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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南京 乡村地区 发展经历 了

“

三城九镇
”

、

“

城 乡统筹 发展
”

以及
“

美丽 乡村建设
”

三个阶段 ，
对 乡

村空 间的建设引导也在不断摸索和前进 。 十九 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
，
新的政策和规划手 法层 出 不 穷

，
南京

市 乡村发展面临着更 多的机遇与挑战 ： 但是由于 南京市各郊 区地形地貌差异 大 、 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 同 阶

段
，
迄今为 止

， 将南京 乡 村地区作为 一个整体分析的研究较少 。 因此
，
本文 以 南京整个 乡村地区为研究对

象 ，
回顾总结 南京 自 打破城 乡

“

二元
”

结构 以来 乡村地区 空 间的演 变过程及存在 问题 ，
并探讨基于十九 大

乡 村振兴战略下现阶段南京 乡 村 空 间的差异性建设 引导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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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乡村作为
一

个独特的有机整体 ， 其景观 、 经济活动 、 社会文化等均具有独特性 ， 是中 国

重要的组成部分
［ ４ ］

。 中 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 、 工业化过程中 ， 也促使了乡村聚落空间的不断

演变 。 作为区域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 乡村空间的发展亦深受城市发展水平、 宏观政策的影

响 。

“

十九大
”

报告指 出 ，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 ， 要
“

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
”

，

“

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

。 ２０ １ ８ 年中央
一

号文件全面谋划新时代乡村振

兴 ， 全面部署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 乡村旅游 、 农村电子商务的

蓬勃发展 ， 拥有传统产业和特色资源的乡村正在培育要素集聚能力 ， 成为新的功能节点 ， 而

资源禀赋较差的乡村则在进
一

步衰退 。

从
“

三城九镇
”

到
“

城乡统筹发展
”

再到
“

美丽乡村建设
”

， 近年来南京市乡村地区发

展在不断向前推进 。 新近编制出台 了
一

系列规划和文件 ， 包括 《南京市美丽乡村建设实施纲

要 》 （ 宁委发 ［２０ １ ３ ］２７ 号 ） 、 《南京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实施方案 》 （宁政办发 ［ ２０ １ ６ ］ ７７

号 ） 、 《关于进
一

步完善郊区街镇分类考核实施办法的通知 》 （ 宁委办发 ［ ２０ １６ ］３５ 号 ） 、

《南京市
“

十三五
”

时期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 （宁委办发 ［２０ １ ６ ］１ ２ 号 ） 和 《关于推进

我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 》 （宁委发 ［２ ０ １６ ］３０ 号 ） ， 编制了五个美丽乡村片区规划 ， 完成

了郊区村庄布点规划和
一

大批村庄建设规划 。

基于上述背景 ， 本文以南京市整个乡村地区为研究对象 ， 试图在理清其政策演变及空间

治理实践过程的基础上 ， 分析现阶段南京乡村聚落空间的发展特征及问题 ， 探索 出适合南京

特点的乡村空间引导策略 ， 以期为进
一

步指导以后乡村空间 的治理提供参考 。



２ 南京乡村地区政策演变及规划实践

２ ． １ 南京乡村地区政策演变

（ １ ） 阶段
一

： １９ ９６ 年 ２００ ５ 年 ， 打破城乡
“
二元

”

阶段 ， 探索郊县
一体化发展模式

对于外 围乡村地区 由
“

任其发展
”

转向
“

开始关注
”

， 逐步探索编制乡村规划的路径和

方法 ， 提出统筹资源 、 集中力量推动郊县整体发展模式 ， 重点改善乡村生活条件 。

（
２

） 阶段二 ：
２０ ０６ 年 ２０ １ ３ 年 ，

“

市域
一

体化
”

发展阶段 ， 集中推进镇村规划布局

２０ １ ０ 年 ， 南京出 台 《关于加快推进全域统筹建设城乡
一

体化发展的新南京行动纲 》 ，

全面推进城乡
一

体化发展 ， 以土地整治为切入点 ， 提出
“

三集中 、 三置换 、 三转变
”

， 村庄

撤并力度较大 ， 通过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 ， 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

（ ３ ） 阶段三 ： ２０ １ ３ 年至今 ， 推进
“

新型城镇化
”

阶段 ， 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２０ １ 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新华社发布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２０ １ ４ ２ ０２０ 年 ） 》 ， 重点关注

