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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镇村布

局规划的实践探索与思考
—以高邮市为例

闾 海 许珊珊 张 飞

摘要
：

本文以 高邮市镇村布局规划为 例 ，
探发展缺乏活力等问题 。

索 新Ｓ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编制 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

思路和方法的转变 ，
重 点 关注四个 方面 ：

一是张镇化道路 ，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

、

“

促进城

化分类管 理的思 维 。
规划应以促进村庄发展 、

恢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

； 之后
，
中央一系列

复农村法
？ 力 为导向

，

对所有 自 然村庄现状 进行 分文件对乡村地区的规划建设 、
公共服务配套 、 乡村

类管 理
；

二是倡导
“

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相结合
？’

特色保持以及在规划建设中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等方3 5

的编制方法 。 县 （ 市 ） 域 层面应 通过深入细致的面提出 了更高 、 更新 的要求气 中央的要求以及江^
ｎ 小

现状调查分析和 多种现划的统 筹协 调
，

提 出刚性苏镇村发展 目前存在的问题 ， 要求镇村布局规划在左 城

和弹快相结合的分类 技术标 准 ， 镇 、 村 层面强 调思路 、 方法以及编制 内容方面要更加关注在促进新Ｉ
Ｊ

在 技术标准指 引 之下 由 管 理者和被 管 理者互动协型城镇化的前提下 ， 提升村庄活力
；
更加关注尊重， 设

商
，

最终形成 方案
；

三是建立
“

设施有 限配置、农民意愿 、 强调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决策 ；
更加关注『

服务全面 覆盖
”

的 乡村公共服 务体 系 。 在保陳基乡村功能和特色的保持以及传统村落的保护 ； 更加ｉ

本公共服务 全面覆盖 乡村地 区的同时
，
又强 调服关注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本文希望借助在高

务设施的限量和差别化的配套建设
，
在城镇化进邮的规划实践探讨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镇村布局规划Ｉ

程 中 引 导 乡 村建设提 高集 约化水平
；

四 是强 调村编制的思路和方法气ｆ

庄建设用地使用的动态管 理 ，
弱化人 口 规模控制 。 2 规划编制思路和方法探讨

结合土地利用规划
，

根据村庄建设用地的现 状制结合国家和江苏有关城乡发展
一

体化和新型城

定相应的农村建房分类 管理政策 。镇化的要求 ，
笔者以为镇村布局规划应在村庄布点

关键词
：
新型城镇化

；

村庄布 点 规划
；
分类规划常规做法的基础上做到四个转变 ：

一

是从就空

管理间论空间的规划模式转变为经济 、 社会 、 空 间等多

重要素统筹规划 ；
二是从以空间集 聚为规划方案主

1 引 言导模式转变为以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优化为主导的

自然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和 乡土文模式 ； 三是从蓝图式的规划转变为以蓝图为 目标 、

化 、 乡村风貌的空间载体 ， 科学合理的镇村布局是渐进性实施的规划 ；
四是以市镇两级主导的规划决

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 2 0 0 5 年以来 ， 江苏组织开展了策模式转变为在标准指引 下的多方参与和村民 自主

全省镇村布局规划
（ 1 ＞

编制工作 ， 明确 了全省未来重决策模式 。 具体来说 ，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 ， 应该重

点发展的规划布点村庄 ， 为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

和村庄环境整治 、
引 导农民将新建农房建到规划点 2 ． 1 强化分类管理的思维

上奠定了 良好基础 。 镇村布局规划实施后取得了 明分类是镇村布局规划的基本要求 。 笔者以为应

显成效 ，
但仍然存在因过于关注空间集聚而导致规对分类的方法和分类管理的对象在原有的基础上进

划实施困难 、 村庄建设模式与城镇社区趋同 、 乡村一

步作出优化
， 强调发展分类的导向 ， 强调对全域

土也区产业类型单
一

、
村庄空心化 、 老龄化现象突出 、全部现状 自然村的分类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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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 1 发展导向下的分类方法的村庄分类技术指引 ， 指导各镇村开展 自然村庄分

一般将 自然村庄分为规划保留村庄和规划撤并类工作 。 镇 、 村层面建立由镇村干部和村民多轮互

村庄或者规划布点村庄和
一般 自然村庄两大类 。 这动协商机制 ，

酝酿形成方案 ， 最核心的决策主体在

种分类方法主要基于单
一

的建设管理思维 。 从分类于行政村村民会议 。 而规划师在其中应全程参与 ，

的方法可以看出规划的 目标 。 在当前背景下 ， 应该起到技术分析 、 情景模拟 、 辅助决策的作用 。 通过

更加强调村庄在产业 、 空间 、 社会 、 文化等多方面自上而下和 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统筹协调机制 ，
保证

