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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分类定标法探索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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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中提出分类定标法体系以回答村庄规划如何适应乡村巨大差异性这一问题，将村庄分类同规

划响应相衔接。分类定标法包括规划筹备、综合认知、决策判断、乡村分类、定标实施五个环节。前三环节开展

规划现状分析与问题梳理; 乡村分类环节依据劳动力、资金、资源、设施、环境五个基本发展要素的配置结构与

水平特征开展; 定标实施环节依据分类结果与规模以清单方式呈现差异化规划策略、内容与成果要求。在长垣

市 S 村多村规划中基于分类结果确定规划编制按照“一书四图一库三表”方式呈现。研究表明: 分类定标法能

够通过分类适应乡村差异性特征，并依据分类确定规划策略、内容与成果要求，在应用上坚持“问题导向 － 目

标引领 － 任务分解 － 技术落实”相串联，形成以分类指引规划，以规划支撑分类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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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区别于城镇化地区的一种以农业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受自然环境、文化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聚

落系统［1 － 2］。当下乡村发展进入向全面振兴的转型期，规划引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3 － 4］。中国乡

村地域广大，乡村发展具有巨大差异性［5］，村庄规划作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工

具［6］，被《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定位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

据。但如何适应乡村发展的巨大差异性，提升村庄规划精准性与实用性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7］。围绕

此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 2022 年)》等文件均强调村庄规划要分类推进，国内外对此也开展了

广泛探索［8］。国外村庄分类规划实践多以立法为支撑，强调实施多层次弹性规划，以英国为典型［9］，在方

法上提出侧重功能分析的国家城乡分类体系( ＲUC2011) ［10］，并结合乡村发展多层次问题演化出国家、区
域、社区尺度规划［11］，通过多层级有弹性的规划体系实现规划目标与实施策略之间的衔接［12］。国内村庄

分类规划研究在视角上呈现出由“单一”向“复合”的过渡［13］，在方法上呈现出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

特征［14］，逐渐演化出从国家到区域再到村庄个体的多尺度体系［15］，并在城乡交错带、欠发达山区、传统农

区的应用实践中逐渐成熟［16 － 17］。但是国外经验引入需结合中国国情，而国内研究往往重视功能分析与类

型划分，对于规划编制实施如何响应分类结果仍需进一步探讨［18］。由此文中提出分类定标法以增强分类

与规划编制之间的衔接，重点阐明分类环节技术流程与定标环节在不同模式下的技术要求，并在长垣市 S
村等三村规划案例中明确该法的可行性，以期服务于村庄规划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规划区 S、Y、Z 三村东临长垣市区，南北均临省道，总面积 446． 58hm2，户籍人口 3769 人，共 830 户，

2018 年为规划基期年，2035 年为规划目标年，基于村民意愿实施多村一体规划。
S 村地处规划区中南部，以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厨艺文化源远流长，设施配置较齐全，但缺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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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开敞空间; Y 村地处规划区西南部，产业以蔬果种植为主，环境优美，但公共设施较不完善，村内存在废

弃坑塘; Z 村地处规划区中北部，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年轻村民多外出打工，宅基地闲置现象较普遍，村内

设施配置短缺。
规划数据来源如下: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上位规划包括《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

－ 2022 年)》、《长垣县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 2016 － 2030)》等; 社会经济数据来自村委会座谈过程; 村民意

愿采集自入户调研过程，共走访 506 户，占三村总户数的 60． 96%。

图 1 分类定标法流程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process

1． 2 研究方法

分类定标法中“分类”即依据乡

村发展特征的差异性 进 行 类 型 归

并［19］;“定标”即确定不同类型不同

规模下规划的目标、内容与成果要

求，建立富有弹性的村庄规划任务

与成果清单。“分类”为“定标”提

供导向，“定标”为“分类”提供实施

支撑，二者统一于村庄规划的实践

之中。
1． 2． 1 分类定标法基本思路

分类定标法以分类型定模式规

划为基础，分为五个环节( 图 1) :

