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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乡村振兴规划初探

杨 丹1 塔 娜2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日常的生活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在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水平不断进步的今天，我国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效，各个产业也在发展创新，规模不断壮大。

为有效的提升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对国土空间的规划越来越重视。尤其对农村经济的发现来说，充分的挖

掘农村的土地优势，合理规划农村的土地资源的能够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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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开始重视新农村的建

设，并推出美丽乡村规划策略。这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

“指向标”，更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在

美丽乡村规划中，中国仍处于探索阶段，所以遇到了很

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美丽乡村规划工作的开展效率造

成了影响。为了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相关部门需对本地

情况进行了解，需对乡村规划的理论知识进行学习，需

不断提高自身的乡村规划经验、水平，并基于实际情况

科学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工作。对美丽乡村规划建

设进行了详细阐述，望可为相关部门开展高效的美丽乡

村规划建设工作奠定基础。

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振兴的规划原则

可持续性发展原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振兴不能以牺牲乡

村美丽环境为代价，旅游业、风力发电、水利发电等乡

村振兴项目应契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振兴的可持

续发展规划原则。环境保护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无法回避

的问题，且往往是乡村振兴效果能否符合预期的关键，

更是发现、认识和解决乡村振兴问题的依据。可持续性

发展原则要求乡村振兴的规划策略应具有空间上的可改

造性和时间上的可持续性。伴随乡村振兴的步伐，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筑工程应具有空间上的灵活性，进而支

持乡村振兴后续规划内容的进一步展开。环境保护效果

的衡量依据为乡村生态系统的完整程度，在乡村振兴过

程中，乡村系统的完整程度会受到建设、旅游以及环境

改造污染的影响。乡村振兴工作者应结合乡村环境的现

实特点和乡村振兴工作的现实需要，积极主动地发现乡

村振兴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针对不同乡村的特点提出更

具针对性的振兴规划建议和意见，确保乡村振兴规划办

法满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要求的同时，更符合乡村

振兴规划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原则[1]。

秉承着因地制宜发展原则

乡村振兴规划的具体对策和方法需要与乡村环境、

乡村资源、文化风俗等特点结合起来，在满足乡村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人员也要整合有效

资源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方案，秉承着因地制宜的发展原

则，实现乡村振兴规划的针对性、个性化。乡村振兴规

划与乡村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人口

迁移、地理位置特点、人口流动趋势、环境变化趋势、

文化内涵等都会对乡村振兴规划的内容产生极大的影

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上，乡村振兴规划工作人

员要秉承着务实的态度、采用灵活的手段进行建设，避

免出现千村一面的问题。在深入分析因地制宜乡村振兴

规划原则的情况下，乡村振兴工作人员要积极通过有效

手段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农村产品以及劳动力的输

出提供更多、更好的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

供有效建议，将乡村资源和发展资源结合起来，通过有

效手段将乡村与其周围环境结合起来，提高乡村振兴规

划的空间性，将因地制宜的原则的优势呈现出来。

生态优先

生态环境是人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以进行美丽

乡村规划时相关部门需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具体而

言，相关部门可与村书记进行沟通，了解农民的生活方

式、生产方式、当地文化，并在进行规划建设时保留其

特色，使农村文化得以传承。此外，相关部门还可鼓励

农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借助森林、湿地为农村生态屏

障进行保护、修复[2]。

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促进乡村振兴

科学配置空间基础，有序建设乡村空间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始终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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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坏乡村的山水格局，保护好乡村的田园风光和历史

文化资源作为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摸清资源利用

上限和环境质量底线的手段，是国土空间进行科学配置

的前提，是划定“三区三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基本

依据。“三区三线”进一步强化了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

约束。以“双评价”结果为依据，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构建生态保护格局，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统筹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明确

底线约束内容和实施保障措施，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中进行落实、深化和增补。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中进一步细化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确定“三区三线”，在村规划中

精准落地生态红线，进一步细化生态保护范围和保护要

求，精准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保护和监管。“三区

三线”的划分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层层细化落实，形

成国土空间精准管控框架，能够有效解决管控规则不明

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各类建设活动的实施落地能够

得到空间上的保障与支撑，各类建设活动得以有序进

行，进一步落实乡村振兴中“严格保护生态、夯实农业

生产能力、健全粮食安全机制、加强耕地保护建设”的

总体要求[3]。

加强农村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效率

发展振兴农村经济，减少农村用地的零碎化分布，

实行土地的集中管理，实行生态化可持续性的建设。作

为国土规划空间的团队要完善国土资源管理的内部的机

制与政策。分管农村土地资源相关的国土构要进行合理

的规划，通过团队协商的方式，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国家

空间管理政策，明确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管理工作，将

责任明确到个人，提升个人的工作的职责感和任务性。

对于国土资源尤其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振兴的规划制定更

加详细的发展规划，设立专门的分管部门，专项负责农

村的经济方案管理，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农村发展的效

率。由于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以及空间规划和土地资源

利用率不高等现象的存在，完成这一系列现象的根源在

于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深入农村的实际，不了解农村现有

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农村振兴的发展进程以及当前农村

的发展特点把握不准确，而致使相关部门制定的最终的

发展规划和政策不能够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阻碍

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成

立专门的实地调研小组，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深

入的了解。专项负责小组，通过深入村内部建设，了解

农民的发现需求，以及当地发展的阻碍问题，将调查所

得写成数据报告并进行分析，为政策制定以及发展的规

划提供具体的可参照的现实数据，增加规划实施的可操

作性，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根本上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

与进步[4]。

明确农村新型产业的用地类型

在乡村振兴发展阶段，新型产业发展成果较好的类

型包括农家乐、民宿等，这些产业主要是为旅游者提供

居住和餐饮，同时也构建了美食街、服务中心等，为游

客提供娱乐服务，农家乐、客栈、民宿的用地则为村庄

居住用地，农副产品加工则属于工业用地。明确不同产

业的用地类型才能实现科学的针对性管理，促进乡村规

划效果。

增设乡村历史文化的保护用地

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有效的历史文化保护用地方

式，促进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宣扬，推动乡村经济的全面

发展，还能促进生态文明的构建。政府要通过法律法规

的要求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规范，让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人员在规划中有法可依，禁止违规行为，利用法律

的功能实施乡村历史文化的保护。

3 结束语

总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振兴的规划模式应

符合乡村振兴的一般原则，并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

的倡导下，将此发展模式落实到乡村群众的实际生产建

设和发展过程中。此间，乡村振兴规划工作者应将乡村

振兴规划精细化、精准化，将乡村群众的实际诉求与乡

村振兴规划的内容和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在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土地治理

工作、资源整合工作、单一乡村振兴精细化工作和多乡

村联合规划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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