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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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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

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

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

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

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

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

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

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

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

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

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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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农业农村现代

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持续推进，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乡村发展大致经历从解决温

饱、小康建设、到实现富裕“三阶段”，呈现出由单一型农业系统、多功能型乡村系统、

再到融合型城乡系统的“三转型”特征[2]。中国发展实现全面深刻的转型，其核心任务是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3]。当前中国城镇化与乡村发展已

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和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

素仍未消除，长期以来“重城轻乡”战略路径及其引发的“城进村衰”的局面仍未改

变，以村庄空心化、主体老弱化和环境污损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问题仍未根治[4-5]。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正视现实问题，面向发展目标，党的

“十九大”审时度势，强调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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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着力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为新时期地理学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破解“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2]。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
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了乡村振兴“三阶段”目标，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
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
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要求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
念，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办法，
做到顺应村情民意，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规划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既
定规则，对特定领域的未来发展愿景进行整体性谋划的系统过程[6]。规划也是宏观调控、
政策引导、空间约束的重要手段，乡村地区迫切需要解决规划问题，创新乡村规划理论
框架[7]。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注重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应对
措施，充分发挥规划对统筹城乡与乡村发展的引领性和支撑性作用[8-9]。如英国将乡村规
划纳入“中央—郡级（次区域）—村镇（郊区）”三级综合规划框架中，鼓励居民参与
乡村规划设计 [10]；德国实行“联邦—州—乡村”三级规划体系，并给予乡村政府自主
权、村民参与权[11]，特别在“后乡村城镇化”时期探索层层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纵向
均等化资源分配与“自下而上”乡村主动发展相结合的乡村建设模式[12]；加拿大、印度
倡导实施乡村可持续发展规划[13-14]；美国给予乡村规划与城市规划层级的等同性，实行城
乡均等的区域规划策略[15]。中国乡村振兴应包括三级规划体系，即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市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和村镇乡村振兴详细规划[9]。

全国及各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已经完成，市县级乡村振兴总体规划部分编制完
成或仍在进行之中。从已编制完成的部分乡村振兴规划来看[16]，普遍存在追赶进度和不
同程度的拼凑、复制、模仿、拿来等实际问题，一些地方领导自己也认为“编制规划主
要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检查评估”。当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规划研究多集中于规划理念[17]，
以及县域[18-20]、村域[21-22]乡村振兴规划探索。在规划体系方面，陆志江等提出从战略规
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项目规划等 4个方面完善乡村规划体系[23]，胡守庚等提出以

“国家—省—市县”三级规划为基础，以跨区域规划为辅助的“3+X”式规划体系[16]；在
规划技术方面，主要有低碳城乡生态系统规划[24]、乡村空间规划[25]、“多规合一”[20, 26]、
村民参与[27]等规划方法探讨及应用。整体来看，当前乡村振兴规划研究仍处于深入探索
阶段，系统研究的成果和案例较少，难以满足全国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规划的实际需
求。乡村振兴规划是一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系统工程，亟需开展乡村振兴系统认知
及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研究[28]。本文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乡村发展多级目标等理论认
知，面向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实践需要，研究构建了“三主三分”规划技术方法，并以宁
夏盐池县为例开展规划案例研究和典型示范，以期为创新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制定
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

2.1 乡村振兴规划理论基础
乡村振兴规划，实质上是规划乡村地区如何实现转型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关键要遵

循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统筹谋划乡村资源配置、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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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民生保障等系统目标，科学处理乡村人地关系、城乡关系、居业关系和适时
推进乡村空间重构。乡村国土空间既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功能，也牵连着各类不
同的利益群体。因而乡村振兴规划必须突出战略性、主体性和层次性，在战略落实、项
目落地与利益诉求之间寻找基本平衡、增进共识，推进构建现代乡村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和乡村振兴实施保障体系。

（1）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乡村是相对于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伴随着经
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城乡要素流动及其空间集聚不断增强，为乡村人地系统融合与
交互作用提供了不竭动力。从地理学人地系统科学视角来看，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
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
村空间体系[9]，是现代人地系统学理论及其“人地圈”地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2]。按照
城乡空间关联与尺度来分，乡村地域系统是由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
体、居业协同体等构成的多体系统，具有层次性、地域性和动态性。乡村综合体内部按
照聚落体系又呈现出县域—镇域—村域等层级形态。乡村地域多体性是乡村人地系统演
化阶段性、地域差异性、功能生成机理性认知的理论基础。乡村振兴规划宜以县域为对
象，以村域为单元，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为理论依据，以甄别乡域多体系统的类型与格
局为重点内容，以人居业组合形态与结构优化为调控目标，科学研制“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有机衔接、序次推进的乡村发展总体蓝图和规划布局方案。
（2）乡村发展多级目标。新时期乡村发展是乡村自然、经济、技术与政策要素交叉

