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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Ⅰ：风景园林促进乡村振兴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is a giant system composed of different landscape behaviors brought about by the spatiotemporal evo-

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rural constructions in China, and its importanc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 is reflected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from 1949 to 2022, taking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as 

a dynamic changing conceptual category and placing i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to analyze the vertical evolution proces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scape is systematic and pertinent in stag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is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strateg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

ment history a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and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untry’s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and further explores and clarifies the staged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found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

es of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It points out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t policies and requirements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issues of 

rural areas in various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bears development tasks in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is systematically lacking and redundant. In addition, it has caused practical problems of standardization of rural landscapes, the 

single pursuit of beauty, needle-like construction, and “patch” behavior.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s a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

mation strategy from “mode” to “customized” thinking and from “extensive” to “refine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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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景观营造及生态服务

摘    要

乡村景观实践是伴随着中国系列乡村建设时空演化发展而带来的不同景观行为所构成的巨系统，其重要

性逐步提高并体现到国家战略层面。回顾1949年到2022年的发展历史，将乡村景观实践作为一个动态变

化的概念范畴，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作纵向上的演变历程分析，发现乡村景观发展具阶段体系性和针对

性，同时指出中国乡村景观实践的起点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开始。考察了中国乡村景观实践的

发展历史和内在特质，并发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乡村景观实践的起点，进一步探究厘清了乡

村景观实践的阶段性演进发展路径。同时，深入剖析了乡村景观实践的现存问题及产生原因，指出由于乡

村发展各阶段针对性解决乡村当下问题的政策、要求的不同导致乡村景观实践承载了不同时期发展任务，

存在系统性缺乏且冗杂赘余，造成乡村景观标准化、单一求美、见缝插针型建设、“补丁”行为的现实问

题。据此提出从“模式”转向“定制”思维，从“粗放”转向“精细”思维的发展转变策略。

关键词

风景园林；乡村景观实践；综述；政策发展；策略思考

杨惠雅
YANG Huiya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 210037）
  (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0037 )

中国乡村景观实践发展历程梳理（1949 - 2022年）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1949-2022)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乡村植物景观营造及应用技术研究”（编号：2019YFD110040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基于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识别的乡村景观功能评价与优化”（编号：164120119）



    园林／2022年／第39卷／第6期

11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中国乡村是长期自发生长起来的社会共

同体，传统乡村社会是人们在相同的人文、

民俗和生活习惯下生产、生活的场所。乡村

景观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而是一种体现历

史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干扰并与自然环境

不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产物与格局，是具有

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内涵的景观类型 [1-3]。

乡村社会内部由于政策、城市化发展等外部

因素发生了巨变，逐渐由单一转为异质化的

社会。与此同时，乡村景观在多重因素的冲

击作用下逐渐异化，甚至萎缩和消失。特别

是当前的政策以一种强势的行政干预影响着

乡村景观实践发展，于是乡村景观实践像一

个有机生命体，不同政策下也体现了其明显

的动态变化。乡村景观作为在乡村区域内人

类活动产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综合形成

的物质空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居民的

日常交往活动、民俗礼仪以及文化特质，乡

村景观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乡村实践发展的时

空演化特征。

对于乡村的探索多集中在乡村建设实践

的相关研究中，王景新 [4]对三个历史阶段乡

村建设的类型、当前阶段现实模式和未来发

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王伟强和丁国胜 [5]分

析中国乡村建设实验的4个发展时期，指出乡

村建设实验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乡绅”

