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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百县千乡万村”重要指示，落实

国家重大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展“百县千乡万村”乡村

振兴示范创建。同年 12月，广东省委提出启动实施“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作为广东省高

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乡村振兴

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为牵引，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在此背景下，城边村改造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

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绕不过的难题。

一方面，城边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偏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

改造，过去简单采用房地产开发模式来推进改造也难以为继；另

一方面，城市外围区域普遍存在土地碎片化、低效化、零散化的

问题，难以满足城市规划、产业导入项目等的落地要求。

当前广州市外围区域城边村主要分布在从化区、增城区等

地区较多，可发挥更新改造、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组合拳，

超大特大城市城边村“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模式的探索

易思琼

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   在超大特大城市中，除了中心城区的城中村以外，周边区域存在一定数量的城边村。城边村普遍存在空间布局无序

化、耕地碎片化、土地利用低效化、生态质量退化等多维度问题，随着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进程，城边村作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本文提出并探讨在超大特大城市城边村改造中运用“城市更

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以广州市作为探索地区，以期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旨在为其他地区的城边村改造提

供借鉴和参考，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关  键  词  ：   超大特大城市；城边村；城市更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2023030168

探索实现城边村土地成片连片整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助力

“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

二、广州市城市更新发展

自 2009年以来，广州响应中央、省的号召，开始了“三旧”

改造的探索，并成立“三旧”改造办，在中央和省的“三旧”改造

政策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15年，广州市成立了全

国首个市级城市更新局，随后建立了《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及旧

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更新实施办法的“1+3”政策体系，形成了

以“三旧”改造为核心的城市更新政策。广州持续开展“三旧”工

作的探索与实践中，通过盘活大量低效存量用地，不仅优化了土地

资源配置，还为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土地支撑。

因此，广州市采取统筹整理旧村庄与其他存量建设用地、零

星农用地的策略，进行成片更新改造，明确了土地的收益分配、

融资途径、村民补偿等内容。更多关注的是存量建设用地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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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与后续的土地供应及开发建设，但对于城边村改造后周边大

规模的农用地的处置尚未有明确的指引，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

相关政策。

三、广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发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是广东省

“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

自然资源部在 2019年底统一部署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2020年 1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下发通知《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通知》，拟在全省范围内部

署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2021年 9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 <广东省从

化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函》，

同意从化区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2022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要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落

实，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一项系统性的活动，它以科学规划为前

提，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通过整合农用地、建设用地以及进

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等手段，对存在废弃闲置、利用低效、生态

退化及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区域实施国土空间综合治理。在现行的

政策框架下，虽然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任务、方案审批流

程、资金来源渠道以及相应的政策优惠措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和阐述，但对于土地收益分配的公正性、整治后项目的后续经营

策略、多样化的融资途径以及村民的合理补偿机制等方面，尚缺

乏具体而明确的指引和规定。

四、研究地区特征

（一）基本情况

城边村存量用地规模相对城中村较小，土地利用一般缺乏统

一规划，靠近建成区成规模的连片土地或已被征用进行开发建

设，用地功能布局零散，空间布局碎片无序，土地资源利用低效

[1]。空间和土地的碎片化难以满足城乡规划战略和产业导入项目的

落地实施，制约着城边村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打破土地碎片化、

低效化、零散化的局面，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是当前城边村在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例如广州市从化区是全国 11个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广清接

合片区、华南地区唯一），也是全国唯一以县（区）域为单元开

展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可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与该

区城市更新改造为契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

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超大特大城市的城边村，既有城中村社会治理难的问题，也

有乡村风貌特征保存良好的优势，亟待结合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探索因地制宜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形成示范效应。

（二）面临的挑战

（1）合理开发难以为继

从整体上看，城边村的土地利用效率普遍偏低，大量的土地

资源未得到合理的规划与利用，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这不仅

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制约了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其次，城边村的用地权属问题复杂。部分土地的权属关系模

糊不清，给土地管理和利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不仅增加了土

地纠纷的风险，也影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再者，城边村的标图建库分布零散，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

理。这使得土地利用缺乏整体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土地利用模

式。同时，这种零散的分布也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如道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难以覆盖到所有区域，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的

发展。

尽管城边村的建设用地大多有所集中，但集中程度并不高。

这种部分集中的现象使得土地利用效率难以得到显著提升。同

时，由于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生态用地等混杂在一起，也增加

了土地利用的复杂性和难度。

（2）历史资源亟待保护

在深入研究城市边缘地带的村落发展问题时，我们不难发

现，城边村普遍面临着历史建筑空置、破损严重，甚至濒临破坏

的严峻挑战。这些历史建筑，作为村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村民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它们往往被忽视和遗忘，处于无人管理和维护的状态。

具体而言，城边村中的历史建筑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长期缺

乏必要的维修和保养，普遍存在着结构老化、墙体开裂、屋顶漏

水等严重问题 [2]。这些破损不仅影响了建筑本身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也极大地降低了其历史价值和观赏性。更为严重的是，一些

历史建筑甚至因长期空置而沦为危房，面临着随时倒塌的风险。

与此同时，城边村的新老建筑穿插建设现象也尤为突出。在

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许多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