融合，乡村内聚力与城市外援力交互作用的系统优化过程。“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出了 17项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总体归纳为基本需求目
标、预期目标和治理目标[29]，需要通过整个社会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
平衡。就社会形态看，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叶，中国乡村发展以序次推进建设温饱型
社会、小康型社会、富裕型社会为阶段目标[2]。当前乡村发展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向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转型过渡期，适宜于以县域为对象的乡村系统振兴、全域振
兴。由于区域问题、发展阶段不同，各地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向、战略导向有所不同。相
对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引领实现乡村振兴多级目标，即从边缘
到中心由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所构成的乡域“网—区—
场—极”多级目标体系。这就要求乡村振兴规划必须秉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重点突
破的原则，主要以城乡融合与乡村重构为导向，以完善城乡基础网为抓手，凸显不同功
能的乡村发展区特色，强化中心社区与重点村镇优势，加快培育生态、生产、生活“三
生”结合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做强村镇空间场、做实乡村振兴极[9]。致力于全面
协调各类规划、各方利益与多级目标，系统构建面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国土空间治理
与管控体系。

（3）“三主三分”理论认知。区域是具有一定空间范围与地域功能的地理单元。区际
之间通常表现出明显的边界性、差异性，而区域内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层次性。在不
同尺度的区域体系中，县域是中国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单元[30-31]，它对上承接国家及省
市级主体功能，其本身又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区域的重要纽带，承载着不同的地域功能，
发挥着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的重要作用，包含有不同的区域土地利用类型[32-33]，而特定的
主导土地利用类型又具有不同的规模差异和用途等级之分，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主体
功能—主导类型—主要用途”的地域层级关联，以及相应的“分区—分类—分级”空间
组织体系，这为科学揭示现实世界的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和空间分异格局提供了全新的认
知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三主三分”理论较先应用于国内“多规合一”规划试点和示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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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6]。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需基于区域发展系统定位和资源
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科学甄别特定区域主体功能、主导类型、主要用途，系统开展功
能分区、利用分类、用途分级，推进创建“三主三分”理论支撑的区域乡村振兴规划方
法体系、系统管控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
2.2 乡村振兴规划技术思路

新时期乡村振兴规划主要以乡村地域多体系统为理论基础，应用“三主三分”理论
与技术手段，进行乡域多体系统识别和地域系统重组，序次开展分区、分类、分级，逐
级完成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进而在综合分析
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未来潜力的基础上，依据区域人居业形态和乡村
地域等级与规模，确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特色产业体系与时空布局，
科学制定分区协同方案、优化“三生”空间、提升村镇功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
方略。其核心要义是创新乡村空间治理体系与规划管理模式，推进乡村地域系统重组，
实现乡村振兴“网—区—场—极”多级目标，并具体落实到相应的地域空间（图1）。城
乡基础网是指主体功能分区的空间关联及其走廊、交通管网体系，是城乡相联通、相融
合的空间载体；乡村发展区是以土地利用分类为基础，遵循乡村地域分异规律，形成村
镇、农业、工业、生态、文化等不同功能的乡村地域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具有特定功能
属性和一定地域范围的乡村主体；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是村镇地域类型内部空间分
异、用途分级的具体表征，成为村镇建设、居业协同的发展实体和创新载体。

2.3 乡村振兴规划研制方法
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是以乡村地域系统为对象，利用综合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分析

县域发展地理环境与区位条件，甄别乡村地域结构与类型，探明乡村空间形态与格局，
提出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实现过程和实施路径。其核心是围绕乡村地域系统结构调整与
格局优化主题，应用系统诊断的科学方法和“三主三分”规划技术，系统识别主体功
能、划定主导类型，进而制定规划“三定”（定性、定量、定位）方案，充分考虑规划建
设的优势区、优先序，完成主要用途分级与发展定序，在此基础上综合研制乡村振兴总
体规划（图2）。

（1）主体功能分区
主体功能区划是具有应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一种综合地理区划[34]。基于全国及

