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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几个问题的思考 

熊 德 生 
(建筑城规学院) 

摘 要 六安地区位于安徽西部(皖西)，地处大别山北麓江淮之间。是著名的革命 

老区。它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地区，洪涝灾害几乎是五年两大灾，同时反复遭 

受着严重的旱灾、风灾、雹灾、虫灾。1991年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阴雨洪涝灾 

害。造成数百万间房屋倒塌和损坏，近百万人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重建家园工作 

是非常重要而紧近的任务。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为重庆建筑大学)技术服务团，在重建家园的规划设计 

中，始终坚持村镇建设必须打破那种零星分散，杂乱无章的格局，以规划为龙头，先 

规划后建设，以规划指导建设的原则；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要有战略眼光，要在结 

构上，安全上，布局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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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村庄布点要提高抗灾能力 

六安地区属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的地带，每年 

初夏冷暖空气交锋于皖西上空，副热带高压控制时 

则出现干旱，与冷空气相遇时则出现暴雨乃特大暴 

雨，由于地跨两带的季风气候，气候条件极不稳定， 

时空变化大，水旱灾害频繁，每两年一次较大的洪涝 

干旱气候出现。1991年有263个乡镇，2892个村， 

453．97j"人成灾，被水围困的村庄29579个，倒塌房屋 

l46．7万间，损坏房屋66．87Y问。雨水无情，水往低流 

是正常的自然规律，但皖西大地恶劣的气候条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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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理环境，自然现象也时常反常。现有的自然村 图l 光明村总体规划 

庄。多数是自发形成的，不少村庄的位置高程低，抗洪涝灾害能力差，加重了灾情，因此，如何 

提高抗灾能力，是规划布点中着重考虑的问题。 

1)选择地势高的地址建村 免受洪涝灾害的威胁。文安县丁集镇的光明村，原有自然村 

庄除东部较高地带未受灾外，其余平缓地带都未能幸免。规划将现有大I]~63个自然村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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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中并成5个点，布置在地势高，交通方便处，第二居民点址于高台，高出周围平地约3 m， 

提高抗洪能力，又靠近村内干道；第五居民点选址东部坡地上，不受洪水浸扰且靠近干道(图 

1)。安徽省试点村之一的徐家湾村，位于凤阳县城南的豪岸边，地势低洼，四面环圩，平均高 

程为l8 m，而豪河底部高程是l9 m，1991年六、七月份先后四次洪水袭击，洪水在三、四小时 

内就漫到房檐，屋脊。灾后规划新址的高程27 m，可摆脱水淹房屋之患。 

2)打庄圩建台，提高村基高程。有些村庄所处的区域地势平坦，且高程低，达不到抗洪 

涝的要求，规划采用打庄筑台提高村庄提高村庄高程防洪灾。如六安县新安镇的田墩村，将 

堤外村庄的庄基抬高以利防灾。霍邱县高塘乡的龚台村和龚浅村，两村平地高程仅2l m左 

右，与淮河底20 m几乎相平，多次造成洪水泛滥，1991年洪水水位23．7 m，水灾来时，庄台就 

成为村民的避难场所。规划利用原有庄台(高程27 m左右)扩宽建新村防洪。 

3)在农房设计上采取防灾措施。当村庄地势低而另选址或筑台又不现实时，可通过建 

筑设计来抵御洪灾。如寿县东津乡九里村，1991年内洪最高水位是24．45 m，1954年外洪入 

侵最高水位25．78 m，周围一马平川，迁移村址显然不行。村的规划方案是采用两层楼房加 

平台，房基垫高30 CITI，一层层高为3．3 m，二层楼面高程26．8 m，这样就可避免洪灾的威胁。 

通过提高农房等级质量、增加层数、防灾措施的村庄较多，就不一一列举。 

2 合理并村加速农业现代化 

六安地区的自然村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反映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分 

散零乱的特色。据对30个村现状分析，现有人口55269人，分布在924个自然村中，平均每个自 

然村约60人，最大的约1000人，最小的约2O人左右。根据现有自然村庄的规模和分布，是不能 

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因农业机械是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田块长度在5o0～1000 m，宽度 

