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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思路和关键技术 

——以四川省村庄规划编制为例 

伍志凌 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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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乡村振兴规划建设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加快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及的重点工作之一，以四川省村庄规划为例，从规

划编制的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出发，将原有和新颁布的村庄规划编制导则的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当前新形势下实

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新思路和关键技术，为地方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国土空间体系下村庄规划编制提供参

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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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中,将加快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之一。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编制好实用性村庄规划，对于理清村庄

发展思路、优化农村生态生活生产空间布局、筹措安排乡村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规划编制历程与存在问题 

2.1规划编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村庄规划编制伴随着城乡关系的转变和国家关于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而发展演变，主要历经了

体系建设雏形期、体系建设成长期、体系建设完善期三个主要阶段，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指导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通过对比

分析和梳理，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村庄规划编制背景、编制办法以、规划编制关注重点及局限性如表 1所示： 

2.2村庄规划编制中的存在问题 

从 2006-2018年，四川省在的村庄规划编制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对村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依然存在很多突出

问题。不同主管部门编制了土地利用规划、幸福美丽新村规划、村庄整治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不同类型的规划，部分村庄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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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编制有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乡村旅游规划、田园综合体规划等专项规划，各规划内容交叉，深度各异、目标任务也有所

不同，造成多规分立的局面。特别是原有土地利用规划和规划体系下的村庄规划，在工作底图、技术平台、用地标准等方面各自

为阵，数据指标、图斑用地难以对应，导致规划难以落地，实施性差。 

表 1四川省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村庄规划 

 规划背景 规划类型 编制办法 关注重点及局限性 

1 

对农村规划建 

设的探索 
村庄建设规划 

四川省村庄建设（治理）规划编制 对居民点建设做了全面详细的安排，对居民点 

试行办法（2006） 以外的区域深度不足。 

2 
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新村建设规划 

四川省新村（聚居点）建设规划编 对针对农村新型社区和各种规模的农村居民聚 

制办法（2011） 居点，对居民点以外的区域深度不足。 

3 
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 

四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编制 针对划定为新农村综合体的区域，分为总体规 

办法（2012） 划和新村（聚居点）详细规划两个层次。 

4 

幸福美丽新村 

建设 
幸福美丽新村规划 

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规划编制办法 针对特色村庄的提升型规划，不能覆盖所有村 

(2014) 庄，过于偏向旅游发展需要。 

5 
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 
村庄整治规划 

四川省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办法 针对村庄某项特定（环境、风貌等）需要进行 

(2014) 整治的改善型规划，非完整性规划。 

 

村庄规划过于强调居民点的发展和建设，对于生态、生产空间缺乏全域统筹，导致保护管控不足。村庄规划编制时主体弱化，

村民的诉求反映不足，现场调查不充分，村民的参与规划编制的程度低，村民对于规划成果的理解较为困难。全省地域辽阔，各

村在产业、文化、地貌上差异较大，但规划编制时间短，片区追求全覆盖，导致村庄规划编制类型单一，特色不明显。因此，面

对以上全省在规划编制中的突出问题，加快探索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势在必行。 

3 村庄规划编制的新思路 

当前在国家和地方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原有城乡规划体系向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落实

国家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要求，妥善应对原有村庄规划编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2019 年四川省出台了全新（村规划编制办法》,标

志着全省村庄规划进行新阶段。新阶段的村庄规划编制思路较原有各类村庄规划相比，更加突出规划的实用性，确保村庄规划管

用、适用、好用。 

3.1管用：强调多规合一，强化可操作性 

落实细化区县、乡镇级等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管控指标，落实上位规划的纵向传导。在村域层面全面整合土地利用规划、村

庄建设规划、乡村振兴规划以及其它相关规划，处理不同类型乡村规划之间的横向融合。统一底图底数和用地分类标准，实现规

划技术标准的协调统一，将规划技术成果纳入到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平台。充分考虑村庄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乡

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性，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相结合，为地方管理和零散项目落地留有空间。可在不改变上级规划主要控制性指标

前提下，通过宅基地和农村空闲建设用地整理，调整农村建设用地布局。对难以明确具体用途的少量用地，可暂不明确用地性

质，在规划中作为弹性用地暂予“留白”。在不突破约束性指标和管控底线的前提下，加强村庄规划动态维护。 

3.2适用：注重全域统筹，保护发展并重 

从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主的居民点建设规划向全域管控的生态、生产、生活环境共同治理的村庄规划转变。落实乡村振兴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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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统筹谋划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安排等，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对

村域内全部国土空间作出规划安排，明确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统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治，确保生态环境不破坏。统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划定成果，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统筹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历史遗存的真实性，防止大拆

