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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全面迈步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乡村设计与绿地空间建设工作受到广

泛重视，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一系列设计问题及制约因素未受关注，其主要表现为：重视度、资源限

制与设计性问题。本文以浦南镇人民政府及各地方乡村实际发展情况和数据为例，通过分析我国乡村地

区绿地空间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及设计现状，提出乡村地区绿地空间规划提升路径与策略，并对乡村地区

绿地带构建模式与其复合效益进行分析与模型建立，即分三步走：绿地景观空间建设–乡村地区绿地带

构建–复合生态系统的复合性正向效益实现，探索推动相关工作纳入乡村地区人与社会、经济与产业发

展、自然与生态环境三方的统筹发展、协同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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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design and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How-
ever,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re is still a series of design problems and restrictive 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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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 that have not been concerned,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attention, resource limitation 
and design problems. This paper takes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data of Punan Town People’s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 local villages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ural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constraints and design status, puts forward the rural green space planning promotion 
path and strategy, and the rural green construction mode and complex benefit analysis and model 
building, namely three steps: Green landscape space construction - rural green build - compound 
ecosystem compound positive benefit, and explores to promote related work into the rural areas and 
society,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overall de-
velopment of the tripartit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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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地区绿地空间的建设，旨在为乡村地区居民提供可供休憩、康养，运动的绿色公共空间，提升

乡村地区公共设施完善度，以达到绿地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人文服务功能目的，推动生态宜居。在这

一基础上，其能够通过与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及道路防护林地等要素共同构成乡村地区绿

地带，并实现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系统所产生的复合性正向效益。 
本文所指的“乡村地区绿地景观空间”即在乡村地区，由各级政府进行规划建设的非营利性的、主

要为当地村民提供的、形式不一的绿地空间，包括公园绿地、居民绿地、小游园、街头绿地等。本文对

乡镇地方实际情况、数据实例等资料的采集与分析主要以连云港市浦南镇为主，其来源均为笔者在连云

港市浦南镇人民政府工作中的实地调研与分析，同时笔者在论文撰写期间，对连云港市连云区、东海县、

灌云县、南京市栖霞区、山西省太原市、临汾市汾西县等地均进行过实地调研，对各地政府政务信息公

开文件进行了收集分析，并与村民、政府工作人员、设计院、设计人员进行沟通交流，论文结论具有一

定普遍性。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状况、发展定位、政策不一，论文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能存

在单一性。 
绿地空间、自然景观对于人们具有心理康复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减轻压力、缓解心理疲劳，促进心

理和生理健康，提供休闲锻炼游憩场所、丰富景观空间与植被群落。2022 年 10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提出：

“我国乡村绿化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绿化成果巩固难等问题依然存在，与农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1]韩旭、唐永琼等从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观

念意识三方面对我国绿地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2]。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各级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乡村地区人居环境不断提高，广大乡村地区的人民对“生态宜居”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对绿地空间也有着更多需求。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乡村绿地设施相对较为完善，但仍有不足。同时在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乡村绿地景观空

间建设仍处在初步阶段，对于绿地及景观规划工作仍缺少系统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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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地区绿地景观空间建设中的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2.1. 乡村土地资源紧张——多类用地需求、城市功能外延、产业发展与流量 

伴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文件印发，明确了 18.65 亿亩耕

地和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有量[3]。同时，农用地、采矿用地、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等也使乡村可

建设用地资源有限。在城镇化率稳步缓速上升的背景下，乡村地区正持续承接吸收城市的功能外延，工

厂、物流园等工业企业为控制成本与交通优势，也倾向于建设在乡村地区。受二产工业和三产服务业经

济发展带动需要，使可建设用地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在一些乡镇，为提升地方流量，乡

镇政府倾向于将资金资源集中于建设大型公园、特色公园、乡村农家乐等，其旨在以农业特色产业与乡

村旅游业为核心推动农旅业发展，从而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经济发展。一些地方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还

有一些地方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规划与设计工作上的不完备，出现了空间布局不合理、用地手续审

批流程长、设施设备建设粗放等情况，这些问题也能够为绿地景观空间设计工作提供一些思考。 
以连云港市浦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为例进行分析，永久基本农田及一般农用地占比约为全镇土