( 1) 规划筹备环节。树立可持

续空间规划观，科学把握乡村发展

与人地关系演变规律，构建乡村规

划知识框架与价值体系。
( 2) 综合认知环节。基于体验

式驻村考察乡村土地利用、城乡联

系等状况，重点分析乡村面临的优

势、劣势、机遇与挑战［20］。
( 3) 决策判断环节。在充分认

知多要素价值的基础上挖掘潜力要

素，并指明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结

合村民需求判断规划重点。
( 4) 乡村分类环节。结合乡村

发展要素特征与综合区位条件判定

村庄类型。
( 5) 定标实施环节。确定规划

体量模式，并依据乡村分类成果明

确乡村规划编制差异化任务与成果

要求，指引规划细部落实与设计。
1． 2． 2 乡村分类环节基本内涵

乡村是动态的复杂系统，劳动力、资金、资源、设施、环境五个基本发展要素的配置结构与水平决定着

乡村系统的演化［21］。“分类”即立足要素“类内差异最小、类间差异最大”原则研判乡村类型，包括以下三

个步骤:

首先明确乡村基本类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 2022 年)》将乡村基本类型分为六类: 规

模较大、区位较优的集聚提升型乡村; 拥有独特自然历史或民族风貌的特色保护型乡村; 存在生态退化或

设施短缺的整治改善型乡村; 功能强化型乡村以其主导功能为本，保障其平稳发挥功能; 划入城镇开发边

界的城郊融合型乡村纳入城镇规划; 拆迁撤并型可考虑并入他村，结合村民意愿执行多村规划，但同意搬

迁的村民不过半数时不能强制撤并，应转化为现状保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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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类型综合判定基准矩阵

Figure 2 Ｒural － typ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benchmark matrix

其次基于五项基本要素构建分

类指标体系，细分二级因子定量反

映乡村发展特征［21］。
最后判定乡村类型。预先判定

特色保护型与城郊融合型，进而测

算规划目标村及其周边村庄( 至少

两个) 的发展要素综合得分 ( TIi )
( 多村规划可根据规划区内乡村个

数确定，不宜小于三个) ，求得各村

要素综合得分的平均数( TIia ) ，要素

综合 得 分 ( TIi ) 大 于 等 于 平 均 分
( TIia ) 即 划 为“ + ”类，其 余 划 为
“－”类，将综合得分最高的乡村划

定为中心村。最后根据要素配置结

构确定乡村类型，基于两两要素组

合的原则( 考虑两项主导要素或制

约要素) 明确乡村类型( 图 2) ，“+”
类乡村以得分最高的两项要素( 主

导要素) 查右下部基准矩阵分类，

“－”类乡村以得分最低的两项要素
( 制约要素) 查左上部基准矩阵分

类。

TIi = ∑
3

a = 1
waCIia * Wc + ∑

3

b = 1
wbＲIib

* Wr +∑
3

c = 1
wcFIic* Wf +∑

5

d = 1
wdLIid* Wl +∑

3

e = 1
weEIie* We ( 1)

式中: TIi 为乡村发展要素综合得分; CIia、ＲIib、FIic、LIid、EIie分别为 i 村资金、资源、设施、劳动力、环境

要素第 a、b、c、d、e 项因子标准化值; wa、wb、wc、wd、we 分别为各指标的权重。Wc、Wr、Wf、Wl、We 分别为资

金、资源、设施、劳动力、环境要素的权重。
1． 2． 3 定标实施环节基本内涵

定标实施环节是依据乡村分类结果与规划规模具体明确差异化规划目标、任务与成果要求的过程，规

划规模可依据规划区涵盖行政村数量分为单村单规与多村一体规划，相应制定“导则式”的实施性任务清

单( 图 3)。此清单明确了各类型乡村在不同体量模式下对应的内容与成果要求，规划师可查找对应情境

下编制要求。在多村规划中，规划区内多个乡村往往类型不同，此时需按照规划区中心村对应类型的规划

任务编制，可酌情调整编制项。

2 案例分析

2． 1 规划区乡村分类结果

基于分类指标体系( 表 1) 及熵权法测算出 S、Y、Z 三村要素综合得分为 0． 8 分、0． 73 分、0． 56 分，S
村、Y 村预判为“+”类乡村，Z 村划为“－”类乡村。