主导到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从单一到综

合的转变。李昌平 [6]将百年来的乡村建设发

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从乡村的组织建设、

制度和信用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精神文化

建设4个层面进行分析。另外，关于乡村景观

实践的研究多围绕单个乡村的实践进行，卢

伟娜等 [7]通过对于乡村本土元素修葺与再现

的手法复原乡村景观，保留了乡村肌理。邵

剑杰等 [8]指出遵循尊重传统村庄肌理、发扬

乡村的地域特色和魅力、构造尺度宜人的乡

村生活空间的方法对大寨村进行景观规划和

具体设计。宋棣等 [9]通过提炼区域自然要素、

保�自然肌理、��地域传统文化的方法对

��长��进行规划实践，并指出与乡土文

化相�合是乡村��景观�造的新��。王

�等 [10]基于生态������体�，形成以

地域�、多��与����为��和关�的

发展��与乡村景观基本实践方法，对上�

�明��地区进行实践探索。

关于乡村建设的�有研究，�然�统�

地�理了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内�大多

是乡村所��的政�、��、社会类综合�

�化的建设��，对于乡村景观实践多�涵

�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而未�作为�

�对�进行�理分析。个别乡村��的研究

�多，而乡村景观实践�作为��对�，�

具有��、有发展过程的历程�理和�体�

研究�为��。

从以往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研究�展

到乡村景观实践的个�研究，以及相关历史

时期的重要政策和时代�景影响下的相关实

践，�以发现乡村景观实践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乡村有�发展构成中，�定会

形成��当下时代�景的乡村空间形态，乡

村的政���和��形态多�着政策发生�

�变化，�景����多用“乡村景观”一

�来��上述变化 [11]。��� [12]将乡村景观

定�为乡村地域�围内不同土地单元��而

成的��体。王�� [13]从乡村人居环境�度

�为乡村景观是具有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

内涵的景观类型，是历史文化不同时期人类

对于自然环境干扰的��。乡村景观�为自

然环境、��和社会三大�统�度统一的复

合景观�统 [14]。��� [11]基于以上�种定�，

提出乡村景观的��是��关于����的

相关物质空间和精神内�的�和，��乡村

��、���统、��基质和�地��等�

同时指出乡村景观中有����、��、�

共空间、乡村��、����和��6大乡

村景观构成要素，��构成要素间����、

相互��从而组成了乡村景观�统。综上�

以�出，乡村景观的形成是内生与外力�同

发生作用的�变过程，是历史进程中的乡村

本�及外部城市对于乡村发展的不断��与

�同。因此，乡村景观实践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而��定的“模式”，�要�

于特定的历史�境从���个断面用“活态”

的��来发现乡村景观实践的内涵与外�，

�从�断面探�其发展时间��与发展动态，

再从�断面�究其具体实践发展。

文��对建国以�的不同时期乡村景观

特征，分析不同政策�景下的乡村景观实践

变化，并�理乡村景观实践历程，探���

的机制与原因，以��统�面地��乡村景

观的变�。为从景观�度��探析乡村景观

实践具体发展过程提�了�机，对��理�

1949 -  2022年中国特色乡村景观实践�统�

�，及其与乡村建设间的内在��关�具有

���的重要��，其中不同阶段�多实践

的具体细��以为当前的乡村景观实践提�

相�建�和��。

1 历史回顾

中国乡村景观实践并�从建国以来的乡

村实践�有，乡村景观实践在�期����

�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来�逐�发展为�

�的乡村景观实践类型，并在不同时期演化

出不同的乡村景观实践建设�重、�作�度

与建设�度及建设�度。��建国以来乡村

景观实践是���建设、建设�重和�度�

异、景观实践层�不同，�以将乡村景观实

践发展大�划分为三个阶段��1�。

中国乡村景观实践发展历程梳理（1949  - 2022年）      杨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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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早期萌芽阶段（1949 - 2004年）：从“基

础生产”到“规划意识”

1949年9�，国�通过了�中国人民政

���会�共同���。建国�期为发展�

�生产，一��的政策�施���，与此同

时�来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建，���修�

� [15]。1952年，中共中�和政��对乡村�

�了一��的���施，������造�、

�修��，对��出�出力、合作�修��

而�进�产���的部分，5年内不征��

�� [16]。

1953年��，国�进行了空�“共产主

�”乡村建设，由�民合作化�动的发展�

成到人民�社�动的实行和发展 [16]，�也对

乡村建设提出了长�的构�与规划。1957年

12�，�一���年到一���年�国��

发展�要�修�����提出。�一过程集

体化生产�动了一��的�村规划与建设，

内��及����发展，��土地�体规

划、大规模��基本建设、�间��建设、

大规模����建设、�修��以及建设

表1   1949年以来中国涉及乡村景观实践的政策法规一览表
Tab. 1   List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in China since 1949

