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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村规划编制实践 

周顺利 马建忠
1
 

（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 400050） 

【摘 要】：村规划是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结合重庆市九

龙坡区正在推进的村规划编制工作，分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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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重城轻乡”，造成当前城乡差距巨大、农业基础不牢固、“乡村病”日趋严峻等诸多

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6〕1 号），明确提出加快编制村级土地利用规划。村规划编制成为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19 年，国家层面对村规划进行了进一步规范，明确

村规划是详细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号）、《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要求强化乡村规划引领，把加强规划管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明确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城

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 

近年来，重庆市不断探索研究、改革创新，已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多规合一”村规划编制体系。九龙坡区是重庆市主

城区之一，具有内接大城市、外连大农村的显著城乡结合特征。前期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管理、建设用地指标的“重城轻乡”，

导致乡村区域面临发展无序，土地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等系列问题。本文结合九龙坡区村规划编制工

作实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更好推动实用性村规划编制工作，切实保障乡村发展，引领乡村

振兴、城乡融合。 

2 九龙坡区乡村概况 

2.1空间分布特征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西南部，面积 432km
2
,辖 8个街道、11个镇，共 100个行政村。中梁山山脉将九龙坡区分为“东

城西乡”两大区域。其中东部为中心城区范围，已基本实现城市化，仅有 14个行政村。西部处于城乡结合部，都市乡村特征突

出，地势以低山丘陵为主，共有 9个镇，86个行政村。全区行政村中，30%涉及生态保护红线，25%涉及“四山”管制区。 

2.2社会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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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区乡村人口总户数 9.1 万户，户籍总人口 21.5 万人，常住人口 22.4 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 18%。人口老龄

化严重，常住人口中 60岁以上占比 19%o乡村经济总量、对全区经济贡献率均较低，总产值 59.7亿元，仅占全区经济总量的 5%。

一、三产业薄弱，三次产业比例结构为 11：82：7。农业用地细碎化，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程度低。各村之间经济差异明显，三

产总产值最高的达 11.7亿元，最低的仅 10万元。数据来源于九龙坡区村布局规划统计数据。 

3 村规划编制实践 

3.1编制进展 

2016年开始，重庆市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多规合一”的村规划编制体系。2017年，原重庆市规划局、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印发《重庆市村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试行）》（渝规发〔2017〕64号），明确了现状分析及规划指引、空间功能布局、

土地利用规划、建设规划等村规划具体内容，以及技术标准、图件规范等详细的成果要求。 

按照市级统一安排，九龙坡区及时开展村规划编制全覆盖工作。除村域范围大部分位于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行政村

外，均以详实的现状调研为基础，根据村域生态控制、用地建设条件、发展需要等情况，对部分行政村单独编制完成村域现状

分析及规划指引，其余村均达到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多规合一”的土地利用规划、建设规划深度。2019 年，完成

全区村布局规划编制，将行政村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类。当前，正按照实用性村规划

编制任务要求，利用村规划编制已有成果，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建设实际需要，有序推进实用性村规划编制、审

查、审批工作。 

3.2存在问题 

3.2.1基础数据与实际存在偏差。村规划将基于“二调”的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作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基础，但土地

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存在图斑误调、部分行政村的权属名称和界线与实际差异较大等问题。 

3.2.2规划衔接有待加强。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重庆科学城规划正在编制阶段，未明确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导致部分村的发

展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村规划的完善、审批进度。 

3.2.3用地管控要求不够明确。村规划作为详细规划，是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原重庆

市规划局、原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印发的《重庆市村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试行)》(渝规发〔2017〕64 号)明确农村集中

居民点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主城区内的控制在 60m2 以内)，公共服务设施选址用地应按照《重庆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

准》(DB50/T543-2014)确定，但未明确集中居民点、经营性建设用地等的土地开发强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等要求，也未明确

基础设施规划标准。 

3.2.4乡村景观特色不突出。乡村景观由聚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构成。九龙坡区村规划编制中坚持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重视“三生”空间划定、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置、用地空间布局，但对乡村景观规划重视

程度不足。重视村域文化底蕴、特色资源等的挖掘，但利用和彰显不充分，导致规划乡土味道不浓。 

3.2.5规划实施后评价机制缺乏。规划实施后评价是规划执行阶段的重要环节，需要以近期发展目标为参考，对规划目标的

实施、村庄发展的空间结构、功能布局落实的程度，村庄建设项目情况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开展评价以确定规划的价值。目前，

九龙坡区已获批准村规划 4个，正全力推进实施中，尚未建立起村规划实施后评价机制。 

4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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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及时启用“三调”成果作为基础数据 

与“二调”相比，“三调”采用的遥感影像资料分辨率、调查精度等均有所提高，更能满足村规划编制需要。九龙坡区为

“三调”试点区县，乡村区域“三调”调查比例尺由“二调”的 1：10000提高到了 1：5000,同时“三调”对土地权属进行调查

更新,将现状地物全部以图斑化方式进行表达。 

4.2加强规划衔接 

强化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及时对拟新增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村,结合地形地貌、环境容量、区域开发条件等进行重点研究。

不适宜划入城镇开发边界且有发展需求的村，充分融合重庆科学城规划，加快完善规划成果。 

4.3强化分类指引 

建议市级层面对村规划的基础设施规划标准、经营性建设用地控制标准等予以明确。村规划编制过程中，结合村域实际发

展需要合理确定各类用地相关控制要求，以增强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空间需求的统筹，增强对建

设活动的指导性。 

4.4尊重本土营造特色 

按照《重庆市乡村规划设计导则(试行)》(DZ01-2019)要求，加强乡村规划设计相关内容。注重彰显独具魅力的村域文化、

自然资源特色，避免“城市手法”。注重“农业+景观”的有机融合，保留“簇状集聚”的原生聚落格局，设立民俗文化展示窗

口，选择区域特色乡土植物作为绿化植物，如千年橘乡铜罐驿镇的相关村可选择柑橘作为绿化植物首选。 

4.5建立规划实施后评价机制 

建立和完善村规划实施评价机制，明确规划目标的实施、功能布局落实程度、项目建设情况和公众参与等方面为评价重点。

实施动态评价，加强规划实施一评价一调整，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保障规划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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