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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高效整合资源,发挥互补优势,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营造社会公

平与和谐的发展环境。乡村景观规划的本质是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通过综合设计手段对乡村环境进行

保护和优化,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和文化传承价值,推动乡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概述了城乡融合发展

及乡村景观规划发展的相关涵义,介绍了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发展的趋势,提出几点发展建议,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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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ies in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giving 

full play to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creating a 

fair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essence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s to combine science 

and art, protect and optimize the r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comprehensive design means, enhance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nd promote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development, introduces the trend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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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乡村景观规划不仅是保护

和活化乡村文化根脉、挖掘乡村历史文化价值的有效途径,更是

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桥梁。近年来,乡村景观规划的内涵

日益丰富,有关部门通过对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布局设计,

实现了对乡村整体形象和功能的统筹规划,加快了乡村公共空间

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1 城乡融合发展及乡村景观规划发展概述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

重大战略,旨在深入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

融合,实现城乡之间的和谐共生。其核心在于高效整合资源,充

分发挥互补优势,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并营造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发展氛围。 

1.1乡村景观规划的内涵 

乡村景观规划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设计活动,

其核心在于深度融入乡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规划内容包括土

地使用规划、交通网络建设、公共设施布局、住宅建设等硬件

建设,以及公共空间营造、社区文化活动组织、生态保护与修复、

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的软性环境建设。项目基于此,通过一

系列规划和设计措施,保护和优化村庄环境,增强其生态服务功

能和文化传承价值,提高村民生活品质,推动乡村朝着绿色可持

续发展方向前进。 

1.2乡村景观规划在城乡融合中的角色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乡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是保护和活化乡村文化根脉、挖掘和展

示乡村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方式,还是搭建城乡文化桥梁、促进

城乡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有效途径[1]。有关部门通过精细的乡村

景观规划,不仅可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强化其在城市

生态屏障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城乡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与

共享。同时,优化乡村公共空间及基础设施,提高乡村居民的居

住水平,并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实现城乡人口均衡流动,为乡

村振兴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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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发展的趋势分析 

2.1乡村景观规划的人性化趋势 

现代乡村景观的规划不仅追求形式美,更注重人文精神的

融入和人文关怀的体现。设计者应扎根于乡村的肌理,有效满足

乡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从而促进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乡村整体景观环境的规划中,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营造一个统一、和谐、健康、人文、独特且自

然的乡村环境,使每位乡村居民都能感受到家的温馨与舒适。在

规划过程中,设计者应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深入挖掘乡土资源,

增强其人文内涵和自然美感,确保规划不仅推动当地自然生态

的良性循环,还能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要注重建设

人性化的配套设施,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便利性和舒适性。 

2.2乡村景观规划的本土化趋势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乡村景观规划正日益凸显本土

化趋势。这一趋势强调在规划设计中融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貌、

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力求保留并提升乡村的“本地特色”。通

过深入挖掘乡村的历史底蕴、文化符号和民俗风情,打造出具有

鲜明地域特征的乡村景观,使乡村成为传承和展示本土文化的

重要载体。以江南地区乡村为例,其景观规划正深刻体现本土化

趋势。江南水乡独特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以及深厚的文化底

蕴,成为规划中的核心元素。管理部门通过修缮古建、保护水系、

植入文化体验项目等措施,能够在保留乡村的原始韵味的同时,

又赋予其新的时代活力[2]。 

2.3乡村景观规划的生态化趋势 

乡村景观规划应遵循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原则,使乡村景观

充分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确保与当地生态系统的无缝连接,努

力实现“天人合一”的审美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景观设计虽然

不可或缺,但更为重要的责任是加强绿色自然生态的建设,坚决

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行为,承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确

保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

生态及景观设计的协调发展,是规划设计的核心思想。乡村景观

规划尤其需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使景观在自然生态的滋养

下得以发展。 

作为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的规划需要深入

理解,并与当地自然生态特性保持密切联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巧

妙平衡与互相促进,从而推动景观审美与生态健康的双赢。 

2.4乡村景观规划的智慧化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乡村景观规划开始引入智慧化

管理体系。这一体系通过集成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实现对乡村景观资源的全面感知、动态监测和智能管

理[3]。例如,通过安装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指

标,及时调整景观维护策略；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优化旅

游路线和服务设施布局。智慧化管理体系的建立,使得乡村景观

规划更加科学、精准和高效。 

在智慧化趋势下,乡村景观规划开始注重数字化设计与展

示。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

将乡村景观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给游客。游客可以通过手机或

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随时随地浏览乡村景观的虚拟场景。通过

开发智慧旅游APP、微信小程序等服务平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

旅游服务。 

3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乡村景观规划发展的优化

路径 

3.1加强生态景观设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景观规划过程中,有关部门必须切实保障乡村生态环境