省级主体功能规划，遵循县域空间分异规律和多功能原理，建立指标体系和分区原则，

图1 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技术思路
Fig. 1 The techn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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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并划定主体功能区。通常依据县域土地与产业类型指标、经济发展绝对指标、城乡
关系相对指标，以及地貌分异特征，将县域城乡系统划分为不同的地域功能区。如果县
域内地貌分异格局明显，则主要依据地貌单元对县域进行功能区划分。

（2）主导类型分类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土地利用是区域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

载体，也是气候变化等自然过程、政策调控等人文过程及其交互作用效应的一面镜子。
土地利用类型则客观反映了一定范围内地域功能分异的主导特征。因此，在主体功能分
区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参考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域空间规划方
案，划分出村镇建设、农业发展、工业用地、生态保护等不同类型，为县域城镇化、产
业体系、农业生产、生态建设布局等提供空间支撑。

（3）主要用途分级
土地利用类型既代表着土地的主要用途，也呈现出同一用途的程度差异。譬如村镇

类型归属于城镇村建设用地，按照等级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村镇类型细分为县
城—重点（中心）镇—一般乡镇—中心村（社区）—自然村等不同级别。同样地，综合
分析耕地质量、作物类型和生产方式，将农业类型划分为高值农业区、一般农业区和低
值农业区，也可根据农业地域特征与综合产能分为重点农业区、一般农业区；综合分析
工业产品类型和产出效率，将工业类型划分为高值工业区、一般工业区和低值工业区，
也可根据工业区建设等级分为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和乡镇级工业区；综合分析生态保
护区等级和生态系统价值，将生态类型划分为生态高值区、一般生态区和脆弱生态区，
也可根据保护区等级划分为国家级、省级保护区，县级重点生态区和一般生态区。

（4）规划研制要点
首先要深入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战略要义，紧密结合区域特点和发展

特色，系统解析特定县域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特
征。在此基础上重点研判乡村振兴规划内容及其技术规范。其研制要点：① 研究县级乡
村振兴规划的时代背景与总体定位，明确阶段性发展模式、特色领域与重点方向；② 研
制县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体系，探析国土空间地域格局与分
异规律，保障乡村振兴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有机衔接；③ 探
究不同主体功能区协同方案，以及特定功能区内不同主导类型的空间构型、结构关系，
主要包括城镇村聚落类、生态保护类、产业发展类、社会文化类等，重视突出乡土文
明、乡村文化及社会要素的价值，加强乡村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强乡村社会合作

图2 乡村振兴规划研制方法与技术要点
Fig. 2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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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治理体系的培育；④ 探明各个主导类型在其规模、水平上的地方关联与等级体
系，主要包括村镇体系、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体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等。最终
形成以主体功能、主导类型为基础，以村镇体系为骨架，以产业体系为支撑，以生态保
护、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为保障的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方案。

3 典型县域实证应用

县级乡村振兴规划要以特定县域为对象，以村域为单元，以县域的腹地区域为背景
来综合谋划和研制乡村振兴总体方案。核心工作是依据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利用分
区—分类—分级技术方法，系统甄别乡村振兴“网—区—场—极”的层级空间，优化重
组乡村地域系统空间体系。本文对乡村振兴相关理论与“三主三分”技术方法进行了系
统总结，并应用于中国西部农牧交错区典型县域——宁夏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实
践。针对盐池县的地域特色与发展特点，研究创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空间组织体系（图3）。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陕、甘、宁、蒙四省区接壤的中心地带，国土面

积8522.2 km2，下辖4镇、4乡和102个行政村。2018年总人口17.3万人，国内生产总值

85.5亿元。县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黄土丘陵区，海拔 1600~1800 m，沟壑纵横；

中部为引黄灌溉农业区，人口与产业相对集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北部为鄂尔多斯缓

坡丘陵区，海拔 1400~1600 m，地势开阔平缓，风沙草滩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属于典

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300 mm，年均气温7.8 ℃，冬夏两季平

均温差28 ℃左右。盐池县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誉为“中国滩

羊之乡”“中国黄花之乡”，还是中国革命老区和红色根据地、全国治沙绿化先进县、西

北重要的石油及煤炭基地，笔者称之为“五彩盐洲”。农业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

区域性干旱缺水、生态脆弱、地广人稀，是国家级贫困县[35]。2017年脱贫退出，成为宁

夏回族自治区首个摘帽贫困县。2018年盐池成为自治区首个“脱贫富民与乡村振兴”先

行示范县，率先编制完成《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2018—2022）》，并用于先行示范