发展阶段
Progression stage

发布时间
Release time

发布机构
Publisher

政策法规名称
Policy and regulation name

涉及乡村景观实践的内容
Content involving rural landscape practice

早期萌芽阶段

（1949 -  2004年）

194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

首次拟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

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7年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

提出例如兴修水利，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改善

居住条件等发展愿景[4]

1979年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

重视发展水利、农田、草场、林业、渔场、道路和其他自然

资源各项农业基本建设

1984年 中共中央
《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

通知》

加强社会服务，做好管理水利设施、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等服务

198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批转

《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

会纪要》

指出建设文明村要求有：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思想

文化、民主、道德风尚建设和村容村貌、公益事业建设

1991年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

工作的决定》

林业是生态屏障，全面实现造林绿化规划，广泛开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1998年 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具体阐述“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

200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

对村镇的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

发轫推广阶段

（2005 -  2015年）

2005年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5个方面的目标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

201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

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

乡村

2015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

规定了美丽乡村的村庄规划和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

展、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基层组织、长效管理等建设要求

成熟深化阶段

（2016 -  2022年）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

达成乡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扎

实推进的发展目标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方案》

明确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9年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

振兴的通知》
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2021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

把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包括乡村振兴的

任务、目标、要求和原则等，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乡村振

兴战略部署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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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乡村建设实践发展�定了一定的

基础设施基础。至1956年，�国共建设�

修��1 400多�� [16]。1961 -  1976年，国民

����阶段，�一时期国民���重��，

乡村�生产外，其�基础建设��。1978年

前的中国“�村大多�地区���”“发展�

于��和���态”[17]。

����以来，�个阶段��发现党一

直�力于建设乡村 [18]。1979年，中共十一届

四中�会的�中共中�关于加快��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各项��基本建

设。为了规�因乡村自主权的�强和��能

力的提升而��的大规模�村房屋建设，国

���关注乡村��规划阶段。同年国�建

委、国��委、��部、建材部、国�建�

�局�合在青岛召�了有史以来第一��国

�村房屋建设�作会� [19]，提出“搞好�村

房屋建设是�善村�村貌的大事，还要搞好

县、社的�体规划，把�、�、�、�、�、

村统一安排，综合�理，大力提倡��，保

护居住环境”[20]。1981年在二��村房屋建设

�作会�中，指出现阶段�要“综合考虑乡

村建设�村规划，逐��善居住、环境、�

�条件，新建与住房相当�量的生活��、

文化福�和各种�用设施”。1991 -  1995年，

国�继�扶���、��基本建设、交通等

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关于�进小城镇

健康发展的若干�见�对村镇的规划提出了

具体要求 [21]。

�一时期乡村实践的典型特�：�1�乡

村景观实践未以��的建设形式存在。�2�

建设内��了满足��生产和其相关的基础

设施建设外，还涵�了国�对于乡村�体规

划的��和要求。乡村规划、乡村房屋建设

及配套��设施、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态环

境�善也�存在于�一阶段的��与行为中。

�3�该阶段多以��生产技能提升和谋求乡

村生存为�的，建设�度多止于乡村房屋建

设的统一管理、村镇层面的�局规划和��

���，对于乡村环境�善多局限为单一的

��造�行为和房屋建设规�方面，尚未出

现“乡村景观”��。

1.2 发轫推广阶段（2005 - 2015年）：从“景

观意识”到“乡村求美”

2005年提出社会主�新�村战略，具

有“景观��”的乡村景观行为��乡村

景观实践发轫于此。2005年10�，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文明、村��洁、管理

民主是�中共中�关于制定国民��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年规划的建��提出的5个