地面积的 70%，其余主要均为建设用地(见图 1)。根据实地察看，建设用地主要为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

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主要为行政办公用地、教

育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等，可用于绿化建设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同时可以看到，全镇可建设用地

基本全部集中于东片区，西片区各村受制于可建设用地面积与规模，只能建设一些小型的绿地景观空间。

这一现状产生原因是由于浦南镇处于海州区中心西北方位，逐步承载吸收了中心城区的功能外延，并且

在过去几年间围绕打造“滨河新城”的发展定位，对镇域东片区进行了大力开发。 
 

 
Figure 1. Land use plan of Punan Town 
图 1. 浦南镇土地利用规划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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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层资金资源紧张——三年疫情冲击、保稳定保发展与人员专业性， 
以及资金资源的投入占比小 

受疫情防控中的财政支出、人力物力高度消耗、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及地方税收、财源单一、产业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因素影响，基层财政普遍较为紧张。在社会面放开后，发展经济、发展项目、

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工作的首要目标，难有余力将太多资金资源投入到镇村绿化等相关工作中。

在镇村规划建设方面，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道路桥梁翻修更新、农房改善项目、老房危房维护翻新、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从这一角度看，农村地区公共设施建设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同时在资金投入

比例方面，乡镇政府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受上级政府规划与决策影响，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金需要

投入到上级政府所规定的工作当中，以确保完成年度目标考核任务。在投入回报上，乡镇政府也更愿意

将资金投入到产业发展等能够获得回报收益的项目上，绿地空间建设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支出，并没有直

接的、显性的投入回报，一系列规划、建设及设计所产生的资金消耗也不菲。 
笔者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数，选取全国部分省级行政区(省、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各 1 个乡镇为样

本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由于各地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数据不全，且绿化工作及绿地空间建设相关预算收

支中没有科目名称，属于城乡社区支出科目中的一部分，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因此统计数据主要以各乡

镇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城乡社区支出占比(包含绿地空间建设等公共设施支出)进行分析(见表 1)。 
由于各地财政统计的科目类别没有统一标准，因此不同地区对城乡社区支出的统计工作囊括了不同

的类别，如部分地区囊括了城市管理人员的工资支出、部分地区囊括了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但部分地区没

有，因此从图表中看，各地城乡社区支出占比有一定差距，但从普遍上看，基本分布于 1%~15%区间。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expenditure propor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towns and townships under the ju-
risdiction of som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表 1. 部分省(直辖市)所辖乡镇城乡社区支出占比统计表 

序号 省(直辖市) 地级市、地区

(盟、自治州) 

县(县级市、自治

县、旗、自治旗)、
市辖区 

乡、镇 
2022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城乡社区 
支出(万元)/

占比 

城乡社区 
支出占比 备注 

1 上海市 — 崇明区 新河镇 41,000 6447 15.70%  

2 北京市 — 房山区 青龙湖镇 31,575 912 2.90%  

3 天津市 — 北辰区 双街镇 15,809 1011 6.40%  

4 浙江省 宁波市 海曙区 章水镇 6650 597 9.00%  

5 重庆市 — 永川区 板桥镇 6373 204 3.20%  

6 江西省 宜春市 奉新县 干洲镇 5194 10 0.02%  

7 江苏省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浦南镇 4192 88 2.10%  

8 湖南省 长沙市 浏阳市 葛家镇 3382 239 7.10%  

9 山西省 阳泉市 孟县 南娄镇 1915 685 35.77%  

10 贵州省 遵义市 赤水市 元厚镇 1143 100 8.70%  

 
从浦南镇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看，城乡社区方面(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财政支出仅占全镇全年一般预算支出的 2% (见图 2)，绿化工作及绿地空间建设支出更

为城乡社区支出中 2%的一部分，但是在财政资金以外，若政府成功引进了某个规模性项目，在签署的协

议框架下，可以要求企业对项目所在地区进行一定的基础设施及绿化建设，这部分资金也由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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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ake chart of the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of Punan Town People’s 
Government in 2022 
图 2. 浦南镇人民政府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饼状图② 

 
在设计人员与设计工作上，目前县乡政府主要是以委托承包的形式，即委托设计单位来进行项目的

具体规划设计。在这种合作模式中，设计单位拥有良好的专业水平，但在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空间

