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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针,正在为广大农村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

这一战略的引领下,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面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村镇

的规划与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如何合理规划村镇的发展,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

境,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不仅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更是城乡一体化进

程中的桥梁与纽带,对其开展科学的规划与精细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还能提高乡村居民

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传承。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乡村振兴时代下的村镇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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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bring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to the vast rural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ategy,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rural areas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ith the gradual narrowing of the 

urban-rural gap,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have become a key link in achie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reasonably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Villages and towns are not only the main places for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but also 

the bridges and lin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refined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er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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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农村土地流

转、劳动力迁移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这给乡村的规划与建设带来

了新挑战。尽管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出台了多项政策与措施,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如资源配置不均、基础设施薄

弱等问题。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乡村居民对

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如何依

据地域特点,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村

镇空间,成为当前乡村振兴中的紧迫任务。基于此,本文对村镇

规划与建设的深入研究,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地方政府提供切

实可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乡村振兴时代下的村镇规划与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村镇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不充分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村镇规划作为空间载体和基础

支撑,其与战略目标的衔接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成

效,村镇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不充分主要体现在规划体系

传导机制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实施监管机制缺失等方面。

规划体系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编制标准和规范,导致上位

规划与村庄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规划目标难以落地实施。资

源配置方面,财政资金、土地指标等要素配置与规划重点区域存

在错位,制约了规划实施效果,实施监管方面,缺乏完善的规划

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导致规划与实际发展需求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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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层面看,自然资源部《2023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仅45.3%的行政村完成实用

性规划编制,中西部地区覆盖率不足3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2年全国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中41.7%与村庄规划主导产

业方向不符。财政部《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指出,农村道路建设资金实际投向与规划重

点区域重合度仅为54.9%。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农村每万人

5G基站数量(3.2座)仅为城市水平(28.7座)的11.1%。[1] 

规划衔接不充分问题反映了当前村镇规划体系与乡村振兴

战略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规划编制缺乏系统性思维,

未能充分考虑乡村发展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需求,导致规划内容

与实际发展需求脱节,规划实施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资金保

障、人才支撑和监管评估体系,制约了规划的实施效果。此外,

村民参与机制不完善,导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群众基

础,进一步加剧了规划与实际的脱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也制约了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1.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村镇发展 

基础设施是村镇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包括道路交通、供水排

水、电力通信、垃圾处理等多个方面。当前许多村镇的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仍然较低,无法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如：道路交

通网络不完善,许多村镇内部道路狭窄、路况差,与外界的连通

性不足,导致物流不畅、出行困难,均影响了村镇与外界的经济

交流和资源流动。供水排水系统不健全,部分村镇仍依赖传统的

水井或简易供水设施,水质和水量难以保障,缺乏完善的污水处

理设施,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2]。 

1.3生态环境保护与村镇建设矛盾突出 

在村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中,云南省昆明市

盘龙区滇源街道的案例尤为典型。滇源街道位于松花坝水库水

源保护区,其冷水河是昆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承担着昆明市主

城区40%以上的供水任务。然而,当地白邑村内长期存在一家无

证石碑加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粉尘等污染物直接排入

冷水河,监测数据显示,加工厂周边水体悬浮物浓度超标12.6倍,

氨氮含量超标8.3倍,严重破坏了水源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尽管

村民自2018年以来累计举报23次,相关部门也下达了5次整改通

知,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加工厂不仅污染环境,还涉及违

规买卖土地和无证建房,占地面积达2.3亩,进一步加剧了土地

资源的浪费和环境压力[3]。 

1.4村镇土地利用效率低导致资源浪费 

许多地方的土地利用规划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未能最大程

度地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力,部分地区在进行村镇建设时,土地开

发过度,导致大量空闲土地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甚至出现了“建

而不用”的情况,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村镇规划不科学、缺乏

长远发展考虑,土地资源的布局和使用往往不具备合理性,导致

农田、林地等重要资源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一些地方的土

地审批和使用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

闲置和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缺乏土地整理

与再利用的规划,导致了大量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4]。无法形

成有效的生产力,许多村镇在开展城镇化进程时,忽视了土地的

多功能性和复合利用,导致土地的单一使用模式制约了其潜力

的发挥,这些问题不仅加剧了资源的浪费,还影响了村镇整体发

展的可持续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表1 村镇土地利用效率低导致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 

