受政策制度与用地性质

等的限制和乡村设计项目孵化周期长的问题，乡村设计与社会资本也难以有效衔接，对企业投资吸引力弱。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乡村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高校在乡村振兴中起着人才支撑的

作用，应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不断输送专业型、应用型人才。但目前许多高校在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人才

培养上，乡村振兴相关课程开设力度不够，思想课、理论课、实践课皆有待增设[2]，乡村课程设计较为

单一、教学实践深度有待挖掘，实践范围有待扩展，学生的乡村设计服务使命感与荣誉感有待强化。 

3.3. 维护阶段：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制度保障仍需增强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使乡村设计建设中发现短板、补齐短板、长效发展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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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保障。同时缺乏一个及时、公开、灵活的用户体验反馈、评价和改进机制，为评价工作提供数

据参考。 
在制度保障方面，部分地区已相继出台乡村规划建设相关管理条例，如《杭州市乡村建设条例(草案)》、

《苏州乡村设计导则》等，以便更好地开展乡村设计工作和管控。但仍存在监督过程不规范和制度落实

不到位两方面问题。通常项目事项公开力度不够，村民大多对乡村设计建设情况不甚了解，关注度和参

与度低，积极性不高，对民主监督相关事宜的理解也较为笼统，因此难以很好的落实监督权。同时受村

庄管理程序、技术、人员业务水平与整体素质等的限制，会导致监管制度效率不够高、覆盖面不够全、

落实不够到位。 

4.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构建路径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是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解决问题、提供保障的作用机制。乡

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构建分为三部分，启动筹划阶段的牵引保障机制、实施落地阶段的支撑保障机

制和维护管理阶段的规范保障机制，这些保障机制共同作用指导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的运行(图 2)。 
 

 
Figure 2.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guarante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model 
图 2.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构建模型 

4.1. 牵引保障机制 

1) 强化理念保障 
在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中应将理念视为设计行动的先导。首先强化学习理念，夯实思想基础。开展“设

计助力乡村振兴”思想理论学习，使相关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推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其次要强化服务理念，明确服务主体。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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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为农民而建”的实施理念，在实际工作中的着力点应放在农民的生活、生产、意愿和发展上[3]。要

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以让村民满意作为检验设计成效的度量衡。最后要强化创新

理念，以创新思维启动设计，以创新发展贯通全局。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以数字技术辅助乡村景观

规划设计，驱动乡村传统产业转型，激活乡村各资源要素，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聚力组织保障 
强化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组织保障是乡村景观项目稳定推进的基础，应积极探索“政府 + 企业 + 社

会组织 + 村民”组织模式的设计兴村方案。对于政府而言，积极完善“设计下乡”政策机制，壮大设计

人才下乡队伍、健全落实激励措施与发展机制，动员全行业设计力量愿意下乡、主动下乡。政府相关部

门与设计企业单位建立对口合作机制，签订中长期服务协议。企业应积极联合行业协会、学协、高校，

通过设计竞赛、学术交流、组织培训、实习实践等方式，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积极孵化壮大一批社会责

任感强、务实笃行做乡村服务，别具匠心做乡村创新的企业群与设计师，从源头上提升设计的能力与质

量。而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既是设计的受益者，又应是建设者，需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

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此外，在组织保障体系方面，需根据不同类型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特点与需

求进行分类指导，推动形成高效合理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图 3)。 
 

 
Figure 3.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rac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图 3.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牵引保障机制 

4.2. 支撑保障机制 

1) 资金投入保障 
为了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更具可行性，保证设计的质量与效果，要建立健全设计资金的投入保障

机制。投入保障的首要条件应是依托政策支持，予以对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财政倾斜，保障投入优先，

优化支出结构。在财政保障先行后，应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引进民间投资，与企业开展合作模式，

为设计提供资金注入。同时可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立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基金会，以资

助设计和建设等相关工作，激励设计从业人员、组织机构、高校学生等投入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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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相关工作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此外，还应坚持乡村的内生发展，提升乡村品牌建设，提高村集体

的经济发展能力[4]。 
2) 人才培育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离不开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支持，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的落实离不开设计人

才的支撑。高校、企业、乡村应三方联动建立一套系统的人才培育机制。高校依托相关学科背景教育资

源优势，持续优化课程改革思路，制定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系统地推进人才培养创新举措。

将思政教育与设计教学研究实践有效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思想道德素养，树立“设计

服务民生”的教学价值观念[5]。还应注意乡村科技、经营等方面的发展，开展跨学科的乡村景观规划设

计人才培训课程；同时可借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相互吸收借鉴成熟经验，共同提高设计人才业务

水平和国际化视野。此外，通过与设计企业、村委组织对接，为学生提供参与乡村景观设计的实习机会，

加强专业人才与农村基层实践之间的联系，深入了解农村现状，避免“纸上谈兵”。高校在为企业和乡

村提供专业人才的同时，关注企业和村委反馈的信息，以循环的形式不断优化教学结构以更好地输出乡

村建设所需人才(图 4)。 
 

 
Figure 4.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rac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图 4.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牵引保障机制 

4.3. 规范保障机制 

1) 制度体系保障 
构建规范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制度体系，应把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加

强对设计流程的规范，设计质量的控制、对设计过程的监管，确保设计结果达到预期目的。应完善乡村

景观规划设计配套管理制度，包括设计规划、建设方案、设计评审、设计审查等方面，明确各项管理要

求和流程，加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需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加强规划编

制、环保、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管理，提升整个乡村景观行业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运营水平。 
2) 评价考核保障 
在建立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上，应充分考虑乡村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需求，结合相关政策、文化特点、

社会经济环境、自然资源、人居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将乡村景观设计要素与乡村振兴政策要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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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机结合。还需要引入专业人才、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当地居民等多方面的反馈意见，确保指标体

系的适用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为了保障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需要成立评价保障机构并建立相应的

专家库，对乡村景观设计评价护航。评价完成后，需要向相关部门和设计机构出具评价报告，并及时反

馈评价结果和意见，以推动设计的不断改进和优化。评价结果对于设计机构和设计师来说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可以通过搭建线上平台将评价结果传递给更多的相关从业人员，为后续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项

目提供借鉴，促进设计整体水平的提升(图 5)。 
 

 
Figure 5.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specific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图 5.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规范保障机制 

5. 结语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保障机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行业协会等多方

协作，通过长期的努力和运营，形成长效机制，才能有效规范设计市场和行业生态，提升设计质量和效

益，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现实情况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各项

措施和机制的力度和实施效果。在推进过程中，需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形成优势互补的

格局，为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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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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