要素、资金资源情况、人员活动流量等方面并不十分了解，政府单位对于地区发展有着科学充分的长期

规划，但在目标预期的沟通表达上，缺乏一定的设计学科专业性(相比县区一级，乡镇一级政府情况相对

更为明显)。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可以探索构建良好的双方沟通机制，并加强政府单位中乡村设计人才的

培育吸纳。 

2.3. 未受重视——何为农村发展首要目标？ 

乡镇政府在发展方向与规划布局上，必须符合县区总体发展规划。在内部事务中，国土绿化工作无

法作为核心工作来进行部署。综合乡镇政府对各项工作时间投入占比、人员、资金投入力度、上级部门

考核力度等因素来分析，乡镇政府各项工作均存在不同重要度与优先度(见表 2)。 
 

Table 2. The importance and priority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work table 
表 2. 乡镇政府各项工作重要度与优先度表 

 固定性 临时性 阶段性 

核心工作 政府日常运转、产业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农经农技、

民政民生、乡村建设规划、生态环保、安全生产 上级部门督导调研 人代会组织筹备 

重点工作 组织党建、文化宣传、纪检监察和司法、 
财政财务、城乡规划、水利、消防 

 秸秆禁烧、防汛防台、 
创文创卫等 

一般工作 
公共绿化、景观设施、退役军人服务及人民武装、 
统战、环境卫生、审计、劳动保障、卫生健康、 

为民服务中心平台 
  

 
在“生态宜居”方面，乡镇政府主要将着力点放在了“护”的工作上，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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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农林防护、秸秆禁烧等，即生态环保。在“造”的工作上，从实际看，城乡规划、绿地景观空间

建设与绿化工作一般处于基层政府工作的中部或尾部，但在上级政府出台国土绿化相关文件后及部分以

第三产业为支柱(乡村文旅)的地区，城乡规划、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等工作会在一定时期位于中部乃至前列，

这一情况会使这些地区的绿化工作受到更多重视。 
以连云港市浦南镇龙浦村为例，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数据收集、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全村各方面发展

情况进行调研。该村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水产养殖、大棚种植、苗圃基地、水稻种植构成了龙浦村的

支柱产业，泥鳅养殖在连云港市具有一定知名度，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但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居环境方

面较为薄弱，未受重视，主要受财政困难、疫情冲击、保稳定保发展等因素影响，公共土地主要为耕地、

工厂企业、水产养殖。全村只有距村委会两百米处有一块带有健身器材的绿地，约 60 平方米，仅有一些

地被及灌木，没有组合、形态可言，设施陈旧且存在垃圾，没有可休憩点，电线杆横穿而过，存在安全

隐患，实际上基本已没有使用价值(见图 3)。距离最近的设施齐备的公共绿地为星光湖体育公园，约 6.7
公里，经与村民交谈，由于距离过远，出行不便，他们很少到那里去。 

 

 
Figure 3. The Longpu village committee is 200 meters away 
from the public green space 
图 3. 龙浦村委会二百米处的公共绿地③ 

 
对于以上绿地景观空间建设方面一系列制约因素的改善措施提出，于下文绿地带构建及其复合效益

模型建立后，统一进行要素与策略保障分析。除土地资源、资金资源、重视程度等外部因素制约以外，

乡村地区在目前的绿地景观空间建设工作中，设计性方面也有着可以改善的空间。 

3. 乡村地区绿地景观空间建设中的设计性问题及设计提升 

在绿地景观空间的设计性方面，乡村绿地景观空间的建设不能仅满足于“完成目标任务”，设计工

作需要综合各因素考虑，并符合村庄长期总体规划，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工作人员的理解支持与设计人员

的尽心规划。除了制约乡村绿地景观空间建设发展的外部因素之外，其在自身的区位规划、空间布局、

植被群落、铺装及设施小品、艺术底蕴等设计方面均有待完善，这些方面的设计与城市绿地设计有所区

别。在单独的专业领域上，众多学者已有了一系列充分深入的研究。在绿地空间整体性效益发挥方面，

杜钦等对城乡绿色空间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4]。在植被群落设计方面，储亦婷等对不同

