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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grow,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ir own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increasing. At this stage, the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is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China’s de-
velopment stage, and there is generally a gap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this difference in connection is more obvious in rural con-
structions.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rough some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design projects that they participate 
in, it can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s for the subsequent project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construc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develop related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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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壮大，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要求也随之不断提升。现阶段，农村居民素质
受中国发展阶段水平影响，普遍存在新事物与旧事物的一个衔接差，这种衔接差在农村建构筑物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通过自身参与的一些村庄规划及建构筑物的设计项目来展开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后续参与农村建构筑物的项目上能提供相
关的参考，以求更好的展开相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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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中国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城乡重要发展要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要建

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2020 年 5 月 2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 2020 年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0 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现

阶段，中国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村生活水平及生活环境

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舒适度及对个人的

感官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新生代在大城市的所见所闻，更对

农村以往固有的生活环境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浪潮，对现有

建筑改造或重新打造具有迫切的需求及实际想法，从而一种

所谓的“农村小别墅建筑设计”在悄无声息的萌芽了。由此，

设计观念在农村开始蔓延开来。

2 农村建设现状

2.1 新农村规划情况

自 2008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

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以来。中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与突破。中国大部分村庄基本完成了第一轮村庄整治规

划，在建设选址上得到控制，政府在有关用地审批上更为谨慎，

使新建构筑物更具有一定集聚性，趋向于围绕中心村及镇区

边缘集聚化，基础配套设施得到更大的完善且得以充分利用，

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1]。

2.2 现有的环境状况

现有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对物质需求也随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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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对居住条件要求也出现了各自的想法。原有建筑物

随年岁的更替不断的老化陈旧，为跟上城市化步伐，对于现

有的建筑物进行改建或新建便有更为强烈的需求。村庄规划

缺乏具体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具体的单体建筑物设计，致使

农村建构筑物出现了一种参差不齐的情况，使用功能形态各

异的建构筑物。对村庄整体发展影响较大。

2.3 农村生活水平

20 世纪末，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达到小康水平，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8000 元。过去 20 年中国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收入增长了 3.5 倍，其中近 10 年增长 1.6 倍，到 2000

年为 2253 元。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家庭可支配收入空间不断上升，用于新建房屋及修建配套设

施的可支配资金越来越多，用于家庭置业及新建房屋的现象

越来越普遍。

2.4 农村现有房屋建筑设计存在问题

（1）受传统观念（为置办酒席考虑、格局方正等）影响

忽略主观个性意见，同时忽略建筑本身的原有性质及自身的

审美意识，建设观念陈旧，缺乏科学的布局理念，未能体现

出建筑设计的专业性。

（2）农村在建造住宅时选材单一，房屋结构传统。在

90 年代以前房屋多采用黄泥填充夯实墙体，上部采用泥瓦木

质结构，后期一般采用烧结砖砖混结构。该类建筑抗震性能

及防火性能较低，并且建筑外观及造型都难以突破结构受力

体系，造成建筑在空间上的变化较为局限，导致建筑形体单一。

（3）农村建筑具有占地大，建筑面积体量大的特点，但

在建筑空间布局、使用合理性、功能连续性、空间私密性较差，

将客厅空间做的较大，厨房及洗手间等附属用房单独划出主

体住宅区，楼梯均采用传统布置于建筑尾部，房间伴于两侧

的布置格局，进深及长度方向均采用规矩的平直面，缺乏建

筑形体流线美感 [2]。

（4）农村建筑能源浪费较为严重，缺乏相应节能设计，

传统布局形式导致围蔽空间布局较为刻板，变化形式少，房

屋客厅进深及楼梯位置选择不合理导致自然采光系数不均衡。

农村建筑设计受当地选材局限，大批量采用烧结砖作为主要

的承重体系，导致耕地、林地及山地植被破坏较大。农村建

筑占地面积及整体都较大，但空间布局形态局限不合理，造

成相当大的空间浪费。

3 深化农村建筑设计理念

（1）应丰富农村建筑选材类型。例如，如钢材、钢筋混

凝土、新型建筑板材、轻型填充砌块等，采用较为灵活的现

代型结构设计体系，如钢结构体系、预制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等，加强农村自建房的设计，结合整体村庄规划布局，