县建设实践。

图3 盐池县乡村振兴规划空间组织体系
Fig. 3 Spatial organization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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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县域主体功能识别
根据地貌格局和土地利用特征，盐池县域主体功能划分为草原风沙区、灌溉农业

区、丘陵沟壑区和哈巴湖自然保护区①。① 草原风沙区位于盐池县西北部，风沙地貌特

征明显，耕地多为旱地。生态治理与保护为先，限制过牧和过度开发；② 灌溉农业区位
于盐池县中部，扬黄灌溉的耕地呈散点状分布在草原风沙地貌背景之中，节水为要、水
土耦合，灌溉农业特征明显；③ 丘陵沟壑区位于县域南部地区，以黄土丘陵沟壑地貌为
主，以水土保持为前提，发展小杂粮、经果林种植和生态文化旅游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
势；④ 哈巴湖自然保护区以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为界，重点保护荒漠—湿地典
型自然生态系统，遵循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发挥生态涵养和科研功能，实现区域科学
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图4a）。
3.2 主导土地类型划分

在主体功能分区基础上，与县域空间规划相衔接，依据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按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农田、留足发展空间的规划原则，将盐池县主导土地类型
划分为村镇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和生态类型（图4b）。① 村镇类型主要承担生活
功能和工商业生产功能，其空间分布也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村镇聚落以县
城、3个镇驻地，以及青山乡较为集中，其他各乡镇均呈现小规模分散分布；② 农业类
型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北部县城—王乐井一带、南部丘陵沟壑区及边缘地带分布面积
大、地域特色明显，中部灌溉农业区耕地呈现斑块状、组合式分布；③ 工业类型主要包
括大水坑、惠安堡等工业区、单体工业用地，以能源矿产开采、精深加工和农产品加工
业为主，规划引导工业向低耗水方向升级和园区集聚；④ 生态类型的面积最大，广泛分
布在县域全境，区域差异较明显。南部黄土丘陵区分布细碎，中部和北部地区相对完
整、连片集中。
3.3 主要用途等级评定

以构建县域乡村振兴空间体系为目标，依据地域功能效用与强度，对村镇类型、农
业类型、工业类型、生态类型分别进行等级评定（图4c）。① 选取人口、经济、基础设
施等指标（表 1），定量分析城、镇、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异，探明县城、重点
镇、中心村的空间组合结构。共识别出县城1个、重点镇3个、中心村23个，以此为组
织架构，建立“县城—重点镇—一般乡镇—中心村—自然村”城镇村空间体系。盐池县

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2018—2022）》, 2019.

图4 盐池县乡村振兴规划分区、分类与分级
Fig. 4 Division, classification and gra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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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城及重点镇在空间上呈现均衡分布，由于南部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南部地区的两
个重点镇的位置偏中部；② 根据农业地域特征与综合产能，将农业类型划分为重点农业
区、一般农业区。重点农业区的基本农田面积占60%以上，主要分布在灌溉农业区和丘
陵沟壑区；③ 依据主要工业类型和规模，将工业类型划分为高值工业区、一般工业区、
工业企业（点）；④ 按照生态保护区等级与规模，将生态类型划分为国家保护区、县级
生态区和一般生态区。一般生态区面积大、分布广，国家保护区和县级生态区主要分布
在灌溉农业区和草原风沙区，相对集中分布。
3.4 乡村振兴规划及发展策略

通过利用“三主三分”技术方法，系统揭示盐池县乡村地域类型、功能空间结构及
其分异特征。结合盐池县自然地理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的主导
原则是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在空间与时序上做好与《盐池
县空间规划（2016—2035）》的有机衔接，以构建县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体系为重
点，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
求，推进形成要素集聚、结构合理、空间有序的城镇村发展建设新格局（图5）。

乡村振兴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蓝图和行动指南。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
上，需要依据乡村地域多体系统格局与分异规律，进一步深化细化乡村振兴统筹谋划、
整域协调、优化布局、科学管控的基本策略。针对该县生态脆弱、地广人稀的地域特

表1 城镇村等级识别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 system of city-town-village level identification

效用等级类型

城镇

村庄

准则层

人口

经济

基础设施

人口

经济

基础设施

资源

指标层

人口数量

人口增长速度

受教育程度

镇驻地人口密度

生产总值

注册企业数量

规模企业数量

道路密度

公服配套完善度

人口密度

老龄化程度

人口增长速度

外出人口占比

受教育程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

耕地占比

道路密度

公服配套完善度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水资源量

森林覆盖率

旅游景点数量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镇域常住人口数量(+)