的综合发展 ，
按照

“

发展
”

的思维可以将村庄分为规划 的科学性和操作性 （ 见图 1 ） 。

规划发展村庄和一般自然村庄 。 其中 ， 规划发展村事实上 ， 与村民多轮互动协商过程也是一个深

庄中根据发展类型不同又可分为重点发展和特色发入了解农村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 ， 可以有效地帮助

展两类 ， 简称重点村和特色村 。

“

重点村
”

为一定规划尽可能的规避因村庄内部社会结构 、 家族文化

范围内的乡村地区提供综合公共服务 ；

“

特色村
”

的差异所可能引发的各类矛盾 。

不承担综合服务功能 ，
但要在产业 、 文化 、 景观 、 2 ． 3 建立

“

设施有限 配置 、 服务全面覆盖
”

的

建筑等方面突出特 色 ， 打造品牌 。

一般村则是重点乡村公共服务体 系

村
、
特色村以外的其他 自然村庄 。 从发展的思维来城乡空 间的优化必然会带来城 乡公共服务体系

看 ， 重点村 、 特色村和一般村确定后并不应是绝对重构 。 在城镇化进程中 ， 城 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

的
一成不变 。 确定的规划发展村庄要尽量保证不走应遵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分类差别化

偏
，
避免过程性浪费 ； 而随着发展背景条件的变化 ，两个基本原则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立在保障

一些符合条件的一般村也应可以转换成为规划发展公平的基础之上 ， 是乡村地区居民权益的保障 ； 公

3 6村庄 。共服务分类差别化体现了通过规划引导调控而非强

2 ． 1 ． 2 面向全部现状自 然村庄的分类管理迫命令 ， 促进在城镇化进程中 优化城乡空间的 目 标 。

｜

城从规划管理的对象而言 ， 镇村布局规划应该针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应分清
“

服务覆盖
”

和
“

设

1Ｊ对现状所有的 Ｓ然村庄提出规划管理要求 。 过去一施拥有
”

的两个基本概念 。

“

服务覆盖
”

保障基本

ｏ 设般只针对规划发展村庄提出规划要求 ， 有意识地回公共服务均等化 ，

“

设施拥有
”

体现差异化的空间

1避那些在规划中不予发展的一般 自然村庄 ， 在实际引导要求 。 因此 ， 规划应建立
“

设施有限配置 、 服

＾建设管理中容易带来一刀切的做法与矛盾。 面向现务全面覆盖
”

的 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
在城镇化进程

＾状全部 自然村庄的逻辑 ， 在于承认现状所有的 自然中 引导有限的公共财政投入发挥最大的效应 ， 同时

－村庄是客观存在且不可忽视的管理对象 ，
无论规划也有利于引 导 乡村人 口流动

，
促进 乡村建设提高集

§中发展与否 ， 均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有关发展 、 建设约化水平 。

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 2 ． 4 强调村庄建设用地使用 的动态管理
，
弱化

2 ． 2 倡 导
“

自 上而下与 自 下而上相结合
”

的编单个村庄的人 口 规模控制

制方法对于具体的 自然村庄而言 ， 每个村民都可能是

镇村布局规划 以空间规划为主要内 容 ， 但涉及建设需求的主体 ， 从 目前的趋势来看 ， 农民人数和

到 乡村经济 、 社会 、 文化 、 管理等多方面纷繁复杂村庄建设用地总量总体上是逐年减少的 。 传统城市

的 内容 ， 涉及到市县 、镇 、村等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 ，
规划中 以人 口规模定建设用地规模的管理模式在增

更重要的是还 与广大村民的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 。 随量规划 中的管理作用较为明显 ， 面对农村建设减量