在50～150 m较合适。例如，栾城县根据机械和灌溉的要求进行方田建设，确定近期地块边 

长400 m，把全县原来六千多个地块合并成二千四百余块方田(平均扩大1．5倍)，但因许多 

自然村分布过密；而且凌乱，以致其中有l9．8 的村庄。阻碍一、二级道路。 

要满足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村居民点将随着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趋向集中，如日本1920年到1975年的50多年 

间将12161个村庄合并为1613个，约7．5个并成一个，苏联 

在70年代的l0年间，好将49万个农村居民点并成l4．3万 

个。但是集中的程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国 

农村居民点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已逐步由分散零 

乱的自然村庄，有规律的适当集中逐步向农业机械化的 

要求靠近。(图2)如寿县店乡的柿园村布点规划将58个自 

然村并成6个居民点，沿道路布置， 交通方便，又利于机械 

化耕作，远近结合，布点合理。重建家园规划中，按照农业 

圈 中心村 

回 自然村 

日 道路 

四 界线 

现代化的需要，合理调整布局，适当迁村并点．将原有92 1 图2 柿园村总体规划 

个自然村并成245个居民点。居民点的位置尽量符合地块划分和道路布置的要求。合理并村 

后也扩大了耕地面积，据对规划的30个村，调整布点集中后，耕地面积平均扩大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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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理并村定点，加快乡村城镇化的进程 

乡村城市化是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所谓乡村城市化， 

就是城市和乡村融合，改变乡村落后状态，乡村和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其科学内涵是乡村 

人民和城市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经济增长的胜利；共同享用人类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科学， 

文化宝藏；无论在什么地方居住其生活都是无差别的。 

乡村城市化一般表现为两个过程，一是农村人口从分散的小村庄向大村庄和城镇集中 

的过程，二是农村生产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的过程。并村定点扩大农村居民 

点规模，不仅是现代化的需要，而且也是农民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求不断改善生活和文 

化服务条件(如商店、医院、学校、青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供电，自来水，硬面街道等)。而建设 

这些设施，只有在人口较集中的居民点里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村小，经济力量薄弱，公 

共设施建设投资负担重。据栾成县规模最大的村与规模最小的一些村作了比较，以自来水设 

备建设为例，按人口平均的投资在一千多人的小营村要比二千五百多人的大营村多花38 

的投资。 

赣田村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乡村城市化的例子。它位于温州瑞安塘下区104国道线东约 

6公里处。全村l040户，约有4300人。1990年工农业产值5060万元，其中农业产值60万元，占工 

农业产值1．2 ． 

乡村经济的发展，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不断 

完善，使村民过上了城市化的生活。人均收入1500 

元，接近上海农民人均收入l644．65元，超过了北 

京农民人均收入l261．1l元，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 

630元的2．38倍。更为重要的是超过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l387元。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及基础设 

施水平均超过或接近中小城市水平。重建家园规 

划的30个村的农民，人均收入在200~500元之间， 
属“温饱型”对生活、居住、娱乐都有一定的需求， 囵 自然材 囡  北 

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增多，逐步向“宽裕型” 图3 孙岗镇晓天村总体规划 

和“小康型”迈进。但是现有的设施极少，各村仅有一个简陋的村部办公室，小学、商业服务文 

化娱乐设施几乎没有，已不能满足他们生活的需求，更谈不上未来的要求。还由于规模小且 

分散，村镇体系又不完善，也不利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如六安县孙岗镇的天村，440户， 

l880人，散居在57个自然村庄内，平均每点7．8户，33人，村庄现有的分布，规模与村镇体系都 

不利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见图3)，谈不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合理的并村定点，扩大居民 

点规模，建立中心村居民点和基层点体系，才利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满足农村随着自给 

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由传统的自给性为主向商品性消费 

为主转变的要求。消费结构由单纯的“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转变的要求。 

规划应认真分析现状，着眼未来，规划的起点标准要适当高些。满足乡村城市化对农村 

生产方式、生活质量、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的要求，首先恰当并村扩大规模，规划将原有自然 

