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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s increasingly perfect, and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lower than the spatial collaborative planning, which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overall deploy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unty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unty spatial collaborativ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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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发展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日益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限于空间协同规划是保证国土空间规划整体部署与实现的关键
所在。论文通过对县域空间规划存在问题，探讨县域空间协同规划的方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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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在村庄

规划中全面落实，并且响应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全域管控的要

求，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

振兴的通知》。通知明确了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土地利用

规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编制了“多规合一”的实用性

村庄规划。

2 空间规划的重要性

空间规划就是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各类资源进行规划配

置，从而实现空间内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乡村振兴战

略发展的背景下，空间规划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实现土地资源

的高效利用，进而实现各项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在提升

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空间规划的实施必须考虑人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和谐发展，既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保证满足环境保护要求的同时，

通过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益，对于区域内资源在开发的同时

更要注意保护，从而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高效环保的运用。

空间规划是通过可持续规划土地资源利用，从而提升区

域内资源利用效果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在乡村振兴战

略不断实施和发展的背景下，科学完善的空间规划体系能有

效地提升特定区域内资源利用的效果，在资源开发的同时最

大限度保护环境，推动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重点空间规划改革，“多规合一”

等项目试点工作有序开展，在新形势下，空间规划在乡村发

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政府

已明确指出应提高空间规划试点工作开展的重视程度，各级

政府也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空间特点和发展情况，制定适合

自身发展的空间规划体系，这对于各地方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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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域空间协同规划面临的

问题

3.1 国土空间规划对村庄规划技术的影响

传统城市规划以土地利用、功能布局、交通网络系统构

建为主；村庄规划以提升乡村环境和乡村建设为主；国土空

间规划以土地政策、农田改造等为主。在未来的规划中，三

者之间要融合，多规合理，以产业和功能为先导，以土地管

控实现政策衔接。从国土空间规划与乡村群建设的角度来看，

强调乡村间统筹发展，不再以单个的村域边界来作为规划的

范围，而是建立“乡村统筹单元”，在村际实现资源共享，

创立品牌，发挥联动效应。

3.2 空间规划编制不统一

各地乡村在进行空间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自身

情况，在实施方面的标准规范缺乏系统性，空间规划编制的

形式、内容等各不相同，由此不仅造成规划落实上的矛盾及

不便，同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空间规划实施使用效率较低，

完成后成果的效用也由此受到影响。

3.3 融合模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首先，具体的实现方法则会因差距产生原因的不同而不

同。例如，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就要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制度障碍；因一二三产业差异

导致的城乡差距，则要以市场为驱动实现产业协同，形成三

产互补、互为供求的产业体系。

其次，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模式的多样化还体现在乡村的

分化上。当前，中国乡村的分化日益明显，工业化乡村和农

业型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例如，一些工业化乡村在城乡互动

中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辐射效应，承接城市产业和服

务职能以及人才、技术的空间转移，实现了复活和振兴，已

由乡村转变为城市。

4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县域空间协同规划改善

策略

4.1 协调资源管理和利益分配

当前，土地资源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过度占用和滥用，在

2019 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

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上也提出：加快地籍调查，强化

证书应用。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所获得的成果

在规划、耕地保护及利用、执法等国土资源管理环节的作用。

通过何种方式对存量闲置资源进行结构调整，减少资源的滥用

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乡村振兴策略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1]。

4.2 开展特色空间规划

首先，规划制定和实施机构必须明确发展战略目标和实

施步骤，这些会为空间规划的实施提供方向，同时明确了空

间规划实施过程中不同层级机构的权限和职责。

其次，要明确空间规划实施的技术路线。通过结合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资源环境特征明确空间规划的技术路径，

梳理清楚各块规划范围特征，解决土地在规划使用过程中的

各项矛盾，结合信息技术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将各项资源数据

共享运营，并结合规划建设对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最后，对乡村中的特色资源要予以重点保护。很多乡村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承

载着乡村的精神，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一个乡村发

展的根本所在，因此在进行空间规划的过程中要着重加强历

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等产业，促

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2]。

4.3 多规合一，信息联动

县域乡村空间规划中各部门方案策略不一、上下层级管

制不衔接的问题，要想实现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必须深入

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政策，避免各部门层级之间管控不

统一导致的相互冲突。运用国家整体策略引导县域空间规划

格局优化，是县级政府科学合理地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的必

要手段。各部门层级之间相互沟通建立兼顾多方利益的协调

机制与统一管理平台，通过制定规划目标、发展定位、实施

战略等重大事项构建规划框架，进而形成各资源要素合理配

置的优化布局。同时，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应明确推进改

革的“减量规划”思维，树立“红线意识”，根据不同尺度

与层级空间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分级落实，并保持各个规划

的用地标准、生态红线与城镇边界等相统一 [3]。

4.4 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督，健全城乡要素市场运行机制

首先，要大规模地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的直接配置，继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打破行

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清理妨碍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措施。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还需要不断提升政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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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通过制定公平、开放、

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城乡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

最后，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困难也有

风险，为了防止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乡村环境的破坏、

文化的衰落、耕地的减少以及农民的基本利益受损，需要加

强统一高效的政府监管，守住防好农村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

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土地制度改革

底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筑牢乡村文化根基，重视和防

范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各类风险。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全面展开，中国村

庄规划已经转向了多规融合、多规合一的全新规划体系，面

对乡村振兴时代背景，还需要重视县域空间规划的合理性，

加强土地管理与城乡规划，切实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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