着法制观念深入人心 ， 镇村布局规划需要非常注重过程中的规划管理则很难操作 。 因此 ， 笔者认为在

编制过程的合理合法 ， 只有做到 了过程的合理合法 ，
规划发展村庄的建设管理中 ， 应结合建设需求分析 ，

实施操作才有强有力的法理依据 。以土地利用规划划定的村庄建设用地边界为核心管

规划编制应首先厘清市县规划管理者 、
镇村管理内容

，
结合村庄内部空间使用强度等特征制定相

理者 、 村民以及规划师四者各 自 的职责 。 按照
“

全￥ 7
＝

1
士 ＂》 ｓＲ ｆ ｉ层 ｎ标总控規＿引导 －ｋ． 

市 乡村建设发展现状调査分析一县市域规划技术指一）
縣分析 ｈ

＇

ｊ Ｉ 

一镇 、 村酝酣初步方案一县市域技术 、 政策校核
一 ＩＨＡ ＥＵＵＢ

－ ＂
 1
［？Ｍ ｊＫ？（

丨

（ＭＨＷａ
 ｜

Ｓ
－

助

镇 、 村征求意见一最终规划成果
”

过程而展开 。 市 （

士
－

一

县规划管理部 门组织研究对市域各类相关规划进行＝＿ 靈 「
咖标 － 自 主决ｓ＾

统筹协调 ， 制定总体 目标 ， 形成全域内刚性和弹性图 1 规划过程和 四种角色职责分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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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管理政策
，
避免 出现用规划预测 2 0 年后大 Ｗ：缩定最终方案 。

减的人 口规模来进行现状村庄建设管理的矛盾 ｔ在分类定点的基础上 ， 本次规划还提出
“

两 引

3 实证研究——以高邮市为例导
”

的配套措施 ， 分别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Ｓ 引

3 ． 1 研究区概况导 ， 建设管理政策引导 （ 见图 4
） 。

高邮 市地处苏 中 里下 河 平原 ，地 势平坦 ， 气 3 ． 3 市域层面制定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分类技

候温和 ， 是典型 的鱼米之 乡 。 2 0 1 3 年城镇化 率术标准

4 5 ． 7 5 ％
，
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期 ， 城镇人 口不断规划将市域各类相关规划进行统筹协调 ， 制定

增加 ， 农村人口外出现象明显 ，
每年新建住宅户数总体 目标 ， 形成全域内刚性和弹性的村庄分类技术

量很少且逐年减少 。 全市 自然村布局分散
，
形态差指引

，
指导各镇村开展 自然村庄分类工作 。

异大 ， 建设用地集约水平低 （ 见图 2
、 图 3 ） 。 3 ． 3 ． 1 市域村庄管理政策分区

3 ． 2 ． 规划路径规划在市域总体 目标中计对高邮地形地貌特色

本次规划从市域和镇村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 市和城镇化路径 的不同 ， 通过分析 乡村产业发展特征

域层面工作可以概括为
“

两了解 、 两确定
”

。 其中
，和趋势 、 地形地貌特征 、 人 口分布特征 ， 将全市划

“

两了解
”

是指 ｒ解 市域村庄发展和建设水平 、 ／分为三个不同的ｒ？理政策分区 ， 确定 了规划 发展村

解上轮镇村布局规划实施情况 ；

“

两确定
”

为确记庄不冏的选取标准 ，
并估兑各片区规划发展村庄数

全市规划发展村庄的选取原则 、
确定规划发展村庄＊ （ 见图 5  ） 。

的总量范围 。 镇村 丨工湎可概括为
“

两酝酿 、 两统筹
”

ｕ中 ，

“

一酝酿 、

一统筹
”

巾
“

村園『 为项 门刖


ｒ
＂了 解乡村发展 与＊设现状

落实市域规则要求 ， 。各行政村进 论 ． 层面Ｌ
．了解讲村布局规划实施情况 3 7

步施 各行政村提出 的两｜解纖划发展村庄选酬印
、

调整方案 ， 进行锁域层面汇总 ， 规划对ｕ ．进行耕作两确定 两确定
－

半径和公 Ｊ

丨

；
－服务 设＿核

？ ？
－

． ｆｅ酿 、

一

．统
＇

存
”

1

1

？ 

“

付？上＿…

确

＿？
村庄

＿

总
＿

量
＿

范围
… 1 5

ｆｅ？
”

为根据规 别 调整情况 ， 经村委会 Ｗ 沦提出 修
＿Ｓ ｉｅｐ村Ｅ釀初步方＊＾

设

改意 见 ， 并报村民代表大会 讨论通过 ；

“

锁统 ：：二：ｌ？？？？？？好＊｜层面镇统筹校核初步方案巴

对各行政村确定的方案进行镇域层面 汇总 ， 讨沦确 Ｉ
＂

两酝酿二 「
■ 村酝酿最终方案并报村民会议通过^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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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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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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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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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镇统筹汇总最终方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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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邮市村庄形态差异图



