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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

董开拓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规划服务中心　安徽六安　237200

【摘　要】随着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重视，“多规合一” 成为村庄规划编制的重要原则。本论文首先阐述了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的政策背景，强调其对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规划要求及内容的详细

分析，涵盖发展定位与目标、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揭示了其综合性和系统

性。在村庄规划设计中特色风貌引导的探讨部分，明确了总则目标，包括遵循地域特色、以人为本等原则，以及实现生态

宜居、文化传承等目标。从自然环境、空间格局、道路、重要节点、绿化、环境设施和建筑等多个维度进行风貌指引，以

塑造独特且和谐的村庄景观。进一步阐述村庄风貌规划建设的管控，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管控原则与方法、建立健全的管

控机制与措施，并提出违规处理与监督的具体方式。最后，分析了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中特色风貌引导所面临的

挑战，如传统观念束缚、资金技术不足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如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投入等。展望未来，期待在 “多

规合一” 理念下，村庄规划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特色风貌得以充分展现，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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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的政策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进，村庄规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过去，由于规划体

系的不统一，各类规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导致村庄

发展缺乏统筹协调，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多规合一” 的理念应运而生。

“多规合一” 旨在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融合

为一个统一的规划，实现 “一张蓝图干到底”。在村庄规

划领域，“多规合一” 要求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各类资

源，形成统一的村庄发展蓝图。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对传

统规划模式的重大改革，有助于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权威

性和可操作性。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的相

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通过对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规划理论体系，为村庄

规划的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有助于推动不同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综合性的研究视角。

在实践方面，有助于解决当前村庄规划中存在的规划冲

突、资源浪费等问题，提高村庄规划的质量和实施效果。

合理的村庄规划能够优化村庄的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资源

的节约集约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提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为村民创造更加宜居宜

业的生活环境。此外，还能够引导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

有力的支撑。

二、“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的要求及内容

（一）发展定位与目标

村庄规划的发展定位需综合考虑村庄的地理位置、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特色等因素。明确其是侧重于农业

生产、旅游发展、生态保育还是综合型发展。目标的设定

应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经济方面，设定一定时

期内的产业增长指标和农民收入提升目标；在社会方面，

致力于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生态方面，制

定环境质量改善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目标。

（二）国土空间布局及用途管制

根据村庄的发展定位，合理划分生活、生产、生态空

间。明确各类用地的范围和边界，如居住用地、农业用

地、工业用地等，并制定相应的用途管制规则。保障基本

农田和生态用地的保护，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和布局，以

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三）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对村庄内的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土地进行整治，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同时，加强生态修复工作，治理水土流失、

修复受损的山体和水体，增加绿色空间，提升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和服务功能。通过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保护等措

施，促进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四）历史文化保护及村庄风貌

深入挖掘村庄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古村落、古建筑、

传统技艺等进行保护和传承。注重村庄风貌的塑造，保持

地域特色和乡村特色，避免千村一面。制定村庄建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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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色彩等方面的引导性规范，使新建建筑与传统风貌相

协调。

（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完善的道路交通、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

施，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合理布局教育、医疗、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六）产业空间引导

结合村庄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形成产

业集群和产业链。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资金、技

术等支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就业增收。

（七）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评估村庄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如洪水、地震、泥石流

等，制定相应的防灾减灾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完善

灾害预警和应急救援体系，提高村庄的抗灾能力，保障村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人居环境整治

加强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推进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和

厕所改造。改善村容村貌，整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现

象。加强村庄绿化美化，营造优美的乡村景观。

（九）近期实施项目

根据村庄的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确定近期实施的重点

项目，明确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估算、实施主体和时间

安排。通过近期项目的实施，推动村庄规划的落地，让村

民尽快看到规划带来的变化和实惠。

总之，“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的要求及内容涵盖了

村庄发展的各个方面，旨在实现村庄的全面振兴和可持续

发展。

三、村庄规划设计中特色风貌引导的总则目标

（一）特色风貌引导的总体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充分考虑村庄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

文化背景和现有建筑风格，尊重地域特色，避免生搬硬套

其他地区的模式。

2.生态优先原则：保护和利用好村庄的生态资源，如山

水林田湖等，使村庄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减少对生态的

破坏。

3.以人为本原则：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和生活习惯出发，

创造舒适、便捷、富有活力的空间，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4.传承创新原则：传承和弘扬村庄的历史文化，同时结

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创新风貌特色，使其具有时代感

和吸引力。

5.整体性原则：将村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统

筹考虑建筑、道路、景观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协调统

一的风貌。

（二）特色风貌引导的预期目标

1.塑造独特魅力：通过特色风貌引导，使每个村庄都具

有独特的识别性和吸引力，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2.促进乡村旅游：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景观，吸引游

客，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增加村民收入。

3.增强村民认同感：营造富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村庄环

境，激发村民对家乡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4.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促进村庄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5.提升生活品质：创造优美、宜居的乡村空间，改善村