结合图 2 明确 S 村以资金和设施要素为主导要素，乡村总产值和非农产业比重较高，同时路网密度

大，交通便捷且区位居中，具备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与带动作用，因而判定为集聚提升型，定位为规划区中

心村，发挥中心集聚作用，有序推进改造提升，并着力解决公共开敞空间与绿地短缺等问题; Y 村以资金和

环境要素为主导要素，旅游产业基础较好且靠近主干道，自然环境优美，绿化水平高，乡旅文化功能较为突

出，因而判定为功能强化型，定位为规划区副中心村，作为 S 村的后花园; Z 村以劳动力和资金要素为制约

要素，劳动力外流状况较为普遍，出现大范围宅基地闲置现象，同时缺少新型产业业态，发展基础薄弱，结

合调研情况，有 64． 56%的农户支持拆迁撤并，因而将 Z 村判定为拆迁撤并型乡村，结合村民意愿逐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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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村庄规划分类定标法体系

Figure 3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system for village planning

迁到 S 村南部，将 Z 村宅基地进行

复垦形成腾退指标，在 S 村用于安

置区和产业平台建设。
2． 2 定标规划结果

依据 分 类 结 果 及 图 4 导 则 要

求，判定 S 村为中心村，故整体规划

以集聚提升型规划要求为主，最终

规划结果按照“一书四图一库三表”
的形式呈现，坚持“功能互适、精细

有序、互促共享”的规划策略，将规

划区总体定位为以“现代农业 + 厨

艺 + 旅游”为核心产业，构建宜居、
宜游的厨乡文化特色 城 市 后 花 园
( 图 4)。三村规划策略各有侧重:

S 村定位为集聚提升型中心村，

也作为 Z 村居民的搬迁目的地，执

行“有序集聚、产业高效、优化内涵”
的规划策略。Z 村复垦指标优先配

给 S 村用于建设安置住宅; S 村作为

中心村，利用复垦指标在村域东部

建设产业平台，做强农副产品加工

与厨艺培训产业提升 经 济 辐 射 能

力; 重点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鼓励利用退出的宅基地打造街心公园，在村部南侧营造绿带，改善人居条件，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Y 村定位为功能强化型副中心村，执行“整治提升、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规划策略。开展村内废弃

坑塘综合整治，重点做好游园产业平台规划，打造以农耕文化与孝贤文化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发展厨

乡特色民宿，在经济上强化其与 S 村的协同联动作用; 在人居生活上打造成为 S 村后花园，发挥休闲游憩

与文化传承功能。
表 1 乡村分类指标体系表

Table 1 Index system for rural area classification

要素层 指标 － 属性 － 权重 涵义与量纲

资金( C) 乡村总产值( + ) 0． 312 ( 农业 + 工业 + 服务业) 总产值( 万元)

0． 236 非农产业比重( + ) 0． 357 非农产业( 轻工业、餐饮、旅游、建筑) 产值 /总产值( % )

农业机械化水平( + ) 0． 331 机械总动力 /耕地面积( 千瓦 /hm2 )

资源( Ｒ) 人均耕地量( + ) 0． 283 耕地面积 /户籍人口数( 亩 /人)

0． 176 后备资源丰度( + ) 0． 352 后备土地( 其他草地、裸地、空闲地) 面积 /总面积( % )

土地利用率( + ) 0． 365 乡村总产值 /土地总面积( 元 /hm2 )

设施( F) 距主干道距离( + ) 0． 427 行政村几何中心距乡道或以上等级道路的欧氏距离( km)

0． 205 路网密度( + ) 0． 372 道路总长度 /行政村总面积( km /km2 )

每百人拥有病床数( + ) 0． 201 ( 病床数 /常住人口数) * 100( 张 /百人)