类型植物群落的景观效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以江南古典园林植物群落和浙江宁波天童国家森林公园自

然植被群落为例进行对比分析[5]。乡村绿地景观空间设计，应当在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充分考量后进行设计，使绿地景观空间得到“人”的充分利用，并使其成为构建乡村绿地带的重要元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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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位规划、工程量计算、功能分区到植物设计、设施小品设计、人文关怀，绿地景观空间设计涉

及要素广泛，以下主要从整体性、内部设计两方面，对乡村地区绿地景观空间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质进

行设计分析。 

3.1. 整体性——绿地空间面积幅度、分布与辐射范围 

在一些地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被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绿地景观空间的总体建设与使用情况，但由

于大型公园的建设，小型绿地较少、绿地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响，这一指标无法代表地区绿地空间实际

使用情况。俞孔坚等提出了景观可达性作为评价城市绿地系统服务功能的一个指标[6]。部分学者对绿地

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并构建评价指标。在乡村地区，大型绿地公园的建设在部分程度上旨在通过农旅

融合、旅游路线打造、承接大型活动来促进服务业发展，带动产业经济发展，此外是为乡村居民提供范

围广阔、内容丰富的休闲游憩场所，并美化环境，促进生态宜居。但各乡镇所辖面积有大有小，大型公

园通常集中于一点进行辐射扩散，其对于距离较远的村民有一定程度上的交通不便，因此在大型公园以

外，绿地空间面积幅度(小、中型绿地建设)、分布与辐射范围是设计工作需要思考的因素。在下文提到的

农村地区占比较大的老年人及弱势群体，尤其需要便捷、舒适的小中型绿地空间与村组公园。以连云港

市浦南镇星光湖体育公园(大中型公园)为例，距离最近的康宁社区为 2.1 公里，距离最远的新湾村为 16
公里，全镇 20 个行政村及社区，平均距离为 8 公里。 

依据自然村的分散布局性质，绿地景观空间在分布方面，主要包括考虑交通通达度、人员流动量、

可适应周边自然与构筑物等指标因素。在面积幅度上，主要包括可利用土地面积、可利用资金资源等指

标因素。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构建绿地空间辐射范围的指标评价方法，来确定绿地景观空间建设的面积

幅度与分布。 

3.2. 整体性——功能规划 

在这一方面，主要是依照不同定位需要进行绿地景观空间的功能划分，包括综合性功能的大型绿地

公园、运动性绿地、观赏性绿地、静空间、动空间等，在一个地区，良好的绿地景观空间总体需要包含

具有各种功能的、不同形式的绿地空间。 

3.3. 内部设计——植物群落设计 

包括植物地域性选择、观赏性、生态性、通过植被高低、疏密、组合所构建的不同形态的空间等设

计要素。观赏性方面主要为感官上的舒适度，包括视觉、嗅觉、贴近自然等。在植物选择与搭配上，植

物群落所产生的生态效应设计，应当通过科学营造，充分发挥其固碳释氧、固土滞尘、降噪遮光等作用，

通过构建林木、灌木、草体的复合型植物群落，形成良好的生态涵养及丰富的观赏功能。在地域性的苗

木选择上，严玲璋等提出“建议园林及农业科技工作者学习作家‘深入生活’的做法，到已有的老园子

中去调查，到江浙一带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去调查，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对

已有资料加以分析提高，总结出最适合本地的和最能发挥生态效益为主的三大效益的植物群落模式，通

过提炼制订适宜操作的规程，以付诸实施，为创建高质量的绿色空间环境奠定基础。”([7], p. 5) 

3.4. 内部设计——便捷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考量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1 年 7 月)来看，2020 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约占

63.89%，即还有 36.11% (50979 万人)人口长期生活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60 岁以上人口为 18.7% [8]，据

2006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我国老年人口

近 60%分布在农村[9]。同时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推算，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 8502 万人[10]，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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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末我国总人口的 15.8%。笔者以连云港市浦南镇龙浦村为例进行村情要素调研，截至 2023 年，龙

浦村全村共 776 户 3614 人(户籍人口)，全村人口平均年龄 40.15 岁。在村 702 户 1995 人(不包括在外人

口)，在村人口平均年龄 48.58 岁。可以看到在乡村绿地空间活动的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为老年人、

