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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美学的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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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景观的构成离不开“三大要素”，也就是生态要素、生活要素、生产要素，因此乡村景观一方面是人们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人为改造的景观环境。对于乡村景观的建设不能仅关注外在而忽略了内在的环境审美，只有注重环境审美，才能
达到生态、生活、生产三要素的兼顾与均衡。对此本文便围绕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展开论述，以环境美学作为基础理论，探讨乡村景
观规划的有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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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宜居的环境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追求，而乡村作为人类最

基本的生存聚集地，同样也是人与环境互动共生而产生的生态综合

体，在这一综合体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同样也融入进了生态之

中。但目前关于乡村景观设计，在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上却有所偏颇，

造成了各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乡村景观

体系也遭受影响，并且乡村与城市规划上的趋同以及乡村景观文化

也逐渐偏离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步调。对此深入探索环境美学，

将其作为乡村景观规划的指导理念则是一项有益的探索。 

一、生态 
环境美学侧重于“乐居”，因此生态建设是乡村景观规划其中

的首要环节。景观环境美及人与自然的共生都是环境美学下乡村景

观规划的核心，不仅要做到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还要充分挖掘

乡村文化生活，环境共生在为乡村创造自然美的同时赋予了生活

美、文化美。其一，应当充分发挥乡村现有的生态资源条件，在规

划设计中不仅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治

理、合理开发；其二，文化作为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构成，还要关注

乡村文化的挖掘与继承，提高文化建设力度，在生态与生活中丰富

更多的“美”；其三，维护乡村人与生态的平衡，建立符合当地自

然地理条件的乡村空间环境，维持传统生活方式，构建生态美的自

然氛围与文化氛围，让生态环境能够与乡村生活文明交融。生态与

人文融合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人文的发展带动环境的保护，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又让生态的发展为人为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然资源，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这也同时兼顾了“人为本”及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理念。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布局的自然化、种植的乡土化等，

将生态文明思想贯彻于乡村建设与发展之中，从生态环境治理、生

活废弃物处理、自然布局与乡村空间设计结合等方面作为着力点。

同时做好生活空间的生态化建设，如乡村活动空间的绿化、宅基地

周边环境建设、道路建设材料本土化等。从建设与规划的方向来看，

还要遵从居民的意愿探索特色化的生态乡村建设路径，由当地政府

为主导，协调乡村各部门关系，加快政策的落实，建立人与自然协

调发展的乡村生态格局[1]。 

二、生活 
创造美的生活环境是环境美学的最终目的，乡村景观设计的生

活化策略便是利用生态文明建设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其一，在景观规划设计中，应当根据传统生产模式，宅基地建

设一户一栋，完善乡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便利且通畅的交通

条件，为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提供基本条件； 

其二，全面提升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构建公共服务设施，在乡

村外部路段设立卫生间和路牌等公共服务设施，乡村内部增设停车

场和餐饮机构，以便当地居民和游客使用，也让乡村生活环境更加

便利。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结构、位置、数量等尽可能避免对生态

环境的连续性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乡村外围的公共设施，应当保

证乡村环境的整体性； 

其三，公共设施建设材料选择方面，尽可能采用当地的本土材

料，避免大量使用现代材料而对乡村环境美带来的影响； 

其四，生活环境质量应当满足健康要求，在景观规划中要保证

乡村生活环境为村民带来满足感，包括生理满足、心理满足等，从

景观建设和活动空间建设的宜人性角度出发，制定满足乡村生活的

景观规划设计策略，尽可能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需求。环境美的生

活性规划可以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建造具有人文气息、乡土

气息、自然特色的空间环境，为居民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结合

乡村文化与自然资源，实现乡村生活环境的和谐发展[2]。 

三、生产 
党的十九大中提出了农村战略发展的全新方向也就是乡村振

兴战略，覆及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村生态环境也包含在

内，侧重于改善乡村居住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在优质的乡村环境

与生态环境下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乡村景观生态化发展是改进乡

村居住环境与生产效益的重要条件，是推进我国乡村由第一产业向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过度的有效助力。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改

革开放几十年依赖，农村居民也认识到了农村并非单纯的农产品生

产场所，传统农业也不会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位移来源，因此乡村一、

二、三产业的联动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而生态环境在其中

扮演者不可缺少的角色。乡村产业链的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侧重

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乡村旅游业是乡村范围中生

态无破坏、人文无干扰的特色化村野旅游。美丽的乡村景观可以提

高聚落的居住环境风貌，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体验，这也是

乡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景观融合的重点。乡村第三产业越来越发

达，也成为了第一、二产业的牵引力，近些年开始火热的乡村旅游

业使得乡村旅游业态、农业品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游客在休

闲娱乐中也会购买各种农产品、体验农产品生产等，实现了乡村一、

二、三产业的有效联动，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乡村生态与人文资源

的融合。在环境美学视野下，乡村生产策略需要遵守生态景观保护、

生产景观传承、生活景观的发掘等原则，多重策略并行，保护并合

理开发乡村自然资源，将自然与人文融合为基础，带动农业文化特

色的乡村生产模式，提高农业文明水平的基础上，不断能提升乡村

旅游业的吸引力与经济增长力[3]。 

结束语：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在

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下，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各行业

需要奉行的准则，而在乡村发展中，运用环境美学理论作为基本导

向，对乡村景观设计中的生态、生活、生产三大领域探索发展改革，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融合的乡村美学观，将人与自然的共

同发展推升到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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