3 ． 3 ． 2 分类技术标准——刚性要求Ｎ

刚性要求指在市域层面可直接明确作为规划发 。人？

展村庄的和不应作为规划发展村庄的标准 。

规划确定可直接明确作为重点村的村庄包括 ：
”

规划不作为城镇建设区的被撤并镇镇区 ， 已评为省
＂“

＿

三星级康居示范村的村庄 ， 行政村村部所在村庄 。

可直接明确作为特色村的村庄包括 ： 历史文化一． ．

4
？ ．

名村或传统村落 ， 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村庄 ， 自然▲
景观 、 村庄職 、 建筑顺等方酣捕色酣庄 。酬

：
■■？＊＇

＊？ｓＴｓ合热点

以下范围内村庄不应选为规划 发展村 ： 城市ＪＴ
＂

̄

（ 镇 ） 规划建设用地范围 ， 区域市政设施控制范
？

围 ， 重要交通走廊控制范围 ， 重要河流控制范围 ，图 6 全市村庄发展 潜力综合评价图

高压线走廊控制范围 ，
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 ， 滞洪、 、

ｖ ．

（

ｖ＾
1

；

＼

区 ，
其他因城乡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 见

？



 ｜

？ ＂ 。

 ．／
“

表 1 不应选为规划发展村庄区域
一

览表
丨

‘

控制类别控制内容控制范围
■

一 ，
■ｍｓｉｖ

．

ＳＯ Ｏ ｋｖ＝ 2 ｘ 4 0Ｉ「．

＿

Ｅ Ｅ：

ｓ
小污水处理厂



不小于 3 0 0 米！

“

＋
城垃圾填埋场不小于 5 0 0 米

—

．

十
一

1 ！Ｊ区域市政


变秘


不小于 3 0 米
＿图 7 全市镇村淪砀？划图

3 －

速设施天然气门气站


不小 于 5 0 米
，

5 ，

设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

一

不小于 1 5 0 米）

［

ｊ ＩＥ

＇

ｉ？ ？令

｜高压调压站
—

不小于 5 0 米

—

 4
““

＼

＝京杭运河
—

2 ｘ
1 0 0

—

—

ｊ ＿

－ 1—

2 ．重要河流三阳河 2 ｘ 1 0 0， ． ．

“

5

＇



北澄〒河


2 ｘ 5 0


产 ：

1淮扬镇铁路 （ 规划 ） 2 ｘ ｉ ｏｏ 米．
“

Ｈ
－宁盐高速公路 （ 规划 ＞

—

2 
Ｘ

 5 0 米
“

參本
Ｉ京沪高 速 2 ｘ 5 0

米ｊ—
‘

“

“

Ｓ 2 3 7 2
ｘ

2 0
＊
＾

＼
5 3 3 2－ 2 ｘ 2 0

． Ｓ 2 6 42
＊

2 0
＊

ｖＴ
－


．

ｖＴ
“

－

父通廊ｌ
Ｓ 3 3 3

一

 2 ｘ 2 0ｉｇ
—

＇

ｆｊｊ
Ｓ 2 0 3  （

规划 ）



2 ｘ 2 0
‘

．

Ｓ 1 2 5 （ 规划 ） 2 ｘ 2 0－ ｉ
＇‘

Ｓ 3 5 2  （ 规划 ）



2 ｘ 2 0；

―
ｒ

黑約


二级公路


2 ｘ 1 0
．

－－

－ ＂＾ “

其他道Ｓ 2 ｘ （
3
－

5 ）
￣

｜Ｉ？

图 8 高邮市卸甲镇村庄布局 ＆划示意图

ｓ艺

‘

Ｉ上 、＼上
． ．

．
． ． ．

泰？＿巧口
厂

｜ｉ

＂

图 5 市域村庄管理政策分区要素 （ 注 ： 左 － 产业发展特征及趋势
；
中 －地形地貌特征

； 右 － 人口 分布特征 ）



理论与方法 ■ 实践与思考探索与展 望

3 ． 3 ． 3 分类技术标准——弹性要求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规划成果 （ 见图 9 ） 。

刚性要求之外的 自然村通过发展潜 力综合评价 3 ． 5 建设
＂

设施有限配置 、 服务全面覆盖
”

