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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以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为例

周伟文

（广东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中山 528400）

［摘 要］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全面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主要矛盾

发生转化的情况下，党中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安排，而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有利于村内产业发展、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和土地利用管

理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各类规划的相互协调。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划分土地利用片，以耕地保护、耕地集约

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对土地的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进行综合性规划，进而全面提升土地利

用率和产出效益，推动农村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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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央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强化乡村振兴规

划引领”的具体目标。同时，国家发改委在《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指出，对各个地区的农业生

产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性规划指导，进而全面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发展战略。生态宜居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贯

彻落实的核心要点。现阶段，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

为国、省、市、县以及乡（镇）5级。其中，村级土地利用规

划包含在乡（镇）土地规划中，是全面落实土地用途管制

的重要依据。村级土地规划要以乡（镇）级土地规划为基

础，在农村地区统筹安排生产，进而全面优化农村地区的

生产能力和生活环境，充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时，

要全面参照乡村的实际情况，在耕地保护和生态红线标

准的双重控制下，全面提升公众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

的参与度，并形成一种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合理空间布局，

进而系统化调整规划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协

调国家、地方以及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情况，系统化调整

村容村貌。

1 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思路

1.1 依照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划提升乡村规划工作

的约束效力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5级规划中，相关部门及工作人

员要统筹认识村级规划与乡镇规划之间的关系，以乡镇

级规划为基础，及时确定农村的建设用地，并对耕地保护

和永久性基本农田等指标进行综合性控制，全面协调农

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布局状况，同时重点规划农业

生产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的建设状况。

1.2 重视“三生”空间布局在土地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重点问题，直接关系农民个人的利益以及农村经济的

发展情况。因此，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需要依照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以及城市开发边界线，

对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进行协调，实现生态用地空间的

合理规划，打造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格局［1］。

1.3 全面融合“多规合一”

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进一步细化农村的土地利用

分类，全面参考农村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充分落实相关规

划，全面满足产业用地、服务用地、基础建设用地以及宅

基地建设的切实需求。

1.4 全面发挥资源优势

若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农村地区的产业融合，相关

部门及工作人员要重点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贯彻落实

高标准农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行业发展，充分发挥

空间规划工作的指导意义，全方位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1.5 提升村民的参与度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参考村民

的意愿，提升村民的参与度，规划方案需要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后方能开始实施。

2 实例分析

本次实例研究以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为例。卢屋村

位于常平镇东南部，距离常平镇约6 km。卢屋村村内主

要景点有卢屋村马腰岭登山公园、旗岭等。

2.1 多渠道调研

调研过程中重点核实村子的用地现状，在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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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合城镇规划、产业规划、土地整治规划、交通规划、旅

游规划、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建设用地状况

等［2］，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村民对规划编制的意向和需要

解决的问题。经过系统化的调查研究发现，卢屋村村土

地总面积 241.34 hm2，其中农用地 83.87 hm2，建设用地

140.93 hm2，其他土地16.54 hm2。

卢屋村村 2017 年末常住人口 7 000 人，人均村庄建

设用地为 155.91 m2。2017 年全村总资产 3 163 万元，总

收入 1 352.978 4万元。有企业 112家，其中外资企业 12

家，个体企业 100家。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物业

出租、“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工缴费及企业协作服务费。

2.2 提升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在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耕地集约管理工作的前提

下，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住宅用地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用地布局以及村庄环境整治等角度入手，契合于生态环

境的切实需求，全面发挥卢屋村的具体优势，致力于塑造

卢屋村宜业、宜商和宜居的村庄建设理念。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在规划工作的末期，卢屋村的建设用地总量在

131.78 hm2之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在97.89 hm2之内，村

庄经营性用地规模保持在72.93 hm2之内，村庄的居住用

地规模保持在 6.65 hm2之内，全面实现了农村用地的科

学发展。

2.3 对建设、农业以及生态空间进行合理划分

在空间划分过程中，要结合发改、国土、农业、旅游、

林业、环境以及交通等部门的整体规划，对空间的开发潜

力进行综合性评估，进而划分出建设、农业以及生态空间，

对农村空间区域布局进行优化处理，同时以农业生产为主

导，评定出适合发展农业和耕作的空间区域［3］。规划农业

空间109.58 hm2，在村庄土地总面积中占比45.4%；建设空

间主要有现状的建设用地和规划当中增加的建设用地，面

积为131.78 hm2，在村庄土地总面积中占比54.6%。对于

生态空间，卢屋村中有大堂山公园、旗岭公园等，用地保留

农用地中林地、园地，面积为48.90 hm2。作为卢屋村的景

观绿地，卢屋村村中也安排了景观与绿化用地 6.06 hm2，

即卢屋村生态用地共安排54.96 hm2。

2.4 因地制宜

规划过程中要完善村内的配套基础设施，参考水源

位置、管线布置以及村民的意愿等，全面完善给水工程、

污水工程以及电信网络工程的建设，使村内的道路系统

呈脉络状发展，进而形成一种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提升

中等密度建筑的开发力度，防止自然生态和地块的分散，

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4］。

2.5 全面参考村民的意愿

规划工作开展阶段，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重点关注

村民的生活状况，仔细核查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村民的居

住状况，进而全面而细致地规划和布局居民的居住区域。

在全面布局调整后，村庄建设用地面积总计97.89 hm2，其

中村居住用地6.65 hm2，村产业用地72.93 hm2，村公共服

务用地 4.99 hm2，村基础设施用地 0.73 hm2，村内景观与

绿化用地6.06 hm2。

2.6 多规合一

规划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要着重关注

土地的利用布局状况，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细致调整，提

升农村地区土地流转经营能力和规模化经营水平，最终

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长效发展，完成农业的增产增收目

标。同时，规划建设工作中要落实耕地保护目标和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对农用地和“三旧”建设用地进行综合性

整理。规划期间，卢屋村的农业用地从原有的83.87 hm2

增加到 109.58 hm2。此外，提升农村的产业用地规模，合

理规划村混合用地，实现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化利用。规

划期间，卢屋村的建设用地从原来的 140.93 hm2下降至

131.78 hm2。通过上述调整措施，从根源上优化了卢屋村

的土地布局，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3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充分考察卢屋村的实际

状况，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布局、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对卢屋村的土地利用规划工

作进行详细分析，以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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