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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方法，旨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美

丽乡村建设中，合理规划生态环境有助于找到平衡，确保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从而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目标。本文立足于景观生态思维的基础上，将乡村建设与生态景观相融合，深入探讨了生态

景观在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提升乡村景观的生态价值和优化建设策略。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指导下，通过生态治理、景观格局空间的优化、斑块大小的增加以及减小斑块破碎化程度等

一系列措施，旨在提高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生态空间的完整性以及生态格局的连通性。这些举措为未

来的美丽乡村景观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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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imed at achieving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n the coun-
tryside, rational plann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elps to find a balance and ens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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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et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landscape ecolog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integrates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ecological landscape, discusses in depth the key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op-
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on this ba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
tion strategy,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landscape 
patterns, increase in patch size, and reduction of patch fragmentation are aimed at improving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ecosystem, the integrity of the 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ecological pattern. These initiatives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and references for future beautiful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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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乡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观念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居民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

善，审美水平得到了提升以及对生活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景观因其自然性和传

统文化的独特融合，呈现出与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特质。相对于城市，乡村景观在很大程度上遭受较少

的人为干扰和大规模开发活动，能够保持更为自然、纯粹的特性。因此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乡村生

态景观成为了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焦点[1]。同时，在新农村乡村景观的建设中也存在着毁林毁地、填湖挖

池、开发建设中没有因地制宜地对农村丰富天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等问题。

因此，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生态景观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议题。《乡村振兴战略计

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了需要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任务[2]。这一计划要

求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个角度来优化乡村发展布局，以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这

也为建设生态和谐的乡村景观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和战略指导。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现实要求 

2.1. 要求重视自然环境保护 

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源自于地理特征、村落分布、河流走向、风

景、生态群落等众多要素的交织与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乡村的独特面貌，构成了乡村生态系

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在进行景观规划和设计时，必须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在凸显乡村地区的本土

特色和地形特点的同时也要尊重并保护原有的自然景观，使其在乡村发展中得以保留。其次，确保自然

环境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协调一致，只有确保地域特点、自然环境、文化传承和生态平衡等各要素之间的

协调性，才能实现乡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目前我国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农业景观的经济价值不断被放大，而乡村景观所承载的生态价值

却受到忽视，这种不全面的美丽乡村建设容易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粗制滥造和生态恶化等问题[3]。
从长远看，要想使乡村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中持续推进乡村自然资源环境得到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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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乡村景观与周围生态环境的有机融合是毋庸置疑的。 

2.2. 要求打造舒适的人居环境 

打造舒适的人居环境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总体质量水平不高。中

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在 2020 年中央乡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持续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和提

升。《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也明确规定，到 2025 年，乡村人居环境必

须有明显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要有新的突破[4]。因此，为了进一步增进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

提升外界人员对当地环境的认同感，有必要在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中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着重考虑

乡村建筑的独特特色保护、道路布局的合理规划，以及村落道路绿化的加强等方面的要素[5]。 

2.3. 要求挖掘并继承乡村特色文化 

我国国土辽阔，地理条件差异极大，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高度依赖，从而使得农业实践呈

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与此同时，乡村文化在农业实践的基础上，也在不同地域上开展了多样化的发展，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特色文化。这些乡村特色文化具备了独特的优势，既能够以触觉、嗅觉、视觉等

方式感知和体验，又能够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应该“发展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需要挖掘和保护那些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点的元素，包括

但不限于传统工艺、节庆庆典、民间传说等，以推动乡村的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6]。 

3. 生态景观规划在乡村建设中的构建原则 

为确保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挖掘乡村景观所蕴含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构建一个

优良的乡村生态景观空间布局。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合理规划土地利用，充分考虑土地及其上的物质和

空间资源，以期为乡村居民创造更加宜居和宜业的环境氛围。同时，还需要积极保护乡村景观格局下的

生态环境质量，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性，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平衡的有机结合。 

3.1. 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原则 

空间本身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以及完整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自然生态空间中表现尤为突出。自然生

态空间的合理利用可以有效提高自然生态空间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建设用地和非生态用地对自

然生态空间的破坏程度，保证其空间的完整性。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但是也会产生大量的非生态用地，单纯的全部剔除所有的非生态用地可能会进一步激发严重的人地

矛盾问题。因此，为达到完整性这一目标，自然生态空间格局规划时可结合具体作用及重要程度划分等

级[7]。 

3.2. 生态格局的连通性原则 

景观生态格局是影响生态廊道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生态廊道又决定着整个生态格局的

连通性。生态廊道的数量越多，生态格局的连通性就越强。连通性越强，就越有益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建设生态廊道是连接各个斑块之间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它不仅可以作为斑块间的生态屏障，还能起到良

好的生态净化作用。 

3.3. 生态功能的综合性原则 

在乡村生态景观规划中，生态功能是其核心特征。由于生态功能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因此在进行