乡村地区的文化 、 就业收入 、 居民生活环境等方面 。 南京编制五个美丽乡村片区规划 ， 全面

展开美丽乡村建设 。

表 １ 乡村地区发展政策要求变化过程

年 份
宏观政策阶段

特征／要求
出 台的政策文件

１９９ ６年 －２ ００５

年

统筹资源 、 集

中力量推动城

镇建设 ， 对外

围乡村采用无

干预策略

国家 ：

“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 完善

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 ， 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引导

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

江苏省 ：

“

大力推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建设， 积极合理发

展中小城市
，
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

，
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

量
”

南京市 ：

“

协调城乡发展 ， 提出统筹资源、 集中力量推动

郊县整体发展
”

２０ ０６年 －２ ０ １ ３

年

城乡统筹 ， 推

进城乡
一

体化

国家 ： 强调城乡统筹发展

江苏省 ：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 》 优化镇村布局 ，

发展特色小城镇 ， 推进城乡发展
一

体化

南京市 ：

“

全域统筹 、

一

体发展
”

， 全面推进城乡
一

体化

发展 。 出 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全域统筹建设城乡
一

体化发

展的新南京行动纲 》 ， 以土地整治为切入点 ， 提出
“

三集

中 、 三置换 、 三转变
”

， 村庄撤并力度较大

２０ １ ３ 年 －至今 以人的城镇化 国家 ： 党的
“

十八大
”

明确提出 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 ；



为核心 ， 落实

新型城镇化发

展要求

江苏省 ：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
一

体化规划

（ ２０ １ ４－２ ０２０ ） 》 ，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 民化 ； 实现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 加快农业

现代化进程 ； 提升新乡村建设水平 ；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

水平

南京市 ： 全面展开美丽乡村建设

２ ．
２ 南京乡村地区空间治理实践

（ １ ） 阶段
一

： ２０ ０５
－

２ ００８ 年 ， 开始注重乡村规划编制 ， 规划强干预

编制 《南京市镇村布局规划 》 ， 规划干预较强 。 村庄以传统聚落形式存在 ， 空间分布较

为 自 由 、 无序 。

（ ２ ） 阶段二 ： ２０ ０８ 年 ２０ １２ 年 ， 规划以城乡统筹为主 ， 村庄撤并达到顶峰

推进农业
“

１ １ １ ５

”

工程 、 万顷 良 田工程、 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南京市域城乡统筹规划 》 、

各区总规 、 各区涉农镇街总体规划 。 在规划强千预下 ， 村庄撤并力度较大 ， 局部地区 出现了

块状集中布局模式 。 在政策和规划干预背景下 ， 自主治模式受到破坏 ， 造成局部非均衡发展 。

（ 图 １ ）

（
３

） 阶段三 ： ２０ １３ 年 至今 ， 规划干预较弱 ， 关注特色塑造、 环境改善 、 产业提升

全市六郊区村庄布点规划 ， 五个区美丽乡村规划 、 《南京市美丽乡村建设实施纲要 》 、

新
一

轮 《南京市镇村布局规划 》 、 《南京市近期建设规划 （ ２ ０１ ５
－

２０２０ ） 》 、 《南京市
“

十

三五
”

时期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 。 规划干预减弱 ， 物质空间 以 引导为主 ， 无大拆大建 ，

乡村空间无明显变化 。 开始关注乡村治理模式 、 资源均等等问题 ， 系统性推进公共服务设施

均等化 ， 以文化挖掘 、 风貌塑造为途径 ， 构建乡村人文景观 。

图 １ 规划干预下的竹镇金磁社区 （左 ２ ００７ 年 ， 右 ２０ １ ６ 年 ）

３ 现状发展特征及问题

３ ． １ 村庄聚落密度适中 ， 总体呈现空间均衡分布态势

南京市现状 （
２０ １ ７年 ） 自然村数量约 ７８５１ 个 ， 现状乡村聚落密度约为 １ ４４ 个／百平方



图 ２ 南京市乡村聚落图

公里 ， 参照我国村落密度情况分析 （表 ２ ） ， 总体呈现密集型分布的特征 。 南京属于平原丘

陵地貌 ， 水网综合 ， 市域农村聚落总体呈现均衡分布的特点 。 （ 图 ２ ）

表 ２ 我国村落密度比较分析表

类型 分布地区 指标

高度密集型 华北平原

村庄密度 ＞２ ００个／百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为 〇

￣

１ ． ５ 亩／人

人口密度 ＞３００ 人／平方公里

密集型
少数盆地 、 华东地

区 （包括南京 ）

１ ０ ０个－

２ ００ 个／百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为 ＜３ ．０ 亩／人

人口密度

＞您０ 人／平方公里

稀疏密集型
国家中部 山地地

区

村庄密度 ５
（Ｔ １００ 个／百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为 ｌ ．ｄ ． ５ 亩／人

