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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的协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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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

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村庄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具有基础性地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的协同性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村庄资源的合理配置、功能的有效

发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本文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的协同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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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ational land spatial planning refers 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arrangements mad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a certain region's land space. It serves as a guideline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a spatial bluepri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various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Villag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land space, occupy a fundamental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nder this system, the collabor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is crucial, as it relates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village resources,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villages, and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under the 

national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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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村庄规划概述

（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成与层级关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总

体规划是对国土空间发展作出的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安排，

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

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

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

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专项规划是对特定区域、特定领域的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作出的专门安排，如交通、水利等专项规划。各层级

规划之间相互关联、层层传导，上级规划指导下级规划，下级规

划落实上级规划要求。[1]

（二）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

村庄规划属于详细规划层次，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对乡村地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具体安排，以村域

为规划范围，统筹考虑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土地利

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进

行综合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定依据，也是促进乡村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村庄规划协同性内涵及意义

（一）协同性内涵

1. 目标协同：村庄规划的目标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目标

相一致，同时也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契合。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

改善，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 空间协同：实现村庄内部各类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效衔

接，包括农业生产空间、农村生活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同时，

也要确保村庄空间与周边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等的协调统一，避

免空间冲突和资源浪费。[2]

3. 要素协同：统筹考虑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产业、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类要素，实现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例如，产业发展要与土地利用、水资源保障相匹配，基础

设施建设要与居民点布局相协调。

4. 部门协同：村庄规划涉及多个部门，如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住建、交通等。各部门应打破行政壁垒，加强沟通协作，形

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村庄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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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同性意义

1. 提高规划科学性：通过协同性分析，能够全面、系统地考

虑村庄发展的各种因素，避免规划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村庄规

划更加科学合理。2.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

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

费，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3. 增强规划实施性：各部门协

同参与规划编制与实施，明确各自职责和任务，能够有效减少规

划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提高规划的实施效果。4. 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性的村庄规划能够更好地统筹乡村地区的经

济、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

力支撑。[3]

三、村庄规划在不同层面的协同要点

（一）与上位规划的协同

1. 发展目标协同：深入研究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目标

和战略定位，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将上位规划目标细化分解到村

庄规划中，确保村庄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方向一致。在这一过程

中，需对村庄的人口规模、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要素进行详细

调研。例如，若上位规划将区域定位为生态涵养区并着重发展生

态农业，村庄规划就要依据自身的土壤条件、气候特点以及现有

的农业生产基础，合理布局粮食种植区、经济作物种植区和特色

养殖区等，确定诸如绿色农产品产量增长目标、农业生态环境改

善指标等具体发展目标，推动村庄在生态农业方向上稳步发展，

实现与上位规划目标的深度融合。[4]

2. 空间布局协同：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确保村庄空间布局符合

上位规划的空间管制要求。在具体操作中，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内

的区域，村庄规划应明确禁止开发建设活动，制定生态修复和保

护措施，如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对于永久基本农田，要严格

保护其数量和质量，防止被随意占用和破坏，同时优化农田水利

设施布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城镇开发边界方面，村庄规划

要预留合理的发展空间，与城镇发展形成有机联系，避免无序扩

张。同时，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布局等方面，与上位规划进行

充分对接，根据村庄人口变化趋势、产业发展需求等因素，合理

确定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居住、产业、公共服务等功能区的布

局，实现空间的有序衔接。

3. 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协同：依据上位规划对重

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安排，合理确定村庄内部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和建设规模。例如，上位规划确

定了区域交通干线的走向，村庄规划应考虑如何与交通干线进行

连接，通过建设通村公路、设置公交站点等方式，完善村庄内部

道路网络，提高村庄的交通可达性。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根据

村庄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合理配置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

若上位规划要求在一定区域内建设一所中心小学，村庄规划就要

结合自身适龄儿童数量，确定学校的规模和选址，确保学校的服

务半径能够覆盖村庄内的所有适龄儿童，同时配套建设相应的道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提高设施的服务效率和覆盖范围。[5]

（二）与相关专项规划的协同

1. 产业规划协同：结合村庄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与农

业产业规划、旅游产业规划等相协同，确定村庄的主导产业和特

色产业。在与农业产业规划协同方面，若村庄拥有肥沃的土地和

适宜的气候条件，可依据农业产业规划中对优势农产品的布局要

求，发展优质粮食、蔬菜、水果等种植产业，同时配套建设农产

品加工、仓储物流等设施，延长农业产业链。对于拥有丰富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村庄，与旅游产业规划相结合，可打造乡