空间规划时，不仅要根据目前现有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功能需求作为依据，还要充分发挥区域内生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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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协调作用。在构建乡村生态景观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生态功能的综合型原则，并进一步强化其生态

功能及其对外部环境的影响[8]。例如，湿地可以不仅作为生态保护区域，还可用于净化水源，并为野生

动植物提供理想栖息地，这种协同作用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能，创造更大的整体生态效益。 

4. 提升乡村景观生态价值，优化乡村生态景观的建设策略 

4.1. 提升乡村生态景观的循环性 

生态景观的循环性是指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持续地循环利用的过程。这个

概念反映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和可持续性。在一个具有循环性的生态景观中，各种生物、植物、土壤

和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物质循环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如水循环、碳循

环、氮循环等多个层面的过程。例如在水资源方面，通过对水体资源、环境和生态功能的综合运用，可

以实现生态环境内的自我调控和自我净化。通过适当的引水，可以形成天然的池塘湿地等水体环境，既

满足了亲水性要求，同时还可以收集和净化雨水[9]。生态景观的循环性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健康性。当这些循环被破坏或受到扰动时，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紊乱，影响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质

量，甚至引发生态灾害。因此，维护和促进生态景观的循环性是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4.2. 加强生态景观空间分布的连接性和异质性 

加强景观生态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连接性和异质性是确保乡村景观中景观生态格局构建的前提。在

乡村景观格局的建设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物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而形成斑块。通过增强生态廊道的

空间连接性，优化整个生态廊道网络的结构，以改善景观生态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合理性。其次通过提

高小型斑块的连通性，在同一区域内引入不同类型和结构的生态斑块来丰富景观的异质性，以提供多样

的生境，满足各种生物的需求。最后，通过绿化和植被恢复，增加植被覆盖和恢复自然植被，以提高景

观的连接性和异质性，同时也为生物提供了栖息地、食物和气候调节。 

4.3. 维护生态群落，增加生物多样性 

土地开发过度、田块规模化、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及对高产单一品种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农田

半自然生境的大幅减少，使农业景观呈现出同质性的趋势。因此，亟需采取措施来修复和恢复生态群落，

以实现更健康和多样化的农业生态景观。维护自然生态群落的多样性不仅能够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又

可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而且利用植物进行景观设计可以保护水资源和土壤资源，通过优化和调节乡村

的气候结构,改善逆温以及大气的稳定性，从而能够有效缓解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例如选择适合的乡土

植物，融入景观设计中，不仅可以提高景观的异质性，还可以为各种生物提供适宜的廊道和栖息地，从

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助于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 

4.4. 展现地域乡村文化特色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年轻一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乡村地区的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风险。外来文化

对乡村地区的影响逐渐增加，导致了本土文化元素的丧失，从而影响了乡村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并保留反映当地独特文化的景观建筑，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特色文化。

而山石、地貌等自然景观元素是构成乡村自然景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遭到破坏往往难以恢复原

貌。因此在乡村景观设计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这些景观设计元素的合理运用，为了更好地融合自然特质与

乡村景观，现今的乡村景观设计已开始引入乡村文化风俗、地方农耕方式等乡村特色元素。这些元素以

抽象或具体的方式被巧妙地整合，以保留乡村景观的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从而促使乡村景观的特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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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直观的展现。通过融合各类乡村景观设计元素，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乡村面貌，以独特的乡土景观吸

引更多的观赏者，进而增强他们对乡村景观设计的认同感。 

4.5. 多方协作加强乡村环境治理 

乡村环境治理是优化乡村生态景观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多方共同行动且持续参与。要实现这一目

标，需构建以政府为主，其他各类组织为辅，经营者自查，当地乡民监督的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各

地政府要结合乡村的生态环境、优势资源等因素，设置乡村产业准入门槛，防止乡村产业的无序发展。

经营者应扮演起“安全阀”的角色，积极加强对潜在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经营者

来说，他们更应主动与政府机构展开合作，主动了解与其经营领域相关的环保政策，积极配合环境监督

巡查工作，同时倾听专业领域专家的建议，以进行生产技术或设备的环保革新。当地乡民要树立正确的

生态保护思维，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从而在乡村范围内营造良好的保护生

态景观的文明氛围。 

5. 结语 

为了顺应乡村振兴建设的发展要求和满足新时代发展之下乡村居民的实际生活和精神文明需要，构

建良好的生态景观，是实现乡村振兴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过度的土地开发活动、

农田扩张、以及工业用地的增加破坏了许多乡村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因

此乡村生态景观的规划与建设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做好乡村生态景观设计与建设工作，必须要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生态景观设计应通过提升乡村生态景观的循环性、加强生态景观空间分布的连

接性和异质性、维护生态群落、展现地域乡村文化特色、多方协作加强乡村环境治理等方式，优化乡村

生态景观，构建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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