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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樊诺鑫  李婷婷  左珊珊  夏俊泓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16000）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成为了新时代的重要话题，庭院经济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

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可以使农村生态，农村环境，农村文化，以及社会全方面的振兴。为了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循序渐进的工作为基础的最紧迫的任务，坚定确

立新发展理念，不务空名的为农民做实事儿，依照政策、法令、决议、计划等实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帮助农民科学治农，科学务农，

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在大方面来说，将农村空间可比作点、线、面这三大类。

点类型的空间比如凉亭、地头等单元空间，是农民放松和休息的主要活动地，晚餐后的娱乐场所以及宣告重要事情或

者开会的场所，有一定辨别性；线类别的空间一般常见于农民从地里回家的路和从家到休息地的纽带，是联系点和面

和空间的重要关系，想致富，先修路，这也是体现出对于农村再说，道路与交通系统的重要性；面类型的空间则是点

和线所组成的空间网络构架，是乡村的重要组成内容，承载着村民的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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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何时能

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做到现代化的重要问题的根

本。近几十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化加快,农村的发展相对于

城市落后了许多，比如说农村的传统文化正在慢慢消失，

变得形式主义和固定化，缺少了独属于我们中华文化的

精髓及特性在里面。现在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党在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面对普遍存在的乡村生态

环境恶化、文化景观发展变得缓慢甚至变得逐渐的衰弱

的情况，而这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的。

我们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乡村,根也深深的深植入土地。乡

村文化也更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存在,这当中乡村景观

也更是乡村文化表现的一个环节。目前在乡村景观规划

中,往往总是会忽我们本文将会通过对乡村景观的文化特

性和表现形式进行相关的整理,也针对当前乡村文化景观

在设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准备以庭院经济作为一种新

型农业经营模式。以及庭院经济要是发展，就会把乡村

传统文化，以及乡村的各方面都会产生改变，也会让农

村变得农村化，而不是变成城市化。 

一、新型庭院经济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经济状况长期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从

事农业人数众多并且体现出分散式经营的状态，从而导

致了我国的农业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农业生产受到了

太多得到自然因素影响，加上农民种植主要靠主观能动

性，属于是自己种来养活全社会，全中国的人，其中农

户本身占大头，所以农业经营组织中最好的决定者应该

是农户。我国对庭院经济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这 21 世

纪以来，大多的学者对庭院经济的研究只着重在于庭院

布局规划和帮助农民实现经济自由的愿望。农户以家庭

为单位从事活动是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主

要态势，新型庭院经济就变成了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实现

植件脱贫的，新型庭院经济就变成了推动农村贫困地区

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形式。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庭院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空间面貌趋于城市化 

目前大多数农村住房都进行了推陈出新，甚至一些

村庄进行了集体迁徙，它的公共场所建造的千篇一律，

甚至还要看领导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没有自己的特色，

这也使得公共空间逐渐变得冰冷，一眼看过去好像复制

粘贴。相关的设计规划人员太注重于这个生活空间的外

貌，比如房子外貌样子，也导致了对这个大家的公共空

间环境的优化，没有体现出乡村生活中该有的气息，只

去模仿城市空间进行改造，也让目当前农村部分公用空

间失去了大家从前农闲时聚在一起聊天和夏天老年人在

阴凉处成荫的景象。甚至有些地方也别车辆占据，根本

没有了公用空间来聚集人群的重要性，缺少聚集集体和

促进邻里交流的作用，老年人也都失去了活动乐趣和养

老生活。 

（二）农村休闲活动的多样化程度不够 

设施和功能的多样化不足以让进入到新世纪以后，

乡村的聊天和娱乐生活，不单单是几个人聚在一块聊聊

天什么的，没有了农村生活该有的氛围，虽然新建的村

民活动中心也一点点的从办公和运动场所变成了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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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阅读空间、运动空间和小卖铺等合在一起的空间，