些建筑在高度、风格和材料上与历史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

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设计，新老建筑之间缺乏协调性和整体性，

不仅破坏了历史风貌片区的整体风貌，也使得这些珍贵的历史建

筑在周围现代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突兀和格格不入。

（3）基础设施配套不足

首先，道路网络布局不合理，主干道与次干道、支路之间的

衔接不畅，导致交通流线混杂，车辆和行人难以顺畅通行。其

次，道路设计标准不一，部分道路狭窄、曲折，无法满足现代交

通的需求，加剧了交通拥堵现象。此外，道路设施老化、破损严

重，如路面坑洼、交通标志缺失等，不仅影响了行车安全，也降

低了道路的使用寿命。

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不合理。一方面，设施老化、破损现象

严重，部分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另一方面，设施类型缺

乏，无法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此外，设施分布不均，部

分区域设施过于集中，而另一些区域则设施匮乏，导致了资源利

用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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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增长乏力，产业亟需转型升级

许多城边村的产业业态普遍呈现低端化的特征。这些村落，

虽然毗邻繁华的都市区域，但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上却呈现出

显著的滞后性，这些村落主要依赖于传统的种植业和初级的餐饮

服务业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支柱。

正是由于这种低端化的产业业态，城边村的村民在收入水平

上普遍较低。他们不仅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

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就业压力增大等种种挑战。因此，如何推

动城边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了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五、“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探索思路

和路径建议

（一）探索思路

1.制定全流程工作机制

以项目现状数据调查为基础，城市更新流程和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流程双轮驱动。一方面，通过城市更新，解决基础设施缺

乏，环境品质差，产业空间低效，历史文化湮没，改造资金来源

单一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解决乡村耕地

碎片，空间布局无序，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

 > 工作流程图

2.构建政策工具包

梳理构建“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双政策工具箱，

形成政策优势互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相互

补充共同促进。一是通过城市更新解决基础设施缺乏，环境品质

差，产业空间低效，历史文化湮没，改造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

二是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解决乡村耕地碎片，空间布局无序，

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

 > 城市更新政策工具包

农用地整理主要内容包括耕地保护建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和数据库管理。可借鉴浙江省实行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制度，通

过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形成与永久基本农田连通连片优质耕地；

达到永久基本农田标准的，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形成数据

库年度更新与零星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相挂钩制度。

建设用地整理主要内容包括建设用地拆旧复垦和腾退的建设

用地指标。可借鉴佛山市南海区地券政策：通过建立周转“指标

池”，简化表决流程，争取增减挂钩审批权下放，探索指标分离

管理，明确复垦指标交易流程。

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主要内容包括优化调整生态用地布局。可

借鉴佛山市南海区绿券政策：鼓励边角地整治探索，实行用地指

标奖励。对主动垦造水田、恢复耕地等给予一定奖励。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

3.创新“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

创新“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综合运用政

策工具箱，通过因地制宜的策略，破解城边村城乡融合发展的困

局，并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通过城市更新实施项目精细落地，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策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改善乡村生态环

境，为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不仅有助于提

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也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

路径参考，共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二）路径建议

提炼城边村“历史保护、耕地保护、提质增效、城乡共存、

以人为本”五大工作原则，提出发展目标与“土地整备、文化保

护、产业导入、完善配套”四大发展策略。

1.策略一：土地整备

一方面，通过土地收储、拆旧复垦、统筹留用地、划定“三

地”的土地整备路径，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耕地质量、优化生态用地布局，实现耕地保

护、维护生态多样性，推动乡村要素综合整治。整体优化乡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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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构建“城 -村 -水 -田”的城乡融合

发展格局，强化城乡一体化规划建设治理。

2.策略二：完善配套

通过“建机制、强配套、聚要素”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其中：

建机制：建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层社会事务服务体

系，强化社会治理格局。

强配套：兼顾 15分钟生活圈的配置要求，均衡配置教育医疗

等基础设施，高质量打造打造活力与包容的和美乡村。

聚要素：促进区域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高效流动。

3.策略三：文化保护

保留历史文化风貌，活化闲置历史建筑，保护优先，以用促

保，推进百年古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并通过优化调整规划主干

路网，实现历史风貌建筑群的最大限度保护，保留传统古村肌

理，突出岭南特色历史古村风貌完整性。

4.策略四：产业导入

通过整合片区发展要素，基于城市发展整体研判构建以“文

化旅游、现代服务、现代农业”为产业核心的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共同

富裕。

六、总结

通过对“城市更新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的探索研究，

对于重点功能发展区域的旧村，一方面可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中增减挂钩、拆旧复垦等方式整理构建新的空间布局；另一方面

可将通过综合整治后归整集中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

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反哺农村产业发展，推进改造工作，进

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为全国提

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超大特大城市城边村发展范例和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型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现实困境及政策思考——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1,34(10):44-49+54.

[2]刘蓓蓓，许亚萍，程维军．半城市化地区土地整备规划初探——以深圳市官田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

理——202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规划研究中心；,2021:7.

[3]张保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下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整备探索——以广州市黄埔区新龙镇为例［J］．房地产导刊，2021(36):13-15.

[4]邓炯华．土地综合整治视角下旧村剩余用地改造策略探讨——以广州市番禺区旧村更新改造项目为例［J］．建设科技，2022,(12):5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