方面的��要求，进而�进新�村建设。首

�将“�善�村面貌”作为��的��指导

乡村�作，其中，在“加强�村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村环境保护”��，要求做好

乡村建设规划，保护有特色的�村建筑�

貌�同时对加强�村��建设，�善环境

卫生和村�村貌作出发展指示。建设部部

长汪�焘指出：社会主�新�村建设最重

要的是村庄��，并�为了有效�善�民的

生活环境还�要提升�村人居环境和做好

景观建设，对于�民居住条件、配套设施、

环境卫生和村�村貌��要�善和提升 [22]。

同年，为�决��废弃物的浪费和�村环

境��的问题，乡村清洁�程示��作在�

国6省市30个村�展，以期实现��、�

�、��的清洁。

新�村建设内涵比以前更广�，�是一

个�面、综合、��的��，不是单纯强�

��发展 [23] �将新�村建设的重�内���

为�通、��、�建设、一提�，即通�、

通�、通气、通电�等，�厕所、�厨房、

�校舍、�卫生所等，建�共活动场所和垃

圾�理站，发展新��，提�人民�� [24]。

�一阶段乡村景观存在的问题：�1��村居

民��局不合理，土地�用效率低��2��

村��化和��集约化发展导�人居环境污

染�重��3��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质

量低下��4��村生态环境和景观受损��5�

�村传统文化丧失 [16]。 

2013年，“�丽乡村”创建活动在国��

�部的启动下�式��，�力于打造“生态

宜居、生产�效、生活�好、人文和谐”的

�丽乡村，同年确�1 100个乡村为�国�丽

乡村创建试�单位。2013年7�，习近平�书

�在�察乡村�作时�示：“建设�丽乡村，

是要�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在不�要的

事�上，比�说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

灰一白遮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

�要保护好。”��阐明了�丽乡村建设的内

涵。党的十八大指出努力建设�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发展的要求，�里暗�作为

�丽中国重要组成部分的�丽乡村建设是寓

�村生态文明于�村政�、��、文化、社

会建设中[25]。

2014年2�，��部发�中国�丽乡村

十大创建模式：产�发展、生态保护、城郊

集约、社会综�、文化传承、���发、�

原�场、环境��、休闲��和�效��型

乡村。2015年，��丽乡村建设指南�制定了

�丽乡村建设的量化评定�准，主要集中在

村庄建设、生态环境、�共��等�域。乡

村生态环境��和景观重塑�依托于“�丽

乡村”建设，其具体行为也受综合政策和

实践行动的指引。相�于社会主�新�村建

设，主体�变即�丽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各

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建设主体的

�场和能力良莠不齐，对政策和“�丽”二

中国乡村景观实践发展历程梳理（1949  - 2022年）      杨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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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理��然存在偏�，�一阶段的乡村景

观实践多�留于外在景观的“求�”阶段，

模式单一 [26-27]。

�一阶段从实践层面来�，�在“�丽

乡村”建设的政策指引下进行乡村景观实践。

根据各个乡村的区位条件、地缘优势、产�

基础的不同，乡村景观的实践方�也各有其

偏重。

常州�一村�基于其现代化制造�的产

�基础，在景观设计中突出了现代化和城市

化的特�，追求乡村的景观化和����。

从保护和�用自然生态��，挖掘自�产�

特色和����，�共设施设�优化和景观

化等方面�造乡村景观�貌，具体体现在围

绕��建设3.5 km的滨�生态景观�，同时

将�民��、�一广场、�一新苑等村里主

要景观展示�的建设和�化�合起来，并�

注重对宅边、村边、�边、�边、�边的绿

化和�化。另外，在临�和���区建设共

2.5 km的��景观小�，使�同���体相互

交织，成为连接各个景观展示�的绿色生态

链条 [28]。

浙江永嘉县通过����打造、�速

�口景观提升等重��程，进行环境综合�

�，同时对境内200多个古村�进行空间优

化�局，并精�打造�丽乡村生态��。

南京江宁区位于南京近郊区，重在生态

环境的�善和巩固，通过��建设单个村的

�丽乡村示�和达�村�和面�街�层面市

场化�作�丽乡村示�区��合的方式，试

图�动社会各方的积极�从而获得�金的投

�，期望打造乡村生态休闲�� [29]。

南京�淳区�对乡村环境�展了集中

的��活动，提升�造了200多个自然村的

硬件设施，��垃圾��、污��理设施、

��、桥等，并�以“一村一�、一村一

�、一村一景”的方式形成����型、生

态��型、古村保护型、休闲��型等多形

态、多特色的�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

�化”[29]。

�一时期乡村实践的典型特�：�1�乡

村景观实践首�以��的建设形式存在。

�2�该阶段是乡村景观实践的起�，也是�

统�在国�战略层面的乡村发展干预�程。

乡村景观实践�得了跨越式发展，其重要�

景有二：一方面乡村现存环境的“脏乱�”