弱势群体及残疾人，那么有关设计应充分考虑其对弱势群体的便捷度，对于园路、标识、台阶、盲道、

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布局进行合理规划。 

3.5. 内部设计——设计中的特色性：充分利用乡村原本属性，突破绿地空间设计中的 

“现代主义”风格，形成绿地景观空间的特色性与多样性 

我国幅员辽阔，高原、山岭、平原、丘陵、盆地 5 种地形地貌均有分布，历史文明悠久，孕育出多

样的风土人情及传统文化特征。设计工作可以充分利用地区、空间的自然属性、人工属性、文化属性，

建设具有人文特色、地域特色、地理特色的绿地空间。依托乡村地区的自然属性，在符合国家自然保护

规范下，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属性中的山体、水体、坡地等。依托文化属性，其包括乡土文化、民族文化

等，可以充分发挥设施、小品、构筑物的文化特质。依托人工属性，主要为人工构筑物的更新改造、重

新利用，包括整体空间与场地构筑物。以南京鱼嘴湿地公园为例，该地块原址为沿江防护堤、采砂场、

油库，是沿江工业的遗迹，其充分利用长江、秦淮新河、夹江湿地景观，打造滨江湿地公园(见表 3) [11]。 
 

Table 3. Three attributes in the spatial design of rural green landscape space 
表 3. 乡村绿地景观空间设计中的三种属性 

属性 元素 介质 

自然属性 

水体：湿地、海洋、河流、湖泊 滨水运动步道、湖景花园、湿地公园 

山川盆地：山地、台地、盆地 矿山公园、下沉广场、阶梯绿地、台型绿地 

林地 围合空间 

草地 音乐草地、开阔式绿地 

······  

人工属性 构筑物、工业遗址、文化遗产 ······ 

文化属性 

建筑小品特质 景墙、镂窗、雕塑、花纹、石刻、徽派建筑、亭阁台榭、图腾 

植物群落特质 地域性的苗木选择、生态涵养功能及观赏功能的考量、植物色彩、 
气味、形状 

色彩营造特质 民族元素色彩、色彩语言、色彩搭配与视觉氛围 

历史文脉特质 古典园林文化、佛教、关帝庙、石窟 

空间布局特质 轴线式、自然式 

4. 绿地带构建、复合性效益分析及其模型建立 

以上内容对乡村地区绿地景观空间建设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设计性的改善，在这一基础

上，本文提出构建乡村地区绿地带及实现其社会、经济、自然三方复合效益的实施方式。 

4.1. 首要目标——构建乡村绿地带，提升人文和生态效益 

以绿地景观空间为元素之一，构建乡村绿地带。乡村绿地带，即由绿地景观空间、耕地、园地、林

地、牧草地、水域及道路防护林地等生态空间类型绿地所构成的带状空间。类似“绿地带”的这一概念

已有诸多相关研究。在作用发挥方面，严玲璋等提出建设开放的绿色网络(绿廊)系统，以缓解城市及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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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岛环境压力([7], p. 3)。在布局模式方面，李健等提出乡村绿地系统的宏观、中观、微观布局模式，并

将乡村绿地分为公共绿地、道路绿地、河道绿地、宅前屋后绿地、庭院绿地五种形式[12]。2022 年中央

一号文件指出：“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

控制线。”[13]本文中的乡村绿地带，其首要目标即是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保障国土空间格局安全。通过不同类型绿地构建，形成广泛的绿地场所与丰富的自

然景观，构建绿色健康的人居生活环境，平衡人类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加强生

态多样性保护、调节大气、气候和水文水利，作为城市开发边界屏障，维护乡村与城市生态安全。同时

绿地景观空间作为乡村绿地带的组成部分，能够与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及道路防护林地等

要素形成复合型的景观空间，促进绿地带的构建(见图 4、图 5)。 
王浩等提出了斑块–基质–廊道–边界的城市绿地景观体系概念[14]。这一体系依然可以由城市边界

向乡村地区拓展，乡村地区绿地带也能够以点–线–面交叉扩散、辐射重叠方式构建。 
 

 
Figure 4. Green zone space on the outskirts of Yangzhou 1 
图 4. 扬州市郊区的绿地带空间 1④ 

 

