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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重视，基于乡村振兴的背景，对当下乡村公园景观规

划与设计的现状，同时利用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探究与分析，并探寻乡村公园景观如何在现有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

和文化、地域的特征下，形成自己独特的景观特性，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同时，也能够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较为强大的推动

力，期望本文的论述，能够为今后的乡村公园景观设计与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Abstract：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valued more and mor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current status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ural parks is analyzed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data，and to explore how rural park landscapes can 

form their own uniqu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at the same time，can also provide rural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strong driving force.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rural parks. 

 

1 绪论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后的几年中乡村振兴战略概念深入人心，乡村自然景观、乡村公

园的规划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并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基本原则，来进行景观的

规划与设计，期望带给农村居民更加良好的居住体验，为发展乡村

旅游奠定良好基础。而随着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人们对于乡

村旅游的关注也逐渐增高，并将其视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因此乡村自然景观的规划热度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

背景下乡村自然景观公园作为一种兼有农业内涵和公园绿地功能

特征的新兴形态，得到了乡村的重视，并陆陆续续的开始了乡村自

然景观公园的建设。但目前建设完成的乡村自然景观公园，由于缺

乏针对性的理念和营建指导，因此，大多出现了同质化严重、景观

营造缺乏独特性、地域特征丧失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合常

理从而影响和破坏了原本的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资源的情况。这样

的结果不仅不能够实现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更对乡村自然景观是

一种过度的消耗和浪费。本文将通过对乡村景观、乡村公园景观等

规划和设计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展开对乡村公园规划与设计的思

考。 

2 乡村公园的特点与开发现状 

2.1 乡村公园的特点 

乡村公园是乡村绿地生态系统中公园绿地子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但同时乡村公园作为现代农

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也具有城市公园所不具有的农业属性，在

娱乐休闲、游憩观光功能属性之外，还应兼具其他类型的公园绿地

所没有的农业作物景观、农事活动体验等功能。是农产品的生产功

能与休闲游憩功能的结合。 

2.2 乡村公园的开发目的 

尽管，乡村公园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和概念，但它兼有农

业的内涵与园林的特征，也因此成为了观光农业的一种重要形式，

不仅是传统农业的一种补充，更为当下传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可能和方向。 

在经济领域，开发乡村公园，并结合不同的乡村的产业特征，

就能够开发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绿色空间，结合乡村生产生活、产

品消费、体验和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功能性生态场所。并利用

乡村公园开展乡村旅游，甚至开展观光农园、教育农园、休闲农场、

市民农园等形式的产业，从而推动乡村的经济发展。 

在生态领域，开发乡村公园将会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高乡村

景观品质，而这对改善整个乡村生活环境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和促

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升乡村活力和吸引力、建设美好乡村也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领域，借助乡村公园内部的农业生产场所，对当地的农

业产业文化、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宣传，甚至还可以将自然生产、科

普实践等多种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农业文化展示空

间。这不仅是乡村文化氛围和生活场景的展示与宣传，同时也能够

增强地域的文化属性，从而增加乡村的文化标签和知名度，对乡村

的品牌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出于经济、生态、文化领域哪一方面的目的，建设乡村

公园其根本上是借助这样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为乡村的振兴

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2.3 乡村公园开发的现存问题 

近年来乡村公园在全国多地快速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国内尚且

缺乏针对乡村公园的明确概念界定和详细营建指导，目前我国的乡

村公园在区域划分的规范程度、景观营造的独特和丰富程度以及生

态保护的有效程度上均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目前很多乡村公园开

发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也对乡村公园的开发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和探

讨，立足于农业资源，兼具原生自然资源与生产性景观，有观光游

憩、休闲娱乐、资源保护和文化展示等功能的综合性绿色开放空间。

但在乡村公园的建设过程中，依然也存在盲目推进、乡村公园景观

同质化严重、对现有乡村资源忽视等问题。 

2.3.1 乡村公园开发盲目推进 

乡村公园开发固然会有多方层面的优点，但如何获取流量、获

取知名度，并 终获得流量变现，从而形成持续性的产业推动力，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但现阶段有不少乡村在此过程中盲目

推进乡村城市化，并去除掉了原本很有特点的乡土文化，导致了乡

村特色风貌消失殆尽、新旧景观元素不协调、大量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濒临消失、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不佳等问题日益凸显。既无法吸引

到城市中的人，也不能留下原本就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进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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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尴尬的现状。 

2.3.2 乡村公园景观同质化严重 

与此同时，乡村公园景观同质化严重也是乡村公园在开发和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随着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

略，乡村旅游也得到了重视，并成为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一项新

兴产业，建设乡村公园也就成为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

部分。但在建设乡村公园景观的时候，很多乡村并未对自身优势、

特点进行思考，只一味的引进，从而造成了当下乡村景观同质化严

重、地域特征丧失的问题，甚至在城镇化发展中破坏了原本的生态

环境和乡村景观资源。 

2.4 乡村公园开发现存问题的原因 

而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其实就在于对乡村资源的认识度不

足，并不了解我们拥有怎样的乡村资源，也并不清楚乡村资源对与

乡村公园开发，乃至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甚至将乡村

原始风貌的保护和生态资源的涵养，放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对立面，不仅使得当地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也使得乡村的价值，没

