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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生态理念为导向搞好村庄发展规划是贯彻“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基本

国策的重要举措,不但是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优化居住条件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作

的核心内容,对于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城乡融合发展下城乡关系

的转变,对村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在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如何将生态理念引入,实

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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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village development plan guided by ecological concep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cherish and rationally use every inch of land,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arable land". It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and optimizing living 

conditions, but alsobut also the core content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puts 

forward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becau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new countryside with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ffluent life, civilized rural style, clean village 

appearance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In this context, how to introduce ecological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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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新农村

建设的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多重推

动下,乡村经济产业、文化观念、物质空

间结构都在发生深刻转变,广大村庄需

要调整自身功能和发展模式,体现到新

一轮的村庄营建模式中。面对村庄发展

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探索开辟新

的视角和引入新的方法,也对新时期新

农村规划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1 政策要求：转型时期村庄发

展的时代号角吹响 

(1)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助力

村庄发展、激活乡村动力 

中国的历史悠久,过去是典型的农业

大国,中国社会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

土社会,农耕社会里乡村有着极其重要地

位。新中国后,随着城镇化和工程化进程

的推动,农业支持了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

资源,农村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被弱

化。然而,从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

运动,以及中共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并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2]作为目标,提出新时代乡村

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2)新型农民引领乡村人力资源,成

为村庄发展实施中坚力量 

一方面,在城乡经济互动发展趋势

下促进村民转变持续千年“靠天吃饭”

自给自足式小农经济意识观念,主动适

应市场经济洪流,逐步认同市场经济各

种规则和公共习惯、形成竞争意识、接

受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在运用职业培训

与普及三农知识等方式,来对农民的民

主法制素质、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进行提

升,也为现代农业生产、农产销售等技能

提供保障。通过提升自我,新型农民的产

生,成为村基层组织运作的主力军、材集

体发展的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2 城乡融合发展下处理好新型

城乡互动关系促进乡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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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村产业传统式发展,产

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方式粗放,然而,乡

村地区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源让乡村地区

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具备了叠加升级城

市渗透功能的内生力。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停留在高效、便捷

的城市快节奏生活,而且向往乡村休闲

舒适的慢生活,置身生态优美的绿色环

境,享受现代化农业乐趣,体验乡村原生

态文化。乡村职能定位在以丰富的生态

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基础,发挥生

态效应,充分的来对“旅游+”、“生态+”

等模式进行运用,将养老、教育、文化、

旅游与林业产业的充分结合,以发挥出

在城市农副产品、休闲旅游方面的作用

与价值。面对村庄自身发展和区域功能

支持的双重需求,城乡产业融合让乡村

为城市发展贡献自身资源环境优势,也

建立了自身发展的内生机制,对于村庄

的功能定位、实施模式和城乡关系都引

发新的考量[3]。 

2.1现实需求：乡村转型的更新需求

——以生态优先相适应村庄发展模式 

过去以牺牲长远的生态环境为代价

换取GDP暂时增长的建设模式已经不适

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在资源环境互动、

生活核心功能方面,村庄的作用与价值

日益提升,然而,乡村农居点用地集聚程

度远低于城市用地,农居点用地仍以粗

放式为主,空心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

产地域性差异明显,既有的村庄改造过

程忽视生态要素,这种粗放的开发运用

模式,制约了作为生态系统主要组成部

分的乡村的低影响开发建设后就地消化

而自发形成的自然循环利用链条系统的

形成,也对吸引都市人群的舒适休闲的

乡土环境和为城镇美好生提供活生态产

品的输入与供给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和影

响。村庄发展模式更新需求与对应的更

新应对匮乏理论和落后的手段之间的矛

盾越发突出[4]。 

2.2现实需求：现代化村庄发展拟城

镇化趋势蔓延,村庄原生态环境高影响

的开发模式显著 

甚至部分近郊村村基本模仿城镇建

设模式,将城镇建设样板移植到农村,村

庄定位不符合自身发展,对生态环境产

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对此,能够

看出对生态理念对村庄发展方向的研究

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深入,诸如没

有意识到传承乡村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

性、村庄建设注重短期效益以及生态景

观资源开发的不合理等问题逐渐突出。

在将生态理念导向体现在村庄建设发展

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

非常薄弱的,同时也能够清晰的看出系

统化的来对乡村生态导向与理念的梳理

是非常重要的。 

3 研究目的和意义 

3.1研究目的 

宁波市行政区划调整后海曙区原先

单一完全的城市化区域拓展为复合城乡

发展空间使海曙西乡片区村庄发展与老

城区融合更为复杂,出现了城市化区域、

城市拓展区域、近郊城镇区域、山水田

园区域。考虑中心城近郊区域及生态敏

感区两个不同的基地特质,逐步探索并

形成村庄建设引导中营造生态网络格局

的村庄规划编制与建设积累经验。 

生态理念村庄发展是一种“大花园”

的思想,是现代浙江未来村庄发展的普

遍形态,是促进城乡空间统筹发展的新

模式。 

从宁波市海曙区村庄入手,调查

研究宁波地区村庄分布、经济、社会

状况,分析宁波市海曙区村庄规划编制

情况、规划建设与实施情况,以及从村庄

外部环境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分析村庄发

展需要生态理念导引的必要性,理论联

系实际,从生态理念的角度探讨宁波市

海曙区村庄的规划策略,和海曙区境内

开展生态内涵村庄规划建设的相关措

施。通过对合理的、科学的生态理念的

引入,以实现海曙区社会经济水平、人居

环境水平大幅度提升的目标。总结村庄

发展提升控制管理策略,以此改善宁波

市海曙区村庄的人居环境质量和促进社

会经济的发展。 

3.2生态理念指导下设计的发展

方向 

通过对村庄形成及发展理论、生态

理念规划理论、生态理念视角下国内外

村庄规划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总结,

深入剖析宁波村庄规划和实施层面的问

题,以宁波市海曙区村庄发展模式实践

为支撑,生态导向理念为切入点,聚焦于

宁波市海曙区多类型村庄功能提升需求

及规划应对策略,丰富了乡村生态化发

展模式研究,科学地指导正在开展的村

庄建设规划工作具有一定的基础性研究

意义和应用推广价值,持续村庄发展活

力,与城市实现互相服务、互相依托、可

持续建设拓宽新视角。 

4 结束语 

生态导向村庄发展不仅有利于修复

粗放式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

且可以为快速增长城镇化带来高密度、

高节奏城市人居环境提供乡村生态环境

体验,对维护宁波地区以及浙江省的生

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次

研究总结宁波市海曙区村庄规划建设策

略经验,对下一步村庄建设工作具有参

考和借鉴作用,宁波地区村庄规划建设

能够改善人居环境现状和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对发达沿海其他地区的村庄规划

编制与高效实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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