等外在突出问题�使国�和各级政府对乡村

景观实践日益重�，提出相����施，直

接导�乡村景观实践的发轫�另一方面各乡

村不同的区域地理��和��实力使各乡村

景观实践进展不一，面临�实�度、建设�

��成层�等方面巨大挑战，相关专�对乡

村内在肌理、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同阶段

的��研究，乡村景观实践首�得到充分关

注。本阶段首�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景观建

设、�共设施等相�的景观要求，是建国以

来乡村发展历程上具有乡村景观��的实践

行为�起的零�。�3�该阶段相关内�和特

征体现在对于乡村景观实践多追求景观化和

乡村��化，对乡村“�”尤为注重，模式

化城市化的乡村景观实践特征体现在大多�

乡村的景观实践具体建设行为中。

1.3 成熟深化阶段（2016 - 2022年）：乡村景

观实践转为高品质“求精”

2017年10�，党的十�大提出乡村振�

战略。2018年2�，国�乡村振�战略规划

�2018 -  2022年�指出要达成乡村人居环境显

著�善，生态宜居的�丽乡村建设扎实�进

的发展��。同时提出关于乡村景观实践具

体要求：加强乡村景观�貌管控，避免同质

化乡村景观，防止乡村景观��化、城市化�

对原生态的村庄�貌、景观特色进行充分的

维护�加强对于����湖��个生命共同

体的�体保护，修复和�善乡村生态环境。

将村庄依据发展现�、区位条件、��禀赋

的不同分为4类村庄，��集�提升、融�

城镇、特色保护和搬�撤并类，基于此进行

乡村振�的具体实践�进。近年来，多部政

策法规支�乡村振�的发展�进，2018年，

��村人居环境��三年行动方��实施�

2019年，�关于加强村庄规划�进乡村振�的

通知�发��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进法���。

在实践层面，粤北古村石�以历史文化

��保护和活化�用为切�口将“乡愁”和

乡村景观实践��起来，以期�成乡村的健

康和永�发展。从硬物质环境提升和软传

统文化保育�个项�维度，对建筑遗存、空

间格局、环境要素、传统技艺、民俗文化

和历史名人6个项�层面分别进行环境��

�修缮历史建筑李氏宗祠，清理垃圾和部分

�貌���、文化挖掘�挖掘出堆�米酒酿

造、台湾抽�画�驱李仲生等文化名片，�

动产�发展，扩大影响力�与景观提升�基

于文化线�的南粤古驿�与古村、绿��动

发展�[30]。

湖北省黄陂区�堂村在2014年作为�丽

乡村建设试�时�成了村内的�体规划，建

成了��、污�管�、�共活动场所等的基

础设施和�成房屋�面的�造�2017年起通

过挖掘文化��进而发展乡村��的乡村振

��径，成�景区并连片�发，在原本荒芜

的地上种上不同时�的鲜�，约有66.7 hm2，

建成乡村民俗文化��街和康居养老生态

村，村庄�貌极大�善，��成为乡村振�

的“武汉�板”[31]。

浙江省W镇JL村在2003年浙江省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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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示�、�村�造”�程中�成了基础设施