近5年镇域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镇域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镇驻地所在村域人口数量/村域面积(+)

(+)

(+)

(+)

道路等级加权长度*/镇域面积(+)

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卫生室、文化站、集贸市场等种类

数量(+)

村域常住人口数量/村域面积(+)

村域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

近5年村域人口的平均增长率(+)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比例(-)

村域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

耕地面积/村域面积(+)

道路等级加权长度*/村域面积(+)

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卫生室、文化站、集贸市场数量(+)

耕地面积/户籍人口数量(+)

可利用水资源量/人口数量(+)

(+)

(+)

注：*选取乡村地区可以自由进出的国道、省道和县道非封闭等级道路，按照道路等级速度标准和是否有高速出入口进

行加权计算道路长度，国道权重为2，省道权重为1.2，县道权重为1，有高速出入口时对按照道路等级速度标准加权的道

路长度乘以1.2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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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乡村振兴规划强化了生态空

间有效保护、生产空间地域均

衡、生活空间适度集聚中的空间

治理理念（图5）。重点整合县城

及重点乡镇资源、明晰特色方

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

升城镇职能和地域效能，着眼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长远目标，针对现实问题和立

足区域优势，着力建设支撑乡村

振兴规划的城乡交通体系、乡村

产业体系、城镇空间体系和村镇

服务体系（图6）。城乡空间治理

方面，要围绕生态保育、资源开

发、能源利用、乡村减贫的发展

目标，构建以盐池为中心的陕甘

宁蒙四省接壤区城乡交通管网体

系，整体推进“三联”（交通道

路联网、引水管线联通、信息平

台联建）同区化和一体化；乡村

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快壮大乡村

专业合作组织、村镇混合制经

济，重点建设以滩羊、黄花、小

杂粮产业化为特色和生态、文化

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城镇空间与村镇服务体系方面，要突出中心城镇地

位和综合功能，构建“大分散、小集聚”聚落格局，形成以县城、重点乡镇为中心，以

教育、医疗、文化、信息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基础，以若干中心村镇及社区“三产”

融合和人地协调发展为导向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在乡村治理与创新机制上，建

图5 盐池县乡村振兴“三生空间”优化格局
Fig. 5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y, production and lif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Yanchi County

图6 盐池县乡村振兴规划布局
Fig. 6 The general planning layou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Yanch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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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责任机制、奖惩制度，突出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治沙、节水、减

贫、兴业与富民多措并举、讲求实效，全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规划落地。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乡村发展已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

标，重视强化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规律探究、深化乡村振兴规划技术方法研究，是加快

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探讨了新时期乡村振

兴规划的基础理论，尝试创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

途分级”的“三主三分”技术方法。在理论上，探明了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及其城乡融合

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的分层识别机理，揭示了乡村振兴“三生”

（生态、生态、生活）地域功能及其空间特征。在实践上，深入探析了“三主三分”技术

方法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发展总体规划等规划的有效衔接途径，诠释了乡村地域

多体系统层级结构与乡村振兴规划“网—区—场—极”空间格局的对应关系和优化路

径，直接支撑了宁夏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及其宁夏回族自治区“脱贫富民与乡村振

兴”盐池先行示范区建设，以期为创新中国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体系、制定县级乡村振兴

规划与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宁夏盐池县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研究表明，乡村振兴规划主要内容与技术要点体现在

4个方面：① 研究县级乡村振兴规划的时代背景与总体定位，明确阶段性发展模式、特

色领域与重点方向；② 研制县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体系，探

析国土空间地域格局与分异规律；③ 探究不同主体功能区协同方案，以及特定功能区内

不同主导类型的空间构型、结构关系；④ 探明各个主导类型在其规模、水平上的地方关

联与等级体系。盐池县乡村振兴规划“三主三分”方案：主体功能分为草原风沙区、灌

溉农业区、丘陵沟壑区、哈巴湖自然保护区；主导类型包括村镇类型、农业类型、工业

类型、生态类型；主要用途（以村镇聚落为例）按照“县城—重点镇—中心村”等级体

系，识别出县城1个，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高沙窝镇等重点镇3个，长城、田记掌、回

六庄等中心村23个。乡村振兴规划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蓝图和行动指南，需要遵

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格局与分异规律，着力建设支撑乡村振兴规划的城乡交通体系、乡

