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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苏南地区乡村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不同的群体汇聚在一起时产生了不同的乡村景观需求。本文将重

点分析苏南地区的主要人群特征和他们的公众需求，再通过设计手段介入，提出合理的乡村景观发展模

式和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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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different 
groups have different rural landscape needs when they gather together.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ir public needs, 
and then through the design means,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r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model 
and desig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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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南地区乡村景观设计发展现状 

苏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城镇化率已接近 80%，其乡村作为全国乡村景观发展

最成熟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乡村自然风貌得到恢复，民宿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及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

聚落景观风貌得以提升[1]。大量人口被江南水乡古镇雅致多变的城镇空间、亲切纯朴的邻里交往所吸引

前来居住或游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多数乡村的环境更新规划普遍由政府、精英和开发商主导，

广大乡村居民、社会各类组织等未能充分参与规划过程[2]。此外，当不同背景的人群所组成的差异群体

出于多种目的聚集于苏南乡村，地理的隔阂被打破，物质和文化的隔阂却由此产生。具体主要表现为现

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冲突[3]。因此，从整体上看，苏南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乡

村振兴中已得到显著改善，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在日益增长，当下苏南地区的乡村景观已不能满足

全部人群的差异性需求，这对提升规划公众参与度、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苏南地区乡村景观的公众需求 

苏南乡村也是城镇，是真实生活的载体。既然是城镇，就要服务于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基于马斯洛

(A. Maslwo)“需求层次理论”的行为需求理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人类的需求展开，不同地域、

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年龄性别的居民会有不同的生活需要，这些需要互相交织，并无严格的

界线。公众需求包含了一系列的公众行为即指各个阶层与年龄段的人群之间普遍存在的行为特征与规律。

从人群类型上看，当下苏南乡村景观的实际参与者主要可分为原住民、经济型移民、舒适型移民和游客

四类人群，不同人群在乡村的行为动机和需求都各有差异。 
原住民中老年人居多，截至 2015 年，苏南乡村 60 岁以上人口共计 27 万，比重高达总人口的 22.96%，

96%的村庄已经进入老龄化，逾七成的村庄老龄人口比重超过 20%，最严重的村庄老龄人口比重高达

89.62%，老龄化态势十分严峻[4]。据老年行为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原住民时间的节律性较强，外出交往的

意愿主要集中在早上和傍晚，大多是晨练以及晚饭后的散步等活动，这也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他

们更喜欢安静、舒适有较好交往氛围的场所，希望有好的休憩设施，以便能坐下来互相交流，希望找回

过去邻里交往的氛围[5]。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乡村的居民，原住民存在着超脱他人的地方依恋。他们

是苏南乡村真正的“主人”，更加热爱古镇，关心古镇的长久发展。 
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吸引了大量返乡归巢的“经济型移民”，他们大多由农名工、非转农等返

乡人员组成。一方面他们受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福利制度的影响[6]。另一方面，生活环境、精神压力、

恋土乡情、追求体面生活方式也是这类人群逆城市化驱动的重要因素[7]。由此，他们选择回到乡村寻找

新的发展机遇。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主要分布于乡镇的商业中心区域，多数从事着经营活动，可以说是

原住民和舒适型移民之间的连接桥梁，其日常规律符合日常商品经营时间，在户外场所逗留时间较短。 
舒适型移民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出于康养、休闲、体验等多种目的去往乡村，他们尊重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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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地域文化和邻里关系，同时对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严苛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追求，追求个性

化。出于享受生活的意愿，他们对居住的品质要求极高，在基础设施健全完备的情况下，偏好绿化程度

好、环境安静的场所，更注重公共景观的私密性，对交往氛围的需求不高。 
游客作为在乡村停留时间较短的人群，据统计对于苏南乡村的景观需求更注重出游休闲体验和对江

南乡村典型景观风貌和人文风貌的审美考量，“小桥、流水、人家。”是大部分游客对于苏南乡村的憧

憬与想象。此外，交通便利度、餐饮住宿条件、综合体验项目等都是游客群体在乡村旅游时常考虑的要

素。 
这四类人群对景观理想时间需求、理想空间需求、理想要素需求均存在不同差异[8]，据文献查阅与

统计对于乡村景观的特征整体概况如表 1。只有在景观设计前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需求，才能进一步提