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3 乡村公园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原则 

景观资源兼具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并引起审美和欣赏活动，

乡村公园的景观资源也同样如此，乡村公园作为一种兼有农业内涵

和公园绿地功能特征的新兴形态，其规划和设计就不仅应该遵循乡

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生产生活的习惯与方式，还应该尽可能的凸显

区域的特色性。 

3.1 尊重乡村独有的景观特征与风貌的原则 

乡村公园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核心，应是乡村独有的景观特征与

风貌。乡村景观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景观环境保护的宝贵资产，

是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的景观综合体。这种景观特征与风貌的呈现，

不仅仅有自然景观的营造，更要有人文景观的表现。自然景观主要

是依托当地的地域来呈现，特有的地理风貌、植物、动物等元素，

都能够呈现出独特的景观特征，在视觉上带给新颖独特的观赏体

验。人文景观主要通过建筑、生产生活工具、艺术形式等展现的当

地生活图景，在带给游览者观赏体验的同时，也同时能够带来一定

的精神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景观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展示

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联系，由于各地自然条件

和历史文化差异，乡村景观呈现出不同形态，这些景观资源对于乡

村而言是当地特色与辨识度的体现，而对周边城市居民来说具有质

朴的吸引力。在对乡村公园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时，尊重乡村独有

的景观特征与风貌，并将其进行保留和呈现，最大程度上保留乡村

的原有风貌，为游览者带来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而这也是避免乡

村公园景观同质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3.2 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自然景观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和利用，也会很快被消耗殆

尽，因此乡村公园景观的规划与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该地域的自

然承载力，与地域特征和农业产业结构。在保留原有生产生活方式

的同时，也寻求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利用资源、开发资源。尤其是

对多元农业文化、农村艺术等方面的保护，乡村是人类文明的发源

地，其功能已不仅限于农业生产劳动和原住民居住活动。承载的是

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痕迹。相较于自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来说，这些更容易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而消失，从而无法持续

性的发展，并持续性的为乡村公园赋予独特的精神属性，而失去了

这些独特的乡村文化与艺术，乡村公园的开发也必将陷入僵局。 

4 乡村公园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方法 

乡村公园的合理营建有助于乡村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并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和转型，也是凸显区域特色化

的重要方式。因此，乡村公园的建设需要参考城市公园等其他类型

公园的规划与设计形式，需要结合当地现代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形

式，但同时也需要保留原有的地域特性和生态特征，姐和当地地域

文化风貌，以独特的新视角，来呈现与众不同的乡村公园景观。 

4.1 呈现地域特色 

乡村公园景观作为一种乡村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需要在满

足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呈现出乡村独有的自然风貌，例如，利用一

望无际的油菜花田、层层叠叠的梯田，来增加乡村公园的景观特征

和地域风貌。甚至可以结合气候特征，营造特有的乡村景观。从而

让乡村公园每一季都有独特的景色可以赏，以最少的成本，来提升

乡村公园的游览体验。 

4.2 与乡村特有的文化相融合 

乡村公园的景观如何丰富，文化都是其最重要的灵魂，乡村生

活更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而地域文化、自然风貌的差异

也就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和生产生活的不同方式，这些差异正是

乡村公园能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关键所在。集合乡村特有的文化

进行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规划与设计，让乡村公园更好的展示出乡村

的自然和人文风貌，为游览者带来更生动更丰富的游览体验，或许

将更有助于展现乡村公园的独特性，更有助于乡村公园的未来发

展。 

4.3 注重乡村生态系统的维护 

中国现今的乡村仍然以农耕活动为主，除具有一般的生态功能

外，还具有农业生态功能。乡村生态系统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基本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乡村历史发展的自给自足特性导致了乡

村整体生态具有自循环和自修复的独特属性。在传统社会这样的模

式没有特别的问题，但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模式就存在一定的脆

弱性，一方面外来物种的贸然引入会带来生态环境的失衡，另一方

面随着人的到来，很多城市中的垃圾也会在乡村中蔓延。而乡村有

缺乏城市管理与治理能力，从而造成乡村生态循环系统的破坏。因

此乡村公园景观的规划与设计，需要在一开始就要注意到乡村生态

系统的维护，从而是乡村公园景观能够得到长久的发展和延续。 

5 总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

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和乡村休闲化，许多乡村的景观风貌在短

短几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乡村旅游也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引擎，乡村生态环境的建设也成为了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乡村公园作为乡村旅游中比较重要的载体，作为乡村生态环境

建设的重要体现，需要展现独特的乡村景观，也需要进一步的推动

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在建设现代乡村的同时也要

注重对乡村独特田园风格的再现，因为打动人的正是乡村的那一份

与众不同。乡村公园景观的在线也需要更多的依据现有的乡村景观

和文化特征，营造独特田园风光的同时也能够为现代人提供一个精

神的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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