建设的提升�作。此�将村内的宅基房进行

�造升级，打造景区，建设景区内的�面和

墙面，�面�宽以及外�面�造。2017年，

JL村成功创建成为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建

设内�是围绕���配、导引�统的提升。

通过建设景区的方式，�动��下乡，加大

乡村建设力度，从而�面乡村振�和�进�

��发展 [32]。

南京江宁区的�乡村振�战略规划实施

报告�2018 -  2019年��，是江苏唯一成功��

乡村振�的典型��。特色��乡村试�村

为�区确定的发展方�，因地制宜打造了古

村复�型、��文创型、特色��型等不同

类型的特色村。江宁区乡村建设从“�”及

“面”，建设了一批以黄龙岘为代�的升级版

�丽乡村，建成财政部首批试�示�溪��

�综合体，�展观音殿等7个省级特色��

乡村建设 [33]。

�一时期乡村实践的典型特�：�1�乡

村景观实践以��的建设形式存在。�2�该

阶段建设�度由以�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为

模板，��借鉴的“求�”发展�乡村振�

中各乡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挖掘乡村历史

文化、寻求地方特色的“求精”转变�建设

层�由建设的“单一�”转为“体��”，由

�丽乡村中只关注乡村的��化，盲�模仿

典型乡村甚至�搬城市绿地模式逐渐转为乡

村振�中建设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

位一体的�统建设�程。�3�该阶段逐�形

成了实施层面分区、指导层面分类的乡村景

观实践建设要求。建设�围由原来的重“�”

�进转为“由�及面”的片区�发，建设内

�也多从乡村本底的发展现�、区位条件、

��禀赋具体分析，�了对硬物质环境��

�、建筑、空间格局、环境要素�的�造升

级外，还��了对软特色文化�民�民俗、

传统技艺�的挖掘和景观�用。通过分类

别、分层�的分析对乡村景观实践进行精准

化和体�化的�造升级。

2 发展全过程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发展阶段的�理不难发现，乡

村景观实践发展是各阶段乡村建设的“补丁

�统”。以提��村生产力为发展重�的乡村

建设，在面对乡村快速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

的乡村环境问题，产生并逐�发展出了乡村

景观实践相�的建设行为。乡村景观实践逐

�实现由�期无景观��的行为萌芽、有�

�的景观行为发轫到体�化乡村景观实践的

发展演进过程。

2.1 乡村景观实践行为无序叠加，系统冗杂

赘余

在2005年社会主�新�村建设�，受

政策影响乡村�式拉�了乡村景观实践的�

幕，��近20年，乡村面临的环境污染、

生态�统超负荷、��发展单一等问题，使

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从不同��层面和�

�探索乡村景观实践模式：有的强�乡村景

观实践�动地方��，�产��集型、乡村

��、乡村基础设施�有的�重于保护乡村

历史文化��，��善传统村�名�，传统

村�保护发展规划，省级四部门做文化技

术指导�有的�焦�善村民生活环境，�乡

村清洁、�丽乡村、�丽休闲乡村。�一种

理�和政策提出�是为�决当前特定问题，

��与�体政策方�的��基��然存在�

异，从�断面来�，各个时期的政策指导犹

�“补丁”，不同的片段连接、叠加、交叉，

�然会造成�统的冗杂赘余，发展���

降低。

2.2 乡村系统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和复杂

性，体系协同低效

由于乡村自�的禀赋��基础各有不

同，中国各地乡村发展不均衡，��欠发达

地区乡村建设多偏�建设��生产和生活类

基础设施，乡村历史文化景观易�忽�。同

时，不同于城市绿地，各地的乡村景观不�

存在�善人居环境、生态�统保护和历史

文化保护的直接要求，还存在�进乡村生产

力、�动乡村��发展的间接要求。各村现

存条件的不均衡�、发展�重及过程的复

杂�使乡村景观实践所�要建设的内�、�

度和层�变得难以界定。同时，国�和地

方对于乡村建设有多重要求的复杂�，因此

对�个乡村进行�统化的乡村景观实践�要

体�的�度�同。尽管设�了国�乡村振�

局，�一方面�然��相关�法的固化、细

化、实化，在顶层设计中也�少将�及乡村

景观实践的��绿化、建设、文物、环保、

��、��等多个部门�合的实施部门，顶

层设计的未�化造成了管理和实施上的混

乱�另一方面，各个职能部门����，�

�度低，甚至�能出现重复设计造成��的

浪费和管理的混乱。

2.3 相关政策横断面的不完善性和乡村农民

主体的被动性

乡村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生产

为�的的乡村发展�所以得以成功，是因

为�庭�产承�责任制政策的顶层政策强

势实施以及��近30年��政策保障。然

而，自2017年12�中��作会�提出的要求

到2050年实现乡村�面振�，有关乡村景观

实践的��政策没有具体�法从而使实践

无法��。��，�国�乡村振�战略规划

�2018 -  2022年��中乡村景观实践涵�在统

中国乡村景观实践发展历程梳理（1949  - 2022年）      杨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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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城乡发展空间、优化乡村发展�局、分类