人口密度 ＞ １ ００ 人／平方公里

稀少型 国家西部乡村聚 村庄密度＜
５ ０ 个／百平方公里



落 人均耕地为 ＞３ 亩／人

人口密度＜ ５０ 人／平方公里

３
．
２ 村庄聚落减少较显著 ， 各区减少幅度存在差异

２０ ０５ 年以来南京市六郊区行政村共减少 ２０ １ 个 ， 自然村共减少 ８ １ ９个 ， 年均减少村庄

数量达 ８ ２ 个 ， 乡村撤并力度较大 。 其中 ， 六合区村庄撤并数量最多 ， 江宁区 、 溧水区 、 浦

口 区村庄撤并数量大致相当 ， 高淳区 由于地处圩区村庄撤并数量最少 。 （表 ３ ）

表 ３
： 南京市近年乡村聚落变化

一

览表

项 目 ２０ ０５
年 ２０ １ ７

年

自然村减

少幅度

自然村年均减少

（个 ）行政区名称

行政村

（农村社区 ）

（个 ）

自然村数量

（个 ）

行政村

（农村社区 ）

（个 ）

自然村数量

（ 个）

江宁区 １ ７５ １ ８９ ７ １ ５５ １ ７２ ２ ９ ．２ ３％ １ ７

浦 口区 １ ０６ １ ２ １４ ８ ４ １ ０７ ５ １ １ ． ４％ １ ４

六合区 ２ ２５ ２ ９２ ０ ９ ７ ２ ６７ ８ ８ ．２ ９％ ２ ４

溧水区 ９ ２ １ ２５ ８ ７ ５ １ ０７ ４ １ ４ ． ６３％ １ ８

高淳区 １４８ １ ０８ ６ １ ３４ １ ００ ７ ７ ． ３％ ８

栖霞区 ２ ７ ２ ９５

南京和ｆ庄撤并存在多种实施机制 ， 以城镇扩张带动周边村庄撤５中 占主导 。 具体撤并方式

主要包括城镇化推进地区整体撤并 、 万顷良 田工程与农业园区工程建设的撤并 、 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导致的撤并以及小村按规划撤并等 。

浦 口 区撤并方式主要是江北新区建设及万顷良 田工程引导下的撤并 ， 其中 ， 永宁街道试

点万顷良田工程 ， 江浦 、 桥林因江北新区建设撤并大量村庄 ， 星甸街道 、 汤泉街道 、 盘城街

道均为 自然城镇化进程 。 六合区撤并方式主要为万顷良 田工程 ， 其中 ， 六合竹镇 、 冶 山 、 马

鞍 、 横梁纳入万顷良 田整治工程 ，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行撤并 ， 大厂街道 、 葛塘街道主要

由于工业区建设导致村庄撤并 ， 长芦街道 、 龙袍街道 、 雄州街道 、 龙池街道均为 自然城镇化

进程 。 溧水区撤并方式主要是城南新城与溧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导致的乡村撤并 ， 其中 ， 白