及农村规划风貌，结合片区景观及周边环境做出相应的单体

建筑设计，在房屋建设以及装修方面，应做理性的规划，房

屋的建设和装修方式应根据周边环境做相应的融合协调处理。

房屋外观造型及装修风格应结合周边地块建筑物做统一设计，

不盲目照搬城市建筑风格、不随意仿建古建筑形态，深入理

解建筑使用性质，避免建筑形态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在房

屋外观与居住环境应整体协调，装修风格与建筑性质相匹配。

建筑外观及装修风格应充分融合现代建筑设计风格，做到不

失时尚，不失现代感。

（2）农村建筑在规划选择上应选择合适的户型，布局应

合理化，应根据农村个人的使用习惯及住户需求展开不同的

单体设计，优化现有传统建筑的功能布局，将原有的附属用

房纳入到主体建筑单体内部统筹考虑整体布局，提高空间使

用率，对建筑的开间展开合理优化设计，避免进深过大、开

间不合理、用房采光过暗等情况，从整体性能上提高农村建

筑的使用功能。

（3）农村建筑不仅要满足农民的生活起居，还要满足一

定的生产功能要求，如有些家庭人口众多需要更多房间，有

些需要日常劳动的农具、器具、农产品存放的存放，有些需

要满足出租使用等。因此农村建筑的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多样

性，在对农村建筑的设计时应考虑到使用者对环境的要求，

同时应根据各个空间的使用性质并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环

境需求来进行合理布置。

在进行建筑内部设计时，应深入了解使用者和农村的使

用习惯，按公共空间及私人空间的方式对建筑的空间进行有

效分隔。根据人员的运动行径划分活动区及休息区。客厅的

面积要适中，卧室通风采光性能应该应较好避开暴晒方位开

窗，洗手间应避免设置阳光暴晒且通风的方位，厨房应避开

人员交织密集便于油烟排放且不易倒灌油烟的场所，各个使

用空间的开门方向及连通方式应根据室内家装布置情况设置，

生产农用房不进入生活空间内部，楼梯间应设置在人行交通

交织且行径短便于使用方位，使建筑室内空间在使用流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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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既能满足建筑在使用功能的连续性又能满足空间的私

密性，屋顶应采用隔热措施处理，避免室内空间出现闷热现

象 [3]。通过以上措施整体提高建筑的生活舒适性。

4 新型农村建筑设计理念实践

4.1 传统建筑设计理念与现代居住建筑设计理念相
结合

在农村传统的居民建筑构造元素都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息

息相关，并且带有一定的时代、地域特色，在进行农村建筑

设计时，我们应从建筑造型、装修风格、空间结构上、使用

功能等这几方面将传统观念与现代设计观念相融合。建筑造

型及装修风格需要吸取传统民居装饰元素中的精髓，总结民

居装饰构成元素的深层文化意涵，将传统居民装饰元素与现

代的“新农村”建筑规划设计理念进行有机结合；在空间上

应保留原有的传统空间需求，在原有的空间组织形式下融入

现代建筑的空间设计感，如优化各个开间的空间面积，对楼

层间进行适当的错层、镂空跨层设计等；在使用功能上结合

传统的设计格局、空间使用功能进行细化，在保留原有的传

统风格上融入现代人的空间使用习惯，如将家庭私密活动空

间从传统的公共与私人合用客厅的空间里分离出来设计，起

居室与公共客厅中分离出来，将卫生间、厨房等附属用房收

入建筑主体内统一设计，在主卧内增设洗漱间等设计。将传

统的生活习惯与现在生活方式及空间理念形成一个融合，对

建筑的空间进行整体的提升。

4.2 设计过程中加强沟通交流与方案讲解

在开展农村建筑设计时，应深入了解户主的使用情况、

家庭情况（成员构成、经济情况等）、个人的使用需求，结

合户主的空间设想及对建筑效果期望值，先进行意向性设计。

从建筑设计的专业角度出发再结合户主的意向设计，进行方

案的解，融入户主的传统使用观念，在此基础上满足传统需求，

再结合现代空间设计做深入的优化，将零散、传统的观念进

行创造性的串联。

农村居民设计意识普遍偏低，但随着农村建设工作的推

进，社会的发展，城市建筑功能的格局慢慢渗入农村，根据

对城市建筑的亲身体验比较，农村的建筑设计观念也在逐步

的发生改变，农村的建筑水平也发生了很大的进步。

在专业建筑设计中如何将现代设计理念在农村建筑设计

中得以实现，则成为农村建筑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在此过程中

就得不断的与户主沟通讲解，理解设计意图，将通俗易懂的图

纸进行深化细节，利用模型便于形象理解建筑形体，将各层的

模型进行细节肢解用于指导现场施工，方便于施工 [4]。在政府

层面把控审批程序，设立相关部门辅助农村建设，指导相关建

筑工程的实施，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避免有相关专业设计资

料而户主无法按实际实施的情况，深化农村建筑设计理念。

4.3 农村建筑设计的独特设计与创新设计

农村的建筑设计宜因地制宜，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地形资源、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地质资源，应体现农村建

筑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在展开独特性及创新性设计的同时应

遵循协调统一的原则。巧用善用地形地貌特征开展相关设计，

依地形设计，据地势建造，巧用溪流环境作依托进行细节景

观设计 [5]。在现代农村建筑设计中应结合现代节能设计理念

深化设计，提倡绿色建筑、环保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使用，

使农村的建筑体系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5 结语

在新一轮的新农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应该结合当地生活

生产需求，及当地的地缘风貌、历史文化及传统观念，将新

的设计理念及传统习俗因地制宜，做到统筹协调并能各方面

相融合的新型设计理念，在建设中不断的引进新思维、新技术、

新方法，在充分考虑建筑用材料、施工条件等因素的前提下，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自建房的现有弊端。加强政府的协调指导

力度，深入调研详细了解农民的最迫切需求，提高农村的生

活质量及幸福指数，与此同时尽可能做到实用性与美观性兼

具，建设出适合于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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