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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村庄布局规划研究

——以山东省威海市市辖区为例

肖宇 刘晓阳

威海市城乡规划编研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 威海 2642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拉开了新一轮村庄规划编制的序幕。本文以山东省威海市市辖

区村庄为例，充分结合大数据时代下新兴数据平台，与现有规划技术手段一起，对规划数据、村民意愿等进行梳理分析，在

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威海市村庄规划体系特征、村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村庄分类引导以及乡村社区生活圈构建，以期通过合

理的村庄布局规划，为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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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我国全方位构建小康社会的思想引领下，十九大更是

提倡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要求构建起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

机制和相关政策措施，促使我国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这相对于威海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利

用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展开更深层面的调查和探究，我们在对

乡村振兴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合理规

划设计村庄布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这将直接作用

于乡村振兴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产生的效果。在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当中尤其着

重指出，要注重在新的阶段秉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将

开展乡村振兴作为关键，将赋予农民振兴乡村产业和全方位

的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加大力度更深层次的进行农村

布局规划方面的探究，促使整个威海市的农村体现出全新的

面貌，对各类产业进行改进和完善，形成全新的风貌。所以

构建起村庄布局规划属于进一步完善现阶段村庄状况，适应

农村现代化生活生产具体需求，做到乡村振兴的关键。

与此同时，国务院开展了各项机构的改进和完善，构建

起国土空间规划机制，从而对乡村村庄规划的具体施行奠定

了基础，让各级国土空间任务的落实，新时期编制“多规合

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等新任务的实施给予了更明确的方

向。

2 多因子叠加

以山东省威海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 872个行政

村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全市村庄现状与问题分析，科学研判

影响村庄发展的区位交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情况、

产业经济、土地使用、村庄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重

要因素，共梳理出自然生态与特色类、社会经济类和发展需

求类共三大类、二十几项影响村庄发展的因子。

通过叠加分析这些因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各

因子权重，得到每个村庄的发展潜力综合分值，再根据公众

参与的大数据库提供的利益主体意见、村庄空间分布、耕作

半径等要求，计算出村庄相互作用引力值，结合村庄发展潜

能，全面地、系统地、客观地评估全部村庄发展的空间条件、

用地适宜性、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内容，得到

市辖区发展条件综合分析评价图，为分区分类引导提供规划

指引。

3 村庄分类引导

将市辖区的村庄分为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

升类、搬迁撤并类、暂不分类共五类村庄布局形态。

基于村庄评价结果，统筹考虑村庄显著特色、造成影响

的各方面原因等，针对农村展开类别划分。具备一定独有特

色资源的村庄，比如拥有一定历史文化、拥有传统特色、拥

有独具特色的景观的村庄归属到特色保护类村庄当中。针对

目前多方面的原因导致需要搬迁的村庄，比如因为不断出现

自然灾害、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生态氛围不是很好的村庄归

属到搬迁撤并类村庄的范畴当中。在城市附近的郊区当中，

不属于上面两种类型的村庄归属到城郊融合类村庄的范畴

当中。以上分类之外的村庄，根据村庄引力模型和加权赋值

得分情况，综合评价较好的村庄作为集聚提升类，其他看不

准的暂不分类。作为下一步村庄整治指引的依据，进行分类

差异化管理，分别确定提升策略。

3.1特色保护类村庄

有 16 个村庄归属其中。特色保护类村庄指的是具备一

定都有特色资源的村庄，比如拥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拥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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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特色、拥有独具特色的景观的村庄都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

的范畴，能够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对这一类型的村庄进行统一的保护

和利用，尽可能地确保村庄能够真实完整的继续延续下去，

确保村庄当中的文物、历史古迹，古老建筑和传统民居等受

到全方位的保护。科学合理地运用村庄独具特色的资源，来

促使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取得进展。

3.2 集聚提升类村庄

划定集聚提升类村庄 689个。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

主导产业支撑，完善以农业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支

持农业、工贸、休闲服务等专业化村庄发展，推动“空心村”

改造盘活利用，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复合空间。

3.3 城郊融合类村庄

划定城郊融合类村庄 36个。这一类村庄一般散落在城

市或县城周边，通常被称为“城郊融合类”村庄。一旦被规

划，村庄将和周边的城市融合发展，比如城市建设需要扩大

土地使用面积，那么这些村庄也会被融入，村民变成市民，

村庄变成城中村，这样一来，村民也能增加收益。通过这样

的合理规划可以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形态上既保留了乡村风貌，在治理上又

能发挥城市管理的优势。

3.4 搬迁撤并类村庄

划定搬迁撤并类村庄 33个。严格限制新建、扩建活动，

坚持村庄搬迁撤并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因地

制宜，在尊重村民意愿、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逐步引

导村民转移居住。搬迁撤并后的村庄原址，可通过土地整理

恢复农业生产功能或发展民宿、旅游。

3.5暂不分类村庄

划定暂不分类村庄 99 个。加强基本公共设施、市政基

础设施完善，实施环境整治工程，保证基本的民生工程，未

来发展前景明确后再进行相应的引导。

4 社区生活圈构建

针对威海市市辖区村庄分布分散，人口密度较低的特

点，按照半径 2-3 公里、人口规模 1000-3000 人的标准规划

社区生活圈。同时结合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现代农业园

等特色功能区域，合理确定社区生活圈中心位置，引导搬迁

撤并类村庄向城镇、社区生活圈中心集聚，合理配置产业要

素，优化社区生活圈空间布局。

市辖区共规划 135 个乡村社区生活圈，以乡村社区生活

圈为单元，优化镇域、县域村庄布局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产业发展方面，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的模式，吸引项目入

园，提升产业规模，完善农业种植与加工的设施配套，推动

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延长，强化项目建设推动农业转型发展。

结合地方种植及海洋资源优势，重点强化加工、物流、展销、

电子商务等功能，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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