的

和 民讨论具体确定其分类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规划通过分要素评价 、 综合叠加的空间分析技术 ，规划建立
“
一级公共服务一二级公共服务

”

两

开展村庄发展潜力综合评价 。 将各类规划战略要求 、 交个层级分明 、 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共服务体系 ， 分别

通区位条件 、 经济发展水平 、 城镇职能 、 资源禀赋等要确立其配套标准 。

一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涵盖
一

个

素综合量化 ，
形成村庄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图 ， 预测市场行政村 ， 服务人口规模一般在 1 0 0 0

￣

3 0 0 0 人。 公共服

经济条件下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 ， 从而帮助村民吏务设施鼓励空间多功能复合利用
，
形成 中心用地 。

直观地进行村庄市点方案的酝酿讨论 （ 见图 6 ） 。布局位置一般选择在村委会所在地的 自然村 。 二级

按照上述规划标准与规划原则 ， 未来全市共有公共服务覆盖范围 涵盖一个独立的 自然村及其周边

发展村庄 4 5 3 个 ， 其中重点村 4 4 1 个 ， 特色村 1 2 个 ，自然村 ， 服务人 口规模一般在 1 0 0 0 人以下 。 公共服

一般村庄 1 7 8 3 个 （ 见图 7
、 图 8 ） 。务设施参照行政村 ， 适当减量或有选择性配置 。 靠

3 ． 4 镇 、 村层面建立由 镇村干部和村民 多轮互近城镇规划区的一级公共服务可根据具体情况 ， 减

动协商机制 ， 酝酿形成方案少医疗 、 文化等设施的配置 （ 见图 1
0

、 图 1 丨 ） 。

在市域技术标准的指引之下 ， 规划师根据镇 、 3 ． 6 制定建房的分类管理策略

村意见初步拟定方案 ，

组织发动农民在弹性要求的规划 以土地利用规划划定的村庄建设用地边界

范围内进行多轮讨论 ， 并加入相关技术校核工作 （ 如为依据 ， 对其村庄内部用地使用强度进行分析后 ，

公共服务覆盖水平的校核 ）
， 最终形成 自上而下和将规划发展村庄的建房政策进一步划分为拓展和提

表 2 规划发 展村庄的分类 建设 管理措施 3 9

“ ｜

类别
｜建设管理政策土地管理政策扑 、

ＨｆＩ

可

ｎ
状新

适度增加建设用地

Ｊ
：

规划 ＾


：


发

村

展

提 不新增建设用地 ， 在ｉ

升 ％Ｚｍｒ±
存量建设用地中 改造

【

图 9 镇村交流记录：
＂

Ｖ ｆｓ ｜—
ｖＮ乙

．
ＨＯ

4ＶＡ ，＾ 3

ｒ＊ ？ ． ．1＊ Ｉ＼． ． ． ． ＞
■

图 1
0 高 邮市卸 甲镇 配套设施规划图 （

注
： 卸 甲镇共 1 7 个行图 1 1 高 邮市卸甲镇规划 发

？

展村庄 建设指 引 图 （ 注 ： 卸甲 镇规

政村 、
3 4 个规划发展村庄 ， 规划形成 1 7 个

一级公共服务设施 、划发展村庄共 3 4 个 ，
其中 拓展型村庄 9 个 、 提升型村庄 2 5 个 ）

1 7 个二级公共服务设施 ）



升两类 。 近期建设需求量较大且村落内部空间建筑推进 以人 为核心 的城镇化 ， 推 动大中 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

密度高 的规划发展村庄允许其适度拓展建设用地边展 、 产业和城镇融合 发展 ， 促进 城镇化和 新农 村建设协调推

界 ， 而那些近期建设需求量不大且村落内部建筑密进 。

“

2 0 1 3 年 1 2 月 ，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 出
＂

在促进城

度较低的规划发展村庄则控制其建设用地不新增 ，乡
一体化发展 中 ， 要注意保 留村庄原 始风貌 ， 慎砍树 、 不填湖 、

要求新增建设结合村庄内部空间改造展开 （ 见表 2 ） 。少拆房 ， 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 民生活条件 。

”

 2 0 1 4

4 小结与展望年
＂

Ｉ 月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 目标要求为 乡村地区的进
一步发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 提 出