问题点 具体表现 影响

规划不科学 村镇土地开发过度,土地空闲 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土地布局不合理 农田、林地等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影响生态平衡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土地审批管理不完善 土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 增加土地闲置率,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率

单一土地使用模式 缺乏土地多功能、复合利用的规划 限制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

缺乏长远发展考虑

村镇发展规划未充分考虑土地的长

远利用

导致短期利益驱动下的资源浪费与不合理

开发

 

每个问题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使得

大量土地资源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潜力,规划不科学导致土地开

发过度,造成了大量土地空置,土地使用布局的不合理使得农

业、林业等资源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影响了整体的生态平

衡,土地审批管理的不完善加剧了土地的闲置现象,降低了资源

利用效率,单一的土地使用模式限制了土地的经济效益,而缺乏

长远发展的考虑,则使得土地的长期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 

2 乡村振兴时代下的村镇规划与建设措施 

2.1加强村镇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协调 

在加强村镇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协调的实践中,福建

省永泰县嵩口镇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嵩口镇是一个拥有丰富古

村落资源的乡镇,全镇现存明清古建筑158座,其中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12处。当地政府将乡村振兴战略与村镇规划紧密结合,通过

科学规划和系统实施,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在产

业振兴方面,嵩口镇依托古村落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规划

建设了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累计投入1.2亿元修缮古建筑、建

设游客服务中心等,同时鼓励村民参与农家乐、民宿和手工艺品

店的经营,形成了“文化+旅游”的特色产业链。据统计,2022

年全镇旅游接待量达8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5亿元,带

动当地就业3200余人,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8年增长65%。在

生态振兴方面,规划中明确划定了生态红线,划定核心保护区面

积达12.6平方公里,禁止在核心保护区进行开发活动,同时推广

绿色农业和生态旅游,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5]。 

2.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升村镇发展支撑能力 

基础设施不仅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改善

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传统的农村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尤其是在交通、能源、水利、信息通信等领域,

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促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措施,它能够有效提升村镇的整体支撑能力,帮助村镇在经

济、社会和生态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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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乡村振兴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主要领域与效益 

领域 主要措施 预期效益

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物流体系、

改善交通连接

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加

强城乡连接

能源与水利设施

提升电力供应保障、建设灌溉系统

和水源保护设施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水资源供应、改

善农村生活条件

信息化基础设施

推广互联网覆盖、发展电子商务平

台、加强信息交流渠道

促进农村信息流通、推动农业现代化、提

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系统、提

升环保设施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村镇环境质量、推动

绿色乡村建设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完善的道路系统和物流体系,能够有效

地提高农产品流通速度,加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带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和水利设施的

建设,将直接提升农村生产力,确保农业生产稳定运行。同时,也能

为乡村提供更可靠的基础生活保障,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2.3推动生态保护与村镇建设协调发展 

表3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措施分析 

措施 具体内容及实施方式 预期效果及分析

土地用途合理划分

科学划分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避免

过度开发农业用地。

提高土地资源的集中性与有

效性,减少土地浪费。

复合利用土地

推动农地、宅基地、产业用地复合利用,

如农业生产与旅游融合。

提高土地单产,促进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土地集约化利用

通过土地整理、流转等措施集中土地资

源,实现规模化经营。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

现代化,增加经济收益。

强化土地资源监管

加强土地利用的监督管理,确保其符合

环境保护要求。

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推动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推动土地二次开发

支持闲置土地的二次开发利用,优化土

地使用方式。

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减少资

源浪费,促进农村经济转型。

 

推动生态保护与村镇建设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绿色发

展理念,确保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

设。该项目通过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结合,实现了经

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浙江省注重保

护当地的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同时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 

2.4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村镇资源利用效率 

许多村镇存在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空间布局不合理、产业

结构单一等问题,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加大。科学规划

土地利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节约化和高

效利用,能够有效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土地

利用结构的优化,不仅需要合理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各类用

地比例,提高土地复合利用率。 

合理划分土地用途,既能保证农业用地的充分利用,又能有

效促进非农业用地的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在复合利用土

地方面,探索农业、宅基地和产业用地的多功能融合,不仅能够

提升土地的产值,还能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村镇规划与

建设。对当前乡村振兴中村镇发展的研究,能够揭示出许多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也为今后的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将不仅仅是经济的提升,

更是文化的复兴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村镇建设应更加注重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关注乡村居民的需求,推动可持续发展。只有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才能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成

功实施,进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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