 
Figure 5. Green zone space on the outskirts of Yangzhou 2 
图 5. 扬州市郊区的绿地带空间 2⑤ 

4.2. 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绿地景观空间及绿地带对地区产生的复合性正面效益 

其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自然效益，即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发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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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最初由马世骏、王如松提出，它通过分析社会、经济、自然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动规律，

衡量复合系统的指标要素并构建评价模型来对社会、经济、生态学方面的问题进行决策、规划与管理工

作[15]。实际上，受本文在上半部分提到影响绿地景观空间建设及绿地带构建的一系列因素制约，相关方

面的工作始终未受到太多重视，一些人员将重点放在了生态环保工作中，即“护”的方面，在“造”的

工作上未有太多思考；一些人员认为，资金应当花费到更加重要的，如道路桥梁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

绿化工作方面的回报价值较低。但从长期回报上来看，当这一系统构建完成后，它会发挥出其应有的价

值效益。笔者在本文对马世骏、王如松提出的分析方法进行运用，以乡村地区绿地带为研究对象来建立

模型、系统评价及决策分析，构建复合生态系统，以期实现：1) 自然系统的合理性。2) 经济系统的利润。

3) 社会系统的效益三者的良性发展(见图 6)。 
 

 
Figure 6. Green landscape space, green zone complex system and its’ complex positive 
benefits 
图 6. 绿地景观空间及绿地带复合系统与其复合性正面效益⑥ 

5. 乡村地区绿地空间规划提升路径与策略 

对于相关问题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乡村地区绿化工作的实施过程：即建设绿地景观空间–构建

乡村地区绿地带–实现复合生态系统的复合性正向效益，在相关工作的规划与建设实施过程中，需要一

系列的要素与策略保障。 

5.1. 政策导向——强化政府主导要素保障 

在充分考虑财政资金、土地资源、建设标准、建设规模等可行条件下，由政府主导，加大政策文件

出台与执行力度，推动制定系统性规划编制。可以探索将相关工作纳入年度为民实事工程、乡村振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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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特色田园乡村打造、农房改善配套公共设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工作任务中，

依托目标考核机制及激励措施推动相关展开。可以探索新增在乡村振兴年度考核、为民实事工程考核等

专项考核中的指标内容，适当提高指标权重。由于政府五年换届要求及人员调动流动性，在政策实施的

连贯性上也有待探索。在建设方面，需要加强项目从招标、施工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监管，同时做好长

效管护。探索类似河长制模式的第一责任人管理办法，对辖区绿地景观空间、耕地、园地、林地、牧草

地、水域及道路防护林地等生态绿地实行统一管理，落实专人对各类绿地的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除

草施肥、浇水抗旱、防火防害、卫生管理、功能维护等的日常管护工作，巩固绿地建设成果。 

5.2. 科学规划，精准施策 

将绿化工作规划纳入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2019 年自然资源部出台《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

乡村振兴的通知》提出：“要整合土地利用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乡村规划，……编制‘多规合一’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16]。从安徽省寿县窑口镇真武村公布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可以看到(见图

7)，其包括规划总则、现状认知、目标策略、国土空间总体布局规划与管制、重点区域建设指引、规划

实施保障等方面。用好用活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应当确保绿地景观空间规划建设及绿地带构建

工作符合地区发展长期与总体规划。以下图第四方面国土空间总体布局与管制方面为例，其应当符合：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要求，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设施，适当为产业布局空间让出一定的道路交通

优势地带、合理设置防护林、水土保持林等。以第五方面重点区域建设指引为例，其应当符合：绿地景

观空间符合村庄整体设计与村庄风貌、绿地带的环境管护可以纳入村庄环境整治统一管理等。在规划与

管理方面，也可以探索建立绿地一体化的网络管理平台(见图 8)。 

5.3. 加强资金与人员要素保障 

绿化工作的资金投入包括多个主体、多种方式，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村集体经济、高校

及研究院科研经费、企业资本等，但由于其公共性，主要资金仍需政府主导支持。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

如火如荼，在乡村地区“生态宜居”方面，国家及省、市政府能够加大一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专项资