的健康和安全,而这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设计者应

依托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在尊重生态、保护自然

的前提下,利用自然的力量进行创造性地发展,并“以人为本”

地进行合理的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制

定统一方案,使各方面完美融合,从而打造出独特而完善的乡

村景观格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营造美丽、和谐的乡村

自然景观。 

乡村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应以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需

求为前提。规划应为原住民的生存空间提供生态、可持续的发

展计划,尊重他们的行为特征和禁忌,保留原有的宗教建筑和景

观,并对破损景观进行修复。在规划中,设计者应合理划分乡村

的生态空间,根据不同区域的需求满足村民的多样化需要[4]。同

时,对旅游功能和其他功能分区进行整体规划,确保不影响当地

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在此基础上,景观规划设计还可以采取以下

积极的干预措施：一是将乡村的灰色基础设施改造为绿色基础

设施；二是合理配置城市绿地功能；三是在景观营造中充分考

虑农业自身的循环方式；四是建立新的生态系统,实现“零能耗”

的目标。 

3.2结合本土文化,重新构建乡村建筑风貌 

在乡村景观规划实践中,设计者既要保持本土文化的完整

性,又要突出地方的个性特征。这需要采用“轻触式”的设计理

念,在尊重和保留原有建筑风格和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

适度的改造。乡村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种因素之

间密切关联和互动,共同构成了乡村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结

构,反映出乡村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轨迹。村庄的建筑形态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直接体现,它不仅反映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

存智慧,还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 

考察人员对上海水库村、新义村和吴房村等“乡村振兴示

范村”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这些村庄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村庄的集体建筑

由于规模宏大、风格趋同,与当地自然环境不协调,显得格格不

入。这反映出我国乡村建筑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设计者对

乡村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不足,导致规划布局考虑不周,建筑

风格趋于同质化,失去了原有的地方特色和多样性。例如,一些

村落的标志图案过于相似,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不协调,破坏了整

体的和谐美感。要解决“千村一面”的困境,设计者必须充分挖

掘各个村落的特色,并将其与当地文化紧密结合,努力创造出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独特风貌。在更新和改造乡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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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既要注重功能的提升,又要与乡土文化深度结合,避免简单

的表层装饰和景观重复。通过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材料和工艺,

如建设“小三园”(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可以提高乡村景

观的独特性,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能得以提升。 

同时,乡村景观规划也要积极探讨如何将现代设计元素与

本土文化有机结合。例如,将书店、民宿等文化娱乐设施引入村

落,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吸引外界的关注,增强

村子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既可以实现对传统民居的

重构,又能唤起村民对历史的回忆,展示乡村独特的魅力,使每

个村落都成为承载乡愁和梦想的乐土。 

3.3合理进行乡村布局,在保护基础上开发资源 

乡村的生存和发展基于自然环境。乡村景观规划的首要任

务是全面调查生态资源,明确山川、水系、湿地、耕地等珍贵资

源的保护与利用策略,做到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乡村

景观随着季节变化展现出不同的风貌,这种时间的美感和区域

的差异性是其独特魅力所在。因此,在乡村景观的营造中,应把

握四季变化的节奏,创造出四季皆景、各具风情的风景画。 

同时,设计者必须尊重和延续乡村原始空间肌理,根据当地

特有的地形特点,灵活布置,实现村落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保

持村庄原有面貌的前提下,结合创意巧妙运用地形和地貌,创造

出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乡村景观,达到“一村一品,各具特色”

的发展目标。通过激活乡村资源,唤醒其沉睡的价值,严密保

护传统建筑风貌、耕地红线和自然生态,使人文风情与自然环

境相融合,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

双赢局面。 

3.4加快乡村科技融入,促进景观规划可视化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对农业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乡

村景观设计中,设计者可以结合现代科技,进行多层面的技术整

合。虚拟现实(VR)技术为乡村景观营造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在规划前期,VR技术可以帮助设计者建立高精度的乡村三维模

型,使决策者、设计团队和村民能够“身临其境”地了解建筑布

局、绿化景观、道路网络等,获取更直观、全面的信息,为今后

的设计优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虚拟现实技术也为乡村旅游带

来了创新机遇[5]。通过虚拟旅游平台,人们可以在不出门的情况

下体验乡间的宁静与美丽,提前规划行程,从而激发游客的兴

趣。这种创新模式拓展了乡村旅游的市场边界,开拓了乡村居民

的新视野,推动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4 结束语 

总之,乡村景观规划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设计和改造,更

是对人文历史的传承与创新,是城乡文化与生态的有效融合。城

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乡村景观规划,需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以

文化传承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全面提升乡村的生活环境

和社会价值。有关部门只有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心设计,才能实现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城乡融合迈向更加美好和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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