村产业体系、城镇空间体系和村镇服务体系。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总体规划的主要任

务，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要求，推

进形成要素集聚、结构合理、空间有序的城镇村发展建设新格局。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

规划编制，力求做到县域多元数据融合、多技术方法整合和公众参与、专家征询结合，

但是在县域乡村转型过程、空间格局情景，以及乡村振兴区域联动、智慧乡村、市场配

置等研究方面有待深入开展。

中国地域范围广，乡村发展差异大、转型面临问题多，区域差距、城乡差异、村镇

差别决定了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规划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差异性[36-38]。

1978年中国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历经40多年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践行

了精准扶贫“五大”（重大理论创新、宏大制度设计、伟大扶贫实践、浩大帮扶队伍、巨

大减贫成效）范式，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脱贫攻坚和消除绝对贫困。当今中国已进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乡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六地”（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传承

地、农业生产农民居住的集中地、工业化与城镇消费的原料地，以及保障生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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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高地、现代城市健康发展重要腹地、创新创业康养文化兴盛之地）功能日益凸显，

亟需通过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中国城乡融合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规划若不能

落地，目标就可能落空。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一个关系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实现国家

现代化的重大领域[36]。乡村转型—城乡融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发展的大

逻辑、新常态。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创新贡献大有可为，面向战略需求要

致力于研发乡村地域系统探测器、研究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源、研制全面乡村振兴路线

图。在理论方面，创建乡村地域系统”三度“（大跨度、多尺度、分维度）机理解析与

诊断模型，揭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下乡村要素整合、人地耦合、城乡

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探明乡村人地系统演化机理、动态过程与科学途径，为乡村振兴的

长远谋划、短期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在方法方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

乡村地域系统的弹性、质态、功效等参数化估量方法，建立乡村健康体检与乡村振兴量

表体系。围绕绿色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构建“绿发指数”，聚焦“四绿”：绿人（绿色

生产者、从业者）、绿地（绿色健康土地与环境）、绿业（绿色有机、生态产业）、绿权

（绿色发展权益保障机制与制度），制定乡村振兴成效第三方评估考核办法；在实践方

面，遵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分异格局与规律，将乡村人地系统划分为农业系统、村庄

系统、乡域系统、城镇系统等不同地域类型，分区分类开展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的系统梳

理和典型示范。有针对性地开展乡村振兴规划“回头看”，抓住“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有

利时机，对照目标、核准问题、精准施策。加快建设乡村振兴规划与管理的信息化、智

能化和工程化平台；深入推进面向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世界乡村振兴[8]科技需

求的大数据模拟、国际化合作和网络化共享。乡村振兴规划的质量和效果主要取决于 3

个方面：一是规划前期研究的扎实程度，通过严格论证评审；二是规划过程监控的精准

程度，开展项目可行性评价；三是规划后期的落地程度，实行综合成效评估。简言之，

把脉准、可操作、有实效。当前乡村振兴规划研究应着眼于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农业

安全与民生保障的大局，着力破解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乡村病”现实难题和“城进

村衰”突出问题。广大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理应把创新

发展乡村振兴规划理论与方法论，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规划落地，作为科学研

究服务支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立命准则、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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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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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general go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 to
establish the basic theor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 the metho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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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have become important task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method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tried to carry out the main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dominant type classification and
principal purpos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its optimal adjustment scheme. This system was applied to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Yanchi County of Ningxia. By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that sticks to ecological priority,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
industrial support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 put forward that th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the mixed economy of
villages and town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tageous industri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an-sheep, day lily, and minor cereals, and highlighted
by the wisdom of eco-cultural tourism. Moreover, it was encouraged to give prominence to the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town in space, and form the village organism and housing industry
coordination body with the county seat and three key towns as the center of integrated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typical case study of Yanchi County has shown that the main contents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were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determining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clarifying the phased
development mode, key areas; (2) developing the county area based on the main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leading type classification and main purpo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exploring the territorial pattern and differentiation rules; (3) establishing the county
development mode and industrial system, formulating coordination schemes of different main
function- oriented zones, and revealing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dominant types; (4) exploring the local association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of each
dominant type in its scale and level. The main task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ith factors
gathering,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orderly spa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ous life". China is facing great differe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many problems in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urban- rural differences determine the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the major development logic and new normal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cu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rural disease", so
as to serve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rural regional system; multi-level
objectives; planning technology; rural geography; Yanchi County, 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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