�进乡村发展�三个子�统��，在此基础

上提出传承乡村文化、休闲��、乡村��、

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小�要求。�不论鲜见

配套的实施体�和技术支撑体�，其中�一

类子�统、�一种功能下�及的乡村景观实

践内�相对细碎，不够�焦和�善，��相

�的综合�支撑。

发展过程中乡村景观实践的�度和质

量，关�到作为直接�益者的乡村�民。在

乡村景观实践的过程中，多是自上而下的各

级政府、各个职能单位或是专�景观从�者

的景观行为，�少重��民�一主体的�见

与�法。�民无法成为乡村景观实践的�与

者和受益人，�场极其�动，乡村景观实践

发展实施效率也势��低。

3 应对乡村景观实践发展的思考

3.1 从“模式”思维转向“定制”思维，乡村

景观实践发展多元化

以往乡村景观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多以

优秀乡村示�村、示��作为模板��，其

�各地区各乡村不顾地理区位、现存环境、历

史文化�景的区别多进行盲�模仿、借鉴甚

至�搬。�丽乡村的十大模式某种程度上�

进了乡村模式化建设，各个乡村不�决村庄实

际存在的问题而搞面子�程，��的�果�

然是乡村景观���重浪费，甚至是以出现

新的问题为代�。单一求�和模式化导�特

色丧失和���格的绝对同一，因此�更加

关注各乡村现存具体问题从而“对症下药”，

定制建设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观�格。���

要有多���维和�面�考方式，并�在乡

村景观实践的方�、内�和重��坚�问题

导�，从“模式化”的外在求��一�定的惯

��维中��出来，对乡村的地理人文、区

域�况、气候气�、��特色等方面进行�

面��的研究，�断面从静态的当前问题分

析到关注其乡村景观实践发展的过程，把握

乡村面临的突出景观问题和发掘其�埋没的

景观特质，定制个�化景观实践方�。

3.2 从“粗放”思维转向“精细”思维，乡

村景观实践发展体系化

在当前乡村振�的国�战略导�下，乡

村景观实践内�体现在�体指导要求中，并

无详细的具体指导规划。因此，乡村景观实

践的发展�要建�健�层�更具体、类型更

多�的精细化发展体�。政策上精细化定

位，对于乡村景观实践的相关要求则�要设

�具体固定、细�、实操�强的法规，��

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更能�进�面实施乡村

振�战略的顺��进。同时，在保�现有各

相关部门的前提下，强化��绿化部门对乡

村景观的��普查、规划、建设的统筹与�

�，避免以往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强化

职责，突出重�，避免各部门相互干扰。并

�将各级发展体�的框架�善，对具体建设

内�有所�重的法律法规体�保证了政策的

�善�和实施的连��。

4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以�出乡村景观实践

是一个复杂的�统，其发展、规划与实践�

过程�要�决体�化的宏观框架，也要克�

层层存在的技术难度。��问题是�决因政

策、理�导�乡村景观实践承载了不同时期、

不同发展��而造成的乡村景观“模式化”

单一求�、见缝插�型建设“补丁行为”的

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不同阶段乡村为�决各

类乡村问题分类制定、构建了乡村的发展方

�与存在形态，导�乡村景观实践并不“�

统”。归纳出乡村景观实践对于�决各类乡村

问题时所具有的共�，重建一个简明的�统，

依靠�统中各要素的交互�，提升�统的综

合效能，多��地�决乡村问题，是乡村景

观实践发展��最关�的问题。

注：文中表格由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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