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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李  晶

衡水市城市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重点解决我国人地矛盾问题，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之

间的矛盾问题和乡村建设和持续发展问题，做好国土空间规划设计工作，科学调整和优化农村地区空间规划方向，推进新型

农村建设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文章主要对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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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为我国乡村振兴的实施带了来新理

念、新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乡村振兴面临转型发

展的难题。由于村庄规划理论缺乏、技术不到位，导致我国

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并不合理。因此，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

综合配置空间资源，重构区域化的乡村空间，加强乡村空间

治理，注重生态空间建设。

1  国土空间规划在乡村振兴中的必要性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开展和实施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国

土空间规划是其重要基础，在科学合理规划利用土地资源、

协调资源配置和利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协同发展

中作用突出。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在推进乡村建设与发展过程

中，坚持做到空间资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

止开发协调统一，在推进乡村经济产业持续发展中作用突

出。党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空间规划改革相关工作投入了

更大的关注和重视，将其作为国家治理和建设的重点和核心

推进，空间规划的内容目标等也在不断完善，紧紧地围绕乡

村地区空间特色、实际情况、实际发展需求、经济发展状

况、社会现状、资源和环境状况、制度和文化及治理体系等

要求，进行综合化、系统化、科学化部署和安排，在构建乡

村振兴新格局、重构乡村空间、强化乡村空间治理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1]。

2  乡村振兴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2.1  农村空心化，人口流失严重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据有

效数据统计，目前我国乡村消亡数量约为80个/d。截至2019年

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自此之后，该

数字一直呈加速增长的趋势。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促使农村

人口逐渐流向城镇，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产生空心化问

题。针对该现象，目前尚无较好的解决办法。解决农村空心

化问题是耗时长、成效缓慢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还会出

现各种问题。因而，实现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应加强组织建

设，建设好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实现乡村自治。

2.2  内生动力不足问题

我国农村乡村振兴建设正处于精准扶贫、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明显存在由资源匮乏、政府政

策执行力度不到位所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它严重影响

了农村贫困群体快速发展，不利于乡村的全面振兴。简而言

之，乡村振兴还必须结合更深层次的教育培训、精准扶贫工

作有效开展，实施技术共建工程，积极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教育等[2]。

2.3  地方特色不足

在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很多乡村特色也在逐渐消

失。很多地区乡村规划和建设缺乏对自身实际情况、当地资源

状况、文化特色、自然风貌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化考虑和分析，

几乎所有乡村都在朝着一个方面转变，即积极推进乡村工业化

建设、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这就导致很多乡村规划建设针

对性不强、地方特色不足，既影响各项资源作用和价值最大化

发挥，也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甚至还会导致传统村落消亡、

历史文化消失、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2.4  政策及资金配套不足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策

与资金配套不足。目前，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主要依靠财政专

项投入与涉农资金整合，其中前期投入部分需要政府垫付，

但垫付资金无法及时回笼，而如果此时农村政策与资金配套

不到位，则可能导致农村建设规模迟迟无法增大，同时也为

地方政府带来资金筹措的巨大压力[3]。

3  国土空间规划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3.1  划定“三区三线”，树立底线思维

“三区三线”是根据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及生态空间三

大类型空间展开，分别对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及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国土空间划定“三

区三线”过程中必须树立底线思维，明确三类空间与三条控

制线的划定标准，结合地方特点与空间发展战略形成协调一

致的核心内容，最终建立刚性控制线。这条刚性控制线就代

表了底线思维，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做到精细地与区域管

控边界、管控强度进行衔接，并做到自上而下指标传导与自

下而上的诉求反馈相结合[4]。

3.2  保留乡土特色，打造特色新农村

保留乡土特色，打造具有特色的新农村，也是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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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实施路径。选址时要注意具有特殊性的人文景观，比如

古村落、古建筑、古民居或者文化底蕴比较丰厚的乡村，这

样可以充分利用乡村文化资源，推广民俗文化，传承文化经

典。这种类型比较成功的乡村文化振兴典型当属河南省洛阳

市孟津县平乐镇平乐村。“平乐村”的名字源于公元62年东

汉明帝修建的“平乐观”。该村地处汉魏故城的遗址上，有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该村有超过800人的农民画家擅长

画牡丹，有的甚至名扬全国，农民牡丹画逐渐成为该村发展

的新特色。该村将牡丹画产业作为龙头产业，协调发展特色

旅游业，打造有名气、有特色、有依托、有基础的新乡村产

业链，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传承特色的美丽新农村。

3.3  强化乡村生态治理

要强化乡村生态治理，这是国土规划工作的本质内容，

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在农村国土规划方

面还存在乡村生态治理不到位甚至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强

化生态管理意识已经成为了国土规划发展的重要指标。在该

过程中，必须做到逐渐完善乡村生活配套设施、修复村庄生

态环境，改善乡村内部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建立绿色生态

化农村[5]。

3.4  准确把握规划要求，保证空间规划的有效性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开展和实施需要严格依照相关要求

进行，要突出体现其战略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特

点。在规划布局时，需要明确重点内容和重点需要解决的问

题，强化相关管控。1）充分体现战略性，要基于国家发展

规划相关要求，自上而下编制各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并

在综合考虑和分析乡村特点、乡村地区人口分布、国土利

用、经济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基础上系统规划，以保

证城镇化格局、生态保护格局、农业生产格局、空间发展等

更优化。2）充分体现科学性，所有规划布局工作开展和实

施都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要做到尊重自然、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要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思

想，在此基础上对乡村地区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进

行合理布局与规划，促使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等目标更好

地实现。3）加强协调性，其最终目标是要保证人与自然和

谐、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和谐、乡村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4）注重操作性，明确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规划建设重点、

管理要点、发展和建设方向，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规划要求

和计划，保证规划布局能用、管用、好用[6]。

3.5  坚持刚性与弹性结合，加强村庄的管理

我国乡村国土规划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必须做好乡村整治

工作，从生态优化、产业转型、生活提质、文化兴盛、治理

增效等方面探讨管控引导工作，做到村庄管理刚柔并济。在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基础上，

合理划定三区空间及管控边界，并探索村庄规划“留白”机

制。具体来讲，就是基于法理依据实施刚性管控策略，同时

落实人居环境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柔性政策，建立乡村社

会中的良性发展“人-人关系”“人-地关系”“人-房关系”

及“人-产关系”，引导村庄实现长期可持续治理发展。

4  结束语

乡村地区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地域特性，因此伴随当前

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演变现状，我国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必

须起到重要作用，注重在乡村发展条件差异巨大的大背景下

追求乡村振兴各方面要素全面发展，建立村庄层面国土空间

规划支撑体系，关注人口产业与资源文化变化，实现乡村国

土空间规划工作整体发展，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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