马镇主要撤并原因是试点万顷良 田工程 ， 石湫镇、 洪蓝镇是乡镇产业发展带来的乡村撤并 ，

柘塘乡村撤并主要是 由于开发区建设 ， 永阳镇由于中心城区建设带来村庄撤并 ， 晶桥镇 、 东

屏镇为 自然城镇化下推进乡村撤并 。 高淳区撤并方式主要是城镇化进程引导的乡村撤并 ， 其

中 ， 东坝镇、 固城镇主要撤并原因是试点万顷良 田工程 ， 古柏镇乡村撤并是 由于开发区建设 ，

淳溪镇是由于中心城区建设引导村庄撤并 ， 桠溪镇 、 漆桥镇 、 阳江镇 、 砖墙镇为 自然城镇化

推进乡村撤并 。 江宁区撤并方式主要是城市建设带动的乡村撤并 ， 其中 ， 江宁 、 谷里 、 禄口 、

汤山拆并力度大 ， 谷里 、 横溪街道作为万顷良 田工程试点撤并了工程周边村庄 ， 江宁街道滨

江新城建设 、 禄 口 街道禄口 新城建设 、 汤 山街道汤山新城建设带动了街道村庄的撤并 。 栖霞

区撤并方式主要是开发建设 ， 其中 ， 西岗街道主要是液晶谷、 地铁小镇开发建设推进乡村撤



并 ， 龙潭街道主要是龙潭港 口建设推进乡村撤并 。

３ ．３ 乡村建设用地有所减小 ， 各区乡村人均建设用地情况差异明显

２００ ５ ２ ０１ ７ 年南京乡村建设用地减少了 
７０

． ９８ 平方公里 。 其中 ， 浦 口 区 、 江宁区村庄建

设用地规模减少幅度最大 。全市人均乡村建设用地由 １ ８８ ．５ 平方米／人减少到 １６２ ，３ 平方米／

人 ， 人均乡村建设用地减少幅度较小 。

各区乡村建设用地减少差异较大 ， 其中 ， 江宁区 、 浦 口区乡村建设用地减少量最大 ， 分

别为 １６ 平方公里和 ２２ 平方公里 ； 栖霞区乡村建设用地减少量最小 ， 为 ６ 平方公里 ； 人均村

庄建设用地江宁区 、 浦 口 区最髙 ， 分别为 ２６ ４ ．５ 、 １９ １ ．８ 平方米／人 ， 溧水区人均村庄建设用

地最少 ， 为 １０ ３ ．５ 平方米／人 。 （表 ４、 图 ３ ）

图 ３ 南京六郊区村庄用地变化情况图 ４ 镇街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变化

表 ４２０ ０５ 、 ２ ０１ ７ 年各区村庄用地规模表

项 目

２０ ０５ 年村庄用

地规模

（平方千米 ）

２ ０ ０５ 年人均村庄用

地

（平方米／人 ）

２ ０ １ ７ 年村庄用地规

模

（平方千米 ）

２０１ ７ 年人均村庄用地

（平方米／人 ）

２ ００ ５１ ０１ ７ 年减

少农村人口 （万

人）

江宁 区 １ ０５ ． ３ ９ ２ ０２ ． ２ ８９ ． ０ ７ ２ ６４ ． ５
—

浦口 区 ６６ ．０ ６ ２ ５６ ． ６ ４４ ． ３ １ ９ １ ． ８ ３ ．０６

六合区 ７９ ． ２ ９ １ ５ １ ． ８ ７ １ ． ０ １ １ ３ ９． １ ５ ．７

溧水区 ４４ ． ３４ １４２ ． ４ ３２ ． ７ ３ １ ０ ３ ． ５ １ ２

高淳区 ５７ ． ０ ８ １ ６ １ ． ６ ４９ ． ８ １ ３ ８． １
—

栖霞 区 ２ １ ． ２ ２ １ ６ ． １ １ ５ ． ４７ １ ３ ６． ８
—

全市 ３ ７３ ． ３ ６ １ ８８ ． ５ ３ ０２ ． ３ ８ １ ６ ２ ． ３
—



３ ．４ 集镇建设用地规模普遍不大 ， 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不髙

南京各街镇的镇区建设用地规模多为 １ ２ 平方千米 ， 与苏南发达地区对比差距大 。

各街镇镇区建设用地近年来每年平均仅增加 〇 ．３ 平方千米 ， 增长速度缓慢 。 镇区建设用

地增加较大的镇街包括东屏 、 竹镇及马鞍 ； 镇区建设用地减少较大的镇街包括 白马 、 晶桥 、

和凤 、 桠溪 、 淳化 、 程桥及横梁 。

各街镇的集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不高 ， 平均人均建设用地 １ ３０ 平方米 ， 平均地均 ＧＤＰ

为 ４ ． １ 亿元 。 （图 ４ ）

表 ５
：２０ ０７ ２０ １ ７ 年镇街镇区人 口 、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情况表

项 目

镇区人口 （万人 ）

增速 （ ％ ）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平方米／人 ）

２０ ０７
年 ２ ０ １ ７

年 ２０ ０７
年 ２０ １ ７

年

镇街平均值 ０ ．８ ８ １ ．３３ ７ ．１ １ ２ ６ １ ０ ８

３
．
５ 评价基本结论

２０ ０５ 年以来行政村共减少 ２０ １ 个 ， 自然村共减少 ８ １９ 个 ， 年均减少 ９ ． ４％
， 但各区村庄

撤并的数量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 村庄撤并存在多种实施机制 ， 主要以项 目带动 、 城镇扩张带