大建。合理确定宅基地规模，划定宅基地建设范围，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 

3.3好用：坚持村民主体，突出村庄特色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入参与到规划编制工作中。通过开展驻村调研、逐户走访，充分听取和尊重村

民意愿。规划初稿应组织村民充参与集体决策。报送审批前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并在村庄内公示，确保规划符合

村民意愿。规划批准后应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公布并长期公开，规划编制成果要简明化，保障村民看得懂。以多样化为美，分类引

导，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有序推进、务实规划。合理划分村庄类型，探索分类差异化发展路径。规划编制要抓住主要问题，

规划编制内容深度详略得当，可以分步编制，分步报批，先编制近期急需的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后期逐步补充完善。对于紧邻

城镇开发边界的村庄，可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镇建设用地统一编制详细规划，对于相邻区位、规模较小的村庄可以连片编制。 

4 村庄规划编制的关键技术 

4.1现状调查与分析 

组建小组，制定计划，全面收集相关基础数据和资料，做好规划编制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采取走访座谈、现场踏勘、问卷

调查和驻村体验等方式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梳理区域发展条件、村域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土地利用等五个方面的现

状基本情况。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并对现状特征、主要问题、相关规划、发展诉求等四个方面

进行分析研判。 

 

图 1新时期村庄规划编制目标与思路分析 

4.2目标与规模确定 

依据村庄现状条件和发展趋势，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合理确定村庄类型。在明确村庄类型的基础上，提出村庄未来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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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和主要任务。结合村庄现状基础，提出村庄发展控制主要指标，重点确定人口数量、建设用地、人均宅基地、

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规模，对于村民建房新增建设用地区域，明确各项约束性指标。 

4.3国土空间总体布局 

按照自然生态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原则，确定全域国土空间总体布局。在落实县、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基础上，因地制宜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地质灾害和洪涝灾害风险

控制线等管控边界。统筹安排农村居民点、分散布局的农村宅基地，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合理安排各类

生态用地、农用地、建设用地以及弹性用地的规模、布局、范围、走向。 

4.4村域专项规划设计 

在落实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完成生态保护与修复、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土地整理与土壤修复、历史文化传承与保

护、安全和防灾减灾、产业与建设用地布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等 7大专项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要分类明确各类保

护区范围、管控措施，明确生态修复的任务措施。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要明确基本农田保护要求和管控措施，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明确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布局。土地整理与土壤修复要合理制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整理、土地复垦、未利用地开发方案。

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要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提出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措施。安全和防灾减灾要分析灾害隐患类型，划定防

护范围，提出防灾减灾的目标以及预防应对措施。产业与建设用地布局应明确其余各类产业用地、建设用地的边界、规模和用

途，提出各地块的土地使用强度管控要求。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和公服设施的建设布点、标准规模。 

4.5农村居民点建设规划 

结合场地现状条件条件和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确定居民点总体布局，严格落实“一户一宅”的基本要求，确定宅基地规模，

划定宅基地建设范围，明确道路交通、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和建设要求。提出新建公共建筑和农村住宅的建筑设计方案，明确建

筑的风格、色彩、选材要求，提出危旧农房的改造措施，明确改（扩））农房的体量与风貌控制要求。考虑居民点与周边生态环

境的相互关系，对内部重要空间节点、景观轴线、环境小品等进行设计引导，提升村容村貌。 

4.6近期主要建设项目安排（7大重点建设项目） 

按照分期实施、有序推进、突出重点的原则，结合村庄发展的目标，抓住主要矛盾，将规划内容落实到具体的建设项目中，

研究并提出近期主要建设项目库。对应各专项规划和农村居民点建设的主要内容，明确近期建设项目的重点，并按照生态修复整

治、农地整理、历史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新村建设、环境整治、景观风貌提升等 9个方面

进行归类。明确各个建设项目的具体位置分布、建设规模、投资规模等主要建设内容。并对各个建设项目的资金筹措方式、建设

主体以及建设时序等方面做出具体的安排，指导下一步规划的实施和建设。 

5 结论与展望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村庄规划编制更加突出实用性原则,编制思路主要向强调多规合一，强

化可操作性；注重全域统筹，保护发展并重；坚持村民主体,突出村庄特色方面转变。规划编制中应重点做好现状调查与分析、

目标与规模确定、国土空间总体布局、村域专项规划设计、农村居民点建设规划、近期主要建设项目安排等关键技术，通过科学

的规划设计，优化乡村空间布局，促进地方乡村振兴。本文主要四川省村庄规划编制为例，地方可以根据各地差异化实际情况，

合理探索村庄规划内容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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