村旅游景点，开发农家乐、民俗体验、农事活动等旅游项目，挖

掘村庄的历史文化内涵，修缮古建筑、古遗址等，提升村庄旅游

的文化品位，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促进村庄经济发展。

2.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协同：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

加强对村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明确村庄生态保护的重点区

域和措施，对村庄内的河流、湖泊、森林等生态资源进行详细调

查，划定生态保护空间，如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等。在生态

保护措施方面，制定严格的污染防治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加强对生活

污水和垃圾的处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收集站点，实现污

水达标排放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对受损的生

态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如矿山废弃地复绿、水土流失治理等，

确保生态功能的完整性。[6]

3. 基础设施规划协同：与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相协同，统筹考虑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和布局。

在交通规划协同上，根据村庄的地形地貌、产业布局和居民点分

布，合理规划村庄道路的等级和走向，建设主次干道和支路，形

成完善的道路网络，方便村民出行和货物运输。在水利规划协同

方面，保障村庄的水资源供应和防洪安全，建设灌溉渠道、蓄水

池等水利设施，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防

洪工程建设，加固河堤、建设防洪排涝设施，提高村庄抵御洪水

的能力。在电力和通信规划协同上，合理布局变电站、通信基站

等设施，确保村庄电力供应稳定、通信畅通，满足村民生产生活

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三）村庄内部各类要素的协同

1. 土地利用协同：统筹安排村庄各类土地利用，实现农用

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在农用地方

面，根据土壤质量、灌溉条件等因素，合理调整农用地结构，保

障耕地质量和数量，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提高农田的产出

能力；发展特色农业，如建设花卉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园等，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在建设用地方面，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根据

村庄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合理划分居住用地、产业用地、

公共服务用地等功能区，避免功能区混杂，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对于未利用地，进行科学评估，在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前提下，

合理开发利用，如将荒地开发为休闲农业用地或生态旅游用地。

2. 产业发展与居民点布局协同：根据村庄产业发展需求，

合理布局居民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村庄，居民点应靠近加工

产业园区，方便村民就业，减少通勤时间和成本，同时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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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如超市、诊所等，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

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居民点应考虑游客接待需求，进行合理布

局，在旅游景点周边设置民宿集中区，统一规划建筑风格和服务

标准，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接待区；同时，完善居民点

与旅游景点之间的交通连接，提高游客的游览体验。[7]

3.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协同：根据村庄人口规模和分

布情况，合理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

服务设施应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相配套，在学校周边建设便

捷的交通道路，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保障学校、医院的水电供

应稳定，配备应急发电设备和储水设施。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上，充分考虑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对于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增

加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规模，提高设施的服务效率和覆盖范

围；对于人口分散的区域，通过建设小型服务站点或采用流动服

务车等方式，满足村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四、提升村庄规划协同性的策略

（一）统一规划理念

加强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村庄规划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各

部门和利益主体对规划理念的认识和理解。树立可持续发展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统

一。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培训课程等方式，让各部门工作人员深

入了解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和要求，引导他们从全局和长远的角

度看待村庄规划。同时，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如制作宣传手

册、开展乡村规划科普活动等，加强对村民的规划宣传教育，提

高村民的规划意识和参与能力。[8]

（二）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

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明确各部门数据的采集、整

理、更新和共享要求。建立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平台，整合各部门

的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在数据采集方

面，统一数据采集的指标、方法和频率，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准

确性。在数据整理环节，制定统一的数据分类和编码规则，便于

数据的管理和查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数据更新

机制，确保数据的时效性。通过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分析，为村庄

规划的协同性提供数据支持。[9]

（三）完善部门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在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

中的职责和任务。制定统一的规划编制流程和规范，确保各部门

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开展工作。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建立定期的协调会议制度，及时解决规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

如，每月召开一次部门协调会议，由各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和存在

的问题，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同时，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和评估

机制，加强对各部门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对工作不力的部门进行

问责。[10]

（四）提高村民参与度

建立有效的村民参与机制，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在规划编制

前期，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

议。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涵盖村民对住房、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在召开座谈会时，合理安排时间和地点，

确保更多村民能够参与。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邀请村民代表参与

规划方案的讨论和制定，让村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加强对村民的宣传和培训，提高村民对规划的认同感

和支持度，如定期组织村民参观规划实施成果，让村民切实感受

到规划带来的好处。

五、结论

总之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的协同性是实现村庄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与上位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以及村庄内

部各类要素的协同，能够提高村庄规划的科学性、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增强规划实施性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提升村庄规

划协同性，需要统一规划理念、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完善部门

协调机制和提高村民参与度。只有这样，才能编制出高质量的村

庄规划，实现乡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在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工

作中，应进一步加强对村庄规划协同性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完善

村庄规划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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