升乡村和谐的人居关系。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populations for rural landscape 
表 1. 四类人群对于乡村景观的需求特征 

景观使用者 对自然景观的需求特征 对聚落景观的需求特征 对生产景观的需求特征 整体需求特征 

原住民 
 

经济型移民 
 
 

舒适型移民 
 

游客 

生态环境良好 

长期依赖自然生活 

生态环境良好 

吸引更多游客 

自然风景优美 

生态环境良好 

自然风景优美 

生态环境良好 

基础设施完善 

热闹的邻里关系 

现代化设施齐全 

有利于生产经营 

居住生活品质 

和谐的邻里关系 

独特的人文底蕴 

餐饮住宿的便利性 

满足生产便捷性 

带来收入保障 

寻求多元开发 

获得额外经济收入 

观赏田园风光 

体验式参与农事生产 

观赏田园风光 

体验农事活动 

不断适应新事物 

寻求归属感 

不断适应 

寻求经济收益 

康养休闲 

良好的居住体验 

旅游体验 

地域景观、文化特色 

3. 设计手段介入基于公众需求的苏南乡村景观提升 

3.1. 设计手段引导不同类型人群间的良性互动 

宏观上看，乡村真正需要的是形成良性的资本循环和人口回流，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在

景观设计更新中原住民和不能一味地迎合外来移民的喜好，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目前国外乡村景观

管理模式基本是政府与当地村民两种主体共同参与的方式，目前看来最为有效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导控+
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景观管理模式[9]。苏南地区的乡村景观完全有条件借鉴这种景观模式，政府及

有关部门积极引导，使江南乡村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首先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和自觉维护，在乡村中长

居的原住民、经济型移民、舒适型移民三者互协作自治，游客源源不断带来新的活力，乡村景观才能真

正被有效的保护和永续发展，形成群体之间的良性循环如图 1。 
邻里关系的和谐作为公众共同的需求，新型邻里关系强调的是公共性与私密性的有机结合[10]。在具

体的乡村设计改造过程中，明确划分出商业区和居住区，明确生活和生产的界限。在乡村居住区中进一

步建立原住民居住组团和外来移民居住组团，这一过程不能盲目扩张，避免过度追求现代化使乡村陷入

异质化困境。不同组团之间的风貌需保持一致，具体的建筑规格、院落大小、庭院景观可以由个人进行

个性化的设计，可规范开展民宿和租赁业务。不同组团中需穿插设置中心广场、商业街、居民活动中心

等公共过渡区域，作为邻里之间的中心连接点，居民在其中有序进行早锻炼、集市、广场舞、体验课程

等休闲活动，以引导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良性的互动，避免形成文化隔阂，这也使乡村的多元群体可根据

自身需要寻求适度的交往机会、不断调整交往深度和交往规模，获得更好的乡村居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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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ircular pattern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图 1. 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循环模式① 

3.2. 对地域性景观资源的进一步甄别和挖掘 

设计师在进行乡村建设时，首要工作便是甄别和发现乡村的物质与人文资源。苏南乡村是否可以成

为一个文化交流的理想载体，关键是水乡自身是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活力[11]。当下，苏南乡村

中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资源仍待进一步挖掘。以“水”这一苏南乡村的重要自然资源和典型文化象征

为例，在进行乡村改造时，在做好生态环境的护理还需尊重水乡的自然肌理，增设观景平台、桥梁、船

只等亲水性景观要外，充分开发自然资源，加强地域性典型特征。此外，经济型移民和原住民在政府监

管下，还可有序开展乡村生产体验活动，例如菱角采摘、莲蓬采摘、水生植物研学等项目来满足各类人

群的休闲、观赏、学习体验需求。对于苏南乡村景观的资源进一步甄别和挖掘，可以有效增强乡村各类

人群的文化认同感和乡村归属感，提升地域文化特色。 

4. 结语 

总的说来，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苏南乡村带来的景观公众需求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及相关部门

在实践中要牢记满足公众需求的乡村景观更新是一个多方参与并求同存异的过程。在乡村景观更新的设

计中，只有充分考虑那些真正在乡村生活的人群以及他们对于乡村景观真正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最

终通过设计的具体形式加以传达，才能达到“人–社会–自然”各要素之间的和谐，让乡村振兴成为可

能。设计师应继续积极探索满足大众公众需求的乡村景观模式，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为传统乡村注入新的

活力源泉。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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