劳动力( L) 老龄化率( － ) 0． 132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常住总人口数( % )

0． 209 人口外流率( － ) 0． 116 常住总人口数 /户籍总人口数( % )

受教育程度( + ) 0． 189 初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数 /户籍总人口数( % )

社会组织能力( + ) 0． 256 党员干部人数 /干部总人数( % )

人均收入水平( + ) 0． 307 人均可支配收入量( 元)

环境( E) 绿化率( + ) 0． 476 绿化垂直投影总面积 /乡村总面积( % )

0． 174 污水处理率( + ) 0． 233 年污水处理量 /年污水产生量( % )

农业污染强度( － ) 0． 291 ( 农药 + 化肥用量) /耕地面积( kg /hm2 )

Z 村为拆迁撤并型乡村，不单独作为规划对象进行编制，并入 S 村南部，重点做好居住区规划，实现村

民有序安置并切实保障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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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 村等三村一体规划方案

Figure 4 Integrated planning scheme for the three villages

3 讨论

分类定标法将分类与规划编制相统一，在乡村分类、规划响应以及应用上取得一定突破: 1) 该法提出
乡村分类的依据是劳动力、资金、资源、设施、环境五个基本发展要素的配置结构与水平特征，这是基于
“要素 － 结构 － 功能”的系统论原理开展的定量化分类，不同地区可基于地域特点细化分类二级指标。该
法将乡村分为六种基本类型，其中功能强化型乡村的设立为补充性举措，为暂时判断不清发展趋势的乡村

提供了按照其主导功能划分类型的方式，是对既有分类体系的补充。2) 该法提出规划定标是依据乡村分
类对规划编制的策略、内容与成果进行引导，定标体系能够适应不同类型村庄和不同规模的编制需求，是
基于“分类型 － 定内容 － 定成果”思想的方法体系，案例中受制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定标成果，但对各类
型村庄制定的差异性规划策略即能说明它能够最大程度提升规划的精准性与实用性。3) 该法在应用上
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结合”，能够适应复杂的乡村地域系统特征，构成“问题导向 － 目标引领 － 任务分解 －
技术落实”相串联的完整逻辑链，各地村庄规划可以运用相同的逻辑链，结合实际需求弹性调整。需要注
意的是，当下村庄规划编制仍处于探索阶段，任何规划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必须做好细致完善的调查研究，

乡村分类指标选择必须结合乡村地域与发展阶段特征进行调整。

4 结论

研究所提出的分类定标法旨在将乡村分类与规划编制过程衔接起来，结论如下:
( 1) 分类定标法以发展要素的配置结构与水平特征作为分类依据，最大程度反映乡村发展问题与诉

求，其分类体系能够适应乡村差异性特征。
( 2) 分类定标法以分类结果作为规划编制的依据确定规划策略、内容与成果要求，其定标体系能够适

应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村庄规划编制需求。
( 3) 分类定标法的应用核心在于将“问题导向 － 目标引领 － 任务分解 － 技术落实”相串联，坚持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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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指引规划，以规划支撑分类的辩证统一，是有弹性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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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ANG Kaige1，XU Yan1，LI Yingchao2，HAO Jinmin1，WU Xiaoguang3
(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 2 College of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 3 Institute of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Ｒegion，Hohhot 01002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a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village
planning can adapt to the huge differences of villages，and connect village classification with planning respons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method are divided into five links: planning preparation，comprehensive
cognition，decision － making and judgment，rural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first three
links carry out planning status analysis and problem sorting． The rural classification link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and level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basic development elements: labor force，capital，
resources，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link of calibration presents the differentiated planning
strategy，content and achievement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lis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nd
scale． In the multi － village planning of S village in Changyuan City，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planning preparation is presented in the way of“one instruction，four drawings，one database
and three tabl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method can adapt to the rural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lassification，determine the planning strategy，content and achievement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an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Problem orientation － Goal
orientation － Task decomposition －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 application，forming a dialectical unity of
classification guiding planning and planning supporting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village planning; “class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compilation method; case analysis; Changy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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