动周边村庄撤并为主导 ， 受制于镇街层面有限的财力 ， 规划一般村按村庄布点规划撤并的实

施效果十分有限 。 村庄撤并安置重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城区 、 镇区 ， 按照
“

小村并大村
”

思

路撤并到规划保留村 （重点村 ） 的实施性较差 。

４ 南京乡村空间的差异性引导建议

４
．
１ 大都市近郊村庄建设引导建议

（ １ ） 村庄特征

大都市近郊乡村是指大都市规划建设用地外围近郊区的村庄 ， 由于与大都市近邻 ，
二者

相互之间保持着物质 、 资源交换 ， 以及资本 、 能量流动 。 大都市近郊乡村区域经济基础较好 ，

村民 自主性意识强烈 ， 希望不离乡不离土即可实现过上生活富足的生活 ， 有强烈乡村发展意

识 。 以南京市江宁区近郊乡村为例 ， 村民家庭年收入 ４ 万至 １２ 万不等 ， 主要经济来源为
“

务

农加打工
”

为主 ， 家庭农 田大都承包给别人种 ， 村民有强烈就地就业发展乡村旅游的愿景 。

南京市大都市近郊村庄主要分布在南京 中心城区周边 ， 与东山 、 仙林 、 江北副城相 Ｂ比邻

的地区 （ 图 ５ ） 。 包括栖霞区的八卦洲 ， 江宁区的淳化 、 秣陵 、 谷里 、 麒麟 ， 浦 口 区的桥林 、

汤泉 ， 六合区的龙袍 、 程桥 。

（ ２ ） 建设引导



该区域乡村建议以规模化 、 特色化村庄建设为主 ， 有机植入都市型功能 。 在村庄布局方

面 ， 少量村庄结合城镇化进程集中安置至临近城镇 （新城 、 新市镇镇区 ） ； 其余村庄以保留

为主 ， 并重点规划建设 。 在产业经济方面 ， 构建
“

旅游＋农业
”

地区 ， 融入环城游憩带 ， 培

育都市型功能有机植入 ； 强化村庄主题定位 ， 形成项 目 引爆点 ， 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 引导农

业生产 向种 田大户 、 家庭农场 、 企业化经营发展 。 在服务配套方面 ， 加强城镇各项服务设施

向此类地区的延伸和覆盖 ， 积极推动城乡 公共服务的共享共建 。 在风貌塑造方面 ， 大都市近

郊山水 、 田园等大地景观有机渗透至村落 ； 微改化整治村庄环境 ， 提升乡村景观品质 。 在村

庄治理方面 ， 精准干预 ， 以农民为行为主体 ， 引入乡村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 ， 政府

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 ， 提供资金 、 信息与政策支持和规范发展的秩序 ， 最终

形成
“

政府＋公司＋农户
”

为主导的开发模式 。

图 ５ 大都市近郊区乡村分布图 （左 １ ） 、 图 ６ 市域绿楔叠合现状村庄用地分布图 （左 ２
）

图 ７ 规划重要交通市政走廊叠合现状村庄用地分布图 （右 ２ ）

图 ８ 农田林网中 的乡村布局 （右 １ ）

４ ．２ 城市生态绿楔村庄建设引导建议

（ １ ） 村庄特征

城市生态绿楔村庄主要位于
“

城市六条生态绿楔
”

内 ， 其乡村生态系统的林地 、 农 田

是村庄生态本底的最主要两种地类 。 根据 《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２０） 》 中绿地系

统总体格局 ， 城市生态绿楔内 的村庄 ， 主要涉及六合区的葛塘 、 龙池 、 长芦 、 雄州 、 横梁 ，

浦 口 区的桥林 、 汤泉 、 星甸 、 永宁 ， 栖霞区的八卦洲 ， 江宁区的麒麟、 汤山 、 淳化、 湖熟 、

谷里 、 江宁 、 横溪 。 （ 图 ６ ） 针对上述两种地类 ， 应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 防止不当开发和