村民的活动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有的地方那种传

统的交流和大家一起的生活正在慢慢变少，比如村中的

小舞台、祠堂等建筑相继被拆除，很多和这种相关的传

统文化也正在减少，这些都是对咱们上下五千年的传统

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好的。 

（三）农村社会治安环境的发展相对落后 

农村建设缺少农民的原主性，但是这些建筑却是农

村居民和游客使用次数最多的一种，也是最能体现出朴

素的农村风情和一些特殊区域或民族的特点性。其实有

一些村里的人都是这样觉得的，因为他们设计的和建造

的房子和设施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设计和建造方式，但

是如果只要求实用性的话，肯定会被时代所落下的，尤

其是一些发展了旅游业的被评为最美乡村的。所以我认

为在这个农村搬迁转换，这公共空间的规划中，最重要

的还得是要体现处农村本身的人文特征和传统的习俗，

应做到不忘初心。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庭院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培养市场观念，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近几年，庭院经济的发展过于缓慢，庭院资源的这

些资源也没有得到重视，导致利用率太低，使用和规划

的方法太老旧，也让本就不太兴起的资源使用技术太落

后，这里主要是因为缺少技术人才和新时代的技术力量，

这些因素才是导致我们的乡村庭院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的原因。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掌握发展高品质

庭院经济的知识和需求，从我们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出

发，从特色的种植业、特色的养殖业、特色的文化旅游

业和生产生活服务业等等这些出发，选出一批具有良好

经济效益的商品，突出咱们特色的市场，加强与新的农

业经营主体的结合，加强于市场竞争力；但是要注重地

方特点，实现与现代农业的优势互补；加强生态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发展和

效益的统一一致化；注重标准化、建立统一的品牌、加

强销售的整合，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这个基础上，同样加强对之前提到的高品质庭院经济

发展的支撑力和保障力，把符合条件的农户都列入到农

村创业与就业的政策扶持之中，更要多加推广我们的政

策，让农户共同致富，做好典型的宣和推广，加大力度，

一起做出对庭院经济的高品质发展。 

（二）提高科技含量，开发多元休闲产品 

一定要对技术配置进行调整，把有机技术和无机技

术、机械技术和材料技术、化学技术相关新时代新技术

去融合在一起，在农业生产的整个流程中，把农田管理，

机械务农等相关新方式方法交给农户。在这同时，我们

也能看到，在这个发展传统农业当中，咱们的庭院经济

也正是它的适应性强从而成为了尖子。对于乡村院子，

尤其是郊区院子，鼓励大家在原来有的衣食住行的条件

下，用咱们良好的大自然景观条件，用更好的改善于现

有的衣食住行相关娱乐设施，开展假日耕种体验、农家

院休闲以及“自种自收”等新型农家小院活动，不断的

去更新种类和完善项目，推动庭院经济的更好发展。第

一，注重公共空间功能的多种多样的设计。第二，注重

公共空间功能的综合设计。第三，注重公共空间功能的

属实性设计。 

（三）实现和乡土特色环境充分融合 

实现和乡土环境的整体融合，就是在最初设计建造

的时候就一定要积极努力的去找到公用空间和农村环境

之间的重合点，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和乡土环境的统一

发展。在此当中也要着重主义民众的需求，这样才能更

好的去建设我们的新农村，从而早日实现我们的乡村振

兴战略 

四、结语 

一定要坚持去主张规划和引领乡村规划发展，乡村

产业才能有有出头之日。坚持主张规划和引领引领乡村

发展，需按照各地特色来确认可发展的项目，然后科学

合理地去进行计划开发庭院经济，来落实庭院经济工作

落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之下，在乡村建设

的逐渐美丽化下，民众更加注重院子布局和外貌，但是

正因如此才忽略了公用空间的重要性。公用空间使得村

民生活紧密相连生活质量变得更加优秀，所以在实际设

计和建设当中还需要严格注意村庄的整体布局。这两方

面中体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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