金方面，能够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其他财政性资金中提取，制定出

台乡村绿化工作相关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同时鼓励村集体资金及社会资本投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Figure 7. Practical village planning catalogue of “multiple plans in one” in 
Zhenwu Village, Yaokou Town, Shouxian County, Anhui Province 
图 7. 安徽省寿县窑口镇真武村“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目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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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Green zone construction model in rural areas 
图 8. 乡村地区绿地带构建模式⑧ 

 
探索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由政府通过提供科研基地、与企业高校联合举办设计竞赛等方式，拉动

科研经费、企业资助资金、竞赛资金、基金项目等资金投入。支持高校、社会资本、各类市场主体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乡村绿化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 
在人员要素方面，加强政企校联络合作。在校企层面，积极培育农学、林学、环境科学、城乡规划

与设计学学科交叉的专业型人才，强化专业素养。在政府层面，通过健全吸纳机制、激励机制，推动新

时期设计人员的“上山下乡”。 

6. 两个地区的设计分析探索 

6.1. 选取山西省汾西县中心以北乡镇及村落进行分析 

笔者于汾西县城北部山丘对县城中心以北乡镇及村落空间分布进行拍摄，面向县城以北的背安头村、

阳安头、涧底村、磁窑村、于家岭等(见图 9、图 10)。可以看到，受黄土高原自然条件与地方财政影响，

绿化工作的进展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现状的改变需要时间。在这一地区，村落人口一般为 1000~2000 人，

村落之间距离约 1~3 公里，但由于黄土高原山路崎岖，村民出行时间较长，因此绿地景观空间方面主要

以在村庄内部建设的小游园、小型绿地为主。同时在绿地带的构建上，山体植被覆盖率的提升、植被恢

复与生态系统调控等方面工作需要进行专项规划与设计，在绿地景观空间的建设中也可以充分融入中原

传统文化元素(见图 11)。 
 

 
Figure 9.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landform of natural villages in 
Fenx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1 
图 9. 山西省汾西县域内自然村分布及地理地貌 1⑨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517


周星汉 
 

 

DOI: 10.12677/design.2023.84517 4250 设计 
 

 
Figure 10.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landform of natural 
villages in Fenx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2 
图 10. 山西省汾西县域内自然村分布及地理地貌 2⑩ 

 

 
Figure 11. Satellite map analysis of towns and villages north of 
Fenx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图 11. 山西省汾西县中心以北乡镇及村落卫星图分析⑪ 

6.2. 选取连云港市浦南镇进行分析 

以浦南镇星光湖体育公园为例，其因公园良好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植物群落及水源生态受到企

业关注，目前准备以《镜花缘》为主题 IP，入驻建设连云港市唯一的沉浸式生态主题乐园，该地块已完

成设计规划。可以看到，绿地景观空间的建设为地区产业(旅游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它也将

为周边村民提供包括游乐设施在内的更加完善的景观绿地功能，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社会、经济、

自然三方的复合性正面效益。月牙岛湿地公园、星光湖体育公园、社区广场绿地等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众

多环境良好的休憩游乐锻炼场所。同时，西片区村落中日常性的小型绿地景观空间仍需完善(见图 12)。 
 

 
Figure 12. Satellite map analysis of Punan Town, Lianyungang City 
图 12. 连云港市浦南镇卫星图分析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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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国务院在 2017 年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文件中，提出我国未来国土空间规划的战

略格局：即高效规范的国土开发开放格局、安全和谐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17]。
笔者希望通过对绿地景观空间的建设及绿地带构建的分析，使其纳入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的全局工作中，

纳入乡村地区人与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自然与生态环境三方的统筹发展、协同推进的壮阔浪潮中，

在我国全面迈步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贡献力量。 

注  释 

①图 1 来源：浦南镇规划办提供 
②图 2 来源：笔者自绘，数据由浦南镇财政所提供 
③图 3 来源：作者自摄 
④图 4 来源：作者自摄 
⑤图 5 来源：作者自摄 
⑥图 6 来源：作者自绘 
⑦图 7 来源：淮南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https://www.shouxian.gov.cn/grassroots/content/1259549508  
⑧图 8 来源：作者自绘 
⑨图 9 来源：作者自摄 
⑩图 10 来源：作者自摄 
⑪图 11 来源：作者自绘 
⑫图 12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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