‘ ‘

健全城 乡 发展一体化体 制机

展指明 了方向 ，
镇村布局规划作为乡村地区空间发制

”
’ ‘

开展村庄人居环 境整洽
” ‘ ‘

推进城 乡 基 本公共服务均

展的重要依据 ，
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理念和方法 。等化

“ “

加 快推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
＂

。

本文以高邮的规划实践为依托 ，
提出 了在规划编制③如 1 3 年江苏省政府在 全省选取 了 川 个 县市开展镇

过程中应着重关注 ： 以发展为导向 的全域村庄分类村布局规划优化试点工作 ，

并将此项工作纳入 了省政府 2 0 1 3

管理思维 、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编制方法 、年度十大 重点 工作百项考核指标 中 。 本文 基于 试点城市之

“

设施有限配置 、 服务全面覆盖
”

的公共服务构建
——高邮市 的规划实践 而展开 。

标准以及以现状建设用地管理代替人口规模管理的

农房建设管理模式等四个方面的 内容 。 当然 ， 这些参考 文献 ：

思路和方法因时因地而异
，
不同的地区应根据经济⑴ 陈有川 ，

尹宏玲
．

张军民 ． 村庄体系重构规划研究 丨Ｍ ｌ
． 北

社会发展阶段
、
现状基础条件及建设需求的不 同

，
京 ： 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 0 1 0 ．

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方法 ，
更多优化规划的思路和 ［ 2

］
宋小 东

．

吕 迪 ． 村庄布点规划 方法探讨 ［
Ｊ

ｌ
． 城市规划学

4 0方法有待在实践中进
一步探索 。 （ 本文 为

”

第一届 全刊
，

2 0 1 0
（
5

）
： 6 5

－

7 1 ．

＾
｜

7
Ｊ

ｘ国村镇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

优秀论文 ） ■［ 3 ］ 梅耀林 ． 许珊珊 ， 汪晓舂 ． 基于村庄空间演变内生动力的

1 城村庄布点规划探索
——以江苏金坛市为例 ＵＬ 乡村规划建设第 1

■

8 镇
Ｉ注 ：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 0 1 3 ．

Ｓ
建

ｏ 设①镇村布局规划是村庄布点规划在江苏的提法 。根据《 江［
4

】 汪晓春 ， 梅耀林 ， 段威 ， 许珊珊 ． 城市时代 乡村聚落空间

§苏省镇村布局规划技术要点 〉 （ 2 0 0 5 年版 ） ， 镇村布局规划特征、 优化及规 划对策
——以金坛市为例 ． 城市时代 ，

协同 规
Ｄ

）

二

的基 本任务是在 县 （ 市 ） 域城镇体 系指导下 ，
进一步明确村划 2 0

1 3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
ＣＬ 2 0 1 3 ．

0

＾庄布点 ，
统筹安排 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 ［ 5 】 江苏省建设厅 ． 江苏省镇村布局规划技术要点 ［

Ｚ
1

． 2 0 0 5 ．

ＣＤ

ｔ② 2 0 1 3 年 中央 1 号文件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
6

1 江苏省人民政府 ． 省政府关于扎实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

1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 的若 干意见 》 提出
“

科发展一体化的意见 （
苏政发 ［

2 0 1 3
1

1 号 ＨＲ 1
． 2 0

1 3 ．

学规划村庄建 设 ， 严格 规划 管理 ，

合理控制建设强度 ，
注重［

7
】
江苏省人民政府 ． 省委 、 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方便农 民生产生活 ， 保持乡村功 能和特色 。

“ ＂

农村居 民点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的意见 《
苏发 ［

2 0
1

4
】 1 号 ） ［

Ｒ
1

． 2 0 1 4 ．

迁建和村庄撤并 ， 必须尊重农民意愿 ，
经村民会议同意 。

“
＂

不［
8

】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关于做好

提倡
、 不鼓励在城镇规划 区外拆并村庄 、

建 设大规模的农 民优化镇村布局规划工作的通知 ［
Ｒ

1
． 2 0 1 4 ．

集 中居住 区 ， 不得强制 农民 搬迁和上楼居住 。

“

2 0 1 3 年 1 1 ［
9

】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城市规划技术咨询中 心 ． 高邮

月 《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 大问题的决 定 》 又进市镇村布局规划 Ｉ
Ｒ Ｌ 2 0 1 4 ．

一

步提 出
＂

统筹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 ， 推进城 乡 基

本 公共服 务均 等化 。

“ ＂

坚持走 中 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作者 单位 ：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城市规划技术咨询 中 心

图 1 2 魅力高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