民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品质。

四、村庄规划设计中特色风貌引导的具体内容

（一）自然环境风貌指引

尊重村庄原有的地形地貌，如山丘、河流、湖泊等，

将其作为特色景观元素融入规划。保护和修复生态脆弱区

域，增加植被覆盖，打造自然生态景观。规划休闲步道和

观景平台，让村民和游客能够亲近自然、欣赏美景。

（二）空间格局风貌指引

根据村庄的规模和功能需求，合理布局居住、公共服

务、产业等空间。形成主次分明、开合有序的空间结构，

营造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空间序列。注重公共空间的打

造，如广场、公园等，为村民提供交流和活动的场所。

（三）道路风貌指引

优化村庄道路网络，保障道路的畅通和安全。道路的宽

度和材质应与村庄的规模和特色相适应，可采用石板路、

青砖路等体现乡村特色的材料。在道路两侧设置路灯、行

道树和绿化带，增加景观效果。设置标识系统，引导行人

与车辆。

（四）重要节点风貌指引

对村庄的入口、中心广场、祠堂等重要节点进行重点设

计。入口处可设置标志性景观，如牌坊、雕塑等，展示村

庄的形象。中心广场应具有多功能性，可举办集会、演出

等活动。祠堂等历史建筑要进行修缮和保护，展现传统文

化魅力。

（五）绿化风貌指引

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品种，进行乔灌草

相结合的多层次绿化。注重庭院绿化和宅旁绿化，鼓励村

民种植花果树木。打造特色绿化带和景观林，形成四季有

景、色彩斑斓的绿化景观。

（六）环境设施风貌指引

公共厕所、垃圾桶、座椅等环境设施的设计应简洁美

观，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一致。采用环保材料，注重设施

的实用性和便利性。在造型和色彩上融入乡村元素，体现

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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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筑风貌指引

对新建建筑进行统一规划，在风格、色彩、材质等方面

提供指导，使其与传统建筑相融合。对传统建筑进行保护

和修缮，保持原有的建筑结构和特色元素。鼓励采用当地

的建筑材料和工艺，展现乡村建筑的独特韵味。

五、村庄风貌规划建设管控

（一）管控原则与方法

1.前瞻性原则：管控应具有长远眼光，充分考虑村庄未

来发展的可能性和需求，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

2.整体性原则：将村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考虑自

然、人文、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确保管控措施的系统性和

协调性。

3.因地制宜原则：根据村庄的特色和实际情况，制定有

针对性的管控策略，不搞一刀切。

4.公众参与原则：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管控过程，充分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管控措施更符合村民的意愿和

利益。

在方法上，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村庄风貌数据库，对

村庄的现状和规划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定期的监测和评

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管控措施。

（二）管控机制与措施

1.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整合规划、建设、环保、文化

等相关部门的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村庄风貌管

控工作。

2.制定严格的审批制度：对于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进行严格的规划审批，确保其符合村庄风貌规划的要求。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对村庄风貌保护的意识，引

导他们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4.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为村民和建设单位提供专业

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建设过程中落实风貌管控

要求。

（三）违规处理与监督

1.明确违规行为的界定标准：对违反村庄风貌规划建设

的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如擅自改变建筑风格、破坏生态环

境等。

2.建立有效的处罚机制：对于违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相应的处罚，包括责令整改、罚款等。

3.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

监督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

4.设立举报渠道：鼓励村民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充分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

六、“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中特色风貌引导的挑

战与对策

（一）面临的主要挑战

1.规划理念冲突：不同规划部门在理念上存在差异，对

特色风貌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同，难以达成共识。

2.资金短缺：特色风貌的打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建筑修缮等，但村庄往往资金

有限。

3.技术人才缺乏：缺乏具备多学科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专

业规划人才，难以有效引导特色风貌规划。

4.村民参与度低：村民对特色风貌引导的认识不足，参

与规划的积极性不高，导致规划实施困难。

（二）解决对策与建议

1.加强部门沟通与协调：建立统一的规划协调机制，促

进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致的规划理念。

2.拓宽资金渠道：争取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

本，鼓励村民自筹资金，共同推动特色风貌建设。

3.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通过培训提高现有规划人员的

业务水平，同时吸引外部专业人才参与村庄规划。

4.提高村民参与意识：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了解特色

风貌引导的重要性和益处，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规划过程，

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七、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成果总结

本文对 “多规合一” 村庄规划编制中特色风貌引导进

行了研究。明确了相关政策背景、规划要求及内容，探讨

了特色风貌引导的总则目标、具体内容、管控措施以及面

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成果为村庄规划中特色风貌的塑造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对未来村庄规划中特色风貌引导的展望

未来，村庄规划中的特色风貌引导将更加注重村民需

求和参与，融合新技术、新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特色

风貌将更具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

撑，让村庄展现出独特魅力和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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