过度的土地使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

（ ２ ） 建设引 导

该区域乡村应适度推进村庄迁并和生态社区建设 ， 保障廊道生态功能可持续性 。 在村庄

布局方面 ， 保障廊道生态功能 ， 控制高度和总体建设用地量 ， 适当减少村庄数量 ， 有条件村

庄推进生态社区建设 。 在产业经济方面 ， 构建生态 、 农业 、 休闲为
一

体的产业体系 ； 建设生



态绿色农业 ， 细化经营类型 ， 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 在服务配套方面 ，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类服

务设施的配置和建设 ， 重点村 、

一般村需无差别的规划建设污水 、 垃圾等环卫设施 。 在风貌

塑造方面 ， 增加水体用地、 农林用地 ； 引入 自然山水 ， 加强村庄之间绿地建设 ， 构建村落绿

化网络 。 在村庄治理方面 ， 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设计适度 引导村庄的迁移 ， 生态补偿机制 。

４ ．３ 重要交通市政走廊村庄建设引导建议

（ １ ） 村庄特征

此类村庄指位于市域重要交通市政走廊沿线受到相应的环境干扰 ， 以及位于规划建设的

交通市政走廊地区面临迁移的村庄 。包括髙速公路 、髙速铁路两侧控制 １ ００ 米范 围 内的村庄 ；

５０ ０ＫＶ 髙压线 、 热 电厂 、 静脉产业园周边 １ ０００ 米范围 内 的村庄 ， 不同级别 的高压线管控区

参照相关标准 ； 机场 （ 马鞍机场 、 禄 口机场 ） 噪声 ６０ 分贝线以 内的村庄 。 （ 图 ７
）

（
２

） 建设引导

此类乡村应加快村庄迁并 ，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 在村庄布局方面 ， 现状主要交通市政走

廊沿线村庄加快迁并 ； 位于规划的交通市政走廊的村庄 ， 结合工程建设逐步迁并 。 在产业经

济方面 ， 村庄以迁并为导 向 ， 产业空间逐步整合到周边村庄或产业园区 。 在服务配套方面 ，

村庄以迁并为导 向 ， 满足近期服务需求即可 ， 不鼓励增加配置各项服务设施 。 在风貌塑造方

面 ， 村庄以迁并为导向 ， 近期 内适当进行村庄环境整治 。

４ ．４ 农田林网村庄建设引导建议

（
１ ） 村庄特征

此类村庄指位于市域 内
一

般性乡村本底区域 ， 干净 、 本色的 自然乡村 。 （ 图 ８
）

（
２

） 建设引导

该区域乡村应整体维护乡村空间本底 ， 尊重村庄 自然演化趋势 。 在村庄布局方面 ， 尊重

村庄 自然演化趋势 ， 原则保留村庄 ， 不强调或强制村庄的迁并 。 在产业经济方面 ， 适度推进

农业规模化经营 ， 有条件发展家庭农场 、 企业化经营 。 在服务配套方面 ， 保障基本的公共服

务供给 。 在风貌塑造方面 ， 保护 、 延续市域村庄本底的人居环境 。 村庄治理以弱化干预为主。

５ 小结

第
一

， 南京乡村地区发展经历了从
“

打破二元 ， 郊县
一

体化发展
”

到
“

市域
一

体化 ， 集

中推进镇村布局
”

， 再到
“

新型城镇化
”

阶段 ， 重点关注乡村地区的文化、 就业收入、 居民

生活环境等方面 。 乡村规划也由强干预、 大力撤并到开始关注特色塑造 、 环境改善 、 产业提

升等美丽乡村建设 。

第二 ， 南京市域农村聚落总体呈现均衡分布的特点 ， 近年来南京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村庄

撤并 ， 村庄撤并机制主要以项 目带动 、 城镇扩张带动周边村庄撤并为主导 ， 受制于镇街层面

有限的财力 ， 规划
一

般村按村庄布点规划撤并的实施效果有限 。 村庄撤并安置地主要集中在

新城区 、 镇区 ， 按照
“

小村并大村
”

思路撤并到规划保留村 （重点村 ） 的实施性较差。



第三 ， 南京乡村空间建设实行差异性引导机制 ， 大都市近郊村庄以规模化、 特色化村庄

建设为主 ， 有机植入都市型功能 ； 城市生态绿楔村庄适度推进村庄拆并和生态社区建设 ， 保

障廊道生态功能可持续性 ； 重要交通市政走廊村庄加快拆并 ， 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 农 田林网

村庄整体维护乡村空间本底 ， 尊重村庄 自然演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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