的村庄合并，平均d个自然村合并一个，人口规模扩大四倍多；其次，建立中心村和基层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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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3O个行政村，通过并村后总计245个居民点，其中，中心村3O个，基层村215个，平均一个中 

心村服务8个村；第三，在中心村配置较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中心村一般都设有村委 

会、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小杂货店、文化站(室)、青少年活动中心、敬老院、卫生院(室)、百 

货店、食品店、饭店、理发、综合修理加工及收购店；第四，建立合理的村庄内部用地结构。现 

有自然村庄内用地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住宅建筑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及公用 

设施极少，几乎等于零。合理的用地结构是满足小康生活的基本要求。提高居住环境质量及 

生活服务服务质量，必须调整村庄内部用地结构。规划参照国家(《村镇规划标准}1990年7月 

征求意见稿)及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提出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内容及深度要求，结合本 

村庄的实际情况调整用地的结构。使各项用地比例协调，满足生产、生活的要求，促进乡村城 

市化的发展。据对规划的2O个居民点统计分析：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建设总用地的7 ～ 

2O 的l7个．占居民点的85 。道路广场用地的比重，(19个居民点统计)，9 ～l8 ‘的占居 

民点总数的84．2 ，公共绿化用地占总用地的比重2 ---5 之间的l3个，9 ～l8 的占居 

民点总数的65 。第五，提高中心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标准。现有中心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标准 

极低。除村委会和小学外，个别村有一个小卫生室，极少的服务设施，其他几乎没有，与中心 

村的要求不适应，不能满足农民对生活方式改变的要求，更谈不上提高的需要，规划都作了 

补充完善，增设项目，提高标准(见图4)。 

图 4 松林中心村总体规划 

4 合理并村适当集中节约用地 

1．村部 

2．医疗 

3．文化站 

4．杂货店 

5．收购站 

6．小学 

7．幼儿园 

8．敬老院 

9．粮库 

lO．农机修理 

儿．理发店 

l2．公厕 

l3．广场 

l4．蚕场 

l5．农贸市场 

l6．住宅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土地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最重要的物 

质资料。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马克思、恩克斯选集》第二卷第109 

页)·但是人类在利用土地上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土地是自然生成物。是有限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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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它是不会随着人类的活动增加的；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土地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就我国来说，从1957~1977年的20年中，每年平均减少耕 

地2200万亩，从1977年到1981年的四年中，每年平均减少耕地1400万亩。其中，农田基本建 

设，乡镇企业，农民建房等每年平均减少耕地500万亩(其中，农民建房及院落占地即达400万 

亩)，可见，农房建设对节约土地影响极大，为此就要求我们合理利用土地和加强对土地的科 

学管理，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搞好村镇规划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措施。 

合理并村相对集中，节约用地。规划村庄的现状反映了小农经济的特点，村庄自然形成， 

分布的随意性较大，村内布置松散零乱，占地多，且用地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全。如谢圩村耕 

地59公顷(886亩)，人平耕地0．44亩(293 m。)村庄总占地d0公顷，居住1992人，551户，人平村 

庄占地200．8 m。／人，户平宅基地725．9 m。／户。公共建筑和绿化用地等于零，是极不合理的。 

规划调整现状用地结构，使它满足农民生活各种活动的需求。又如张墩村人口2012人。规划 

将44个自然村庄合并成6个居民点，居住2344人，651户，人均居民点建设用地88．1 m。，总占 

地20．65公顷，节约用地4d公顷。重建家园规划30个}~924个自然村庄，占地儿l0．07公顷，人 

均村庄占地200．8 m ／人，规划将924个自然村庄合并成245个居民点，占地683．67公顷，节约 

用地426．4公顷，原自然村庄占地的38．4 ，规划后人平建设用地l05．1 mz／人，平均每人节 

约建设用地95．7 m。。占现状人平建设用地的47．65 。据对26个村统计，人均耕地1．183亩， 

参照国家标准，人平耕地2亩以下，人均居民点建设用地不得超过l20 m。／人，(建设部制定的 

村统建设用地标准)。可见，只要统一规划，合理并村，合理的制定标准，既能提高生活居住标 

准，改善村庄面貌，又能节约用地，还能加速乡村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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