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广州市南沙新区
乡村规划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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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被评为

国家级新区后开始编制一系列的城乡规划．

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和建设阶段。在

即将开始的高速发展时期。南沙新区的村

庄该何去何从?是被动融入城市．还是保

持原有乡村风貌?本文从背景研究、乡村

居住空间现存的问题分析着手．以南沙新

区美丽乡村新兴村为例。从规划编制方法、

土地制度研究、空间规划等方面．阐述如

何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提升村庄发展活力．

保持村庄原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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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2012年南沙区成为国家级新区，定位为

国家粤港澳合作和新型城市化综合示范区，

珠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枢纽性城市，这

意味着南沙新区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体制、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延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城镇化必将改变南

沙新区城乡空间格局，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也将更加突显。此时

最关键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城镇化能

否让农民的生活更美好?因此，南沙新区迫

切需要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

1．2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

中共十八大提出：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中，城乡发展一体

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

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

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

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在我国城镇化率突破50％之时，提出应

坚持因地制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从实际出

发，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突出农村特色，弘扬传统文化，有序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此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已经承载了亿万农

民的新期待。南沙新区也以此为契机，全面

展开新一轮的村庄规划。

2当前南沙新区乡村居住空问营造

与现状存在的问题

南沙新区早在2008年就已经实现了村

庄规划全覆盖，但是村庄近几年的发展效果

却差强人意。村民的居住生活空间仍存在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缺乏、

村容村貌亟需改善等问题，这些都与南沙新

区的发展要求极不相符。

2．1村庄规划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早期村庄规划均有注重公众参与工作，

成果都是在开展了入户访谈、问卷调查、座

谈、规划公示等公众参与程序后完成，但为

什么规划仍是纸上谈兵，无法落地?笔者认

为原因有二：一是规划成果更多的是充分迎

合政府意图，并没有很好的兼顾村庄发展需

求及村民居住空间要求，导致村民诉求无法

落实，引发村民对规划的反感；二是广泛征

求民意，在未全面摸清村庄实际人、宅、地

等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在完全不考虑全区发

展定位的基础上，一味满足村民诉求，增加

大量村建设用地，超出了建设用地总规模。

这些都导致村庄规划脱离实际，难以落地。

2．2忽视土地制度研究。落地困难

农村土地利用粗放，农民建房需求强

烈，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张，土地供需矛盾

突出。建设用地规模的限制导致面向落地实

施的村庄规划不能满足村经济发展及村民建

房需求。而传统的村庄规划只注重空间规划，

塑造空间整体形象，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

宅基地管理制度的研究往往一带而过，使得

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村民建房、

集体经济发展不符，失去了空间营造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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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从而导致规划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村

庄规划已演变成为政府与农村有关集体土地

如何开发的谈判博弈过程。它不再是技术上

的争论，而是涉及农村土地的一系列法律或

政策上的反思与调整。

2．3缺乏与相关规划衔接。实施困难

目前的村庄规划大多缺少上位规划的指

导，更是通常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不相符合，这使得村庄规划往往脱离于

城市规划，导致村庄发展定位、村建设用地

规模、村用地布局等与相关规划出现矛盾，

这不但使得规划落地困难，更造成了村民住

宅以及村留用地报建等行政审批的困难，使

得村庄发展杂乱无章。

2．4忽视村庄体系规划，缺乏分类指导

南沙区的城乡空间关系分异明显，在

现有建成区呈现破碎化且不成体系的城乡混

杂、各自分散发展等状态。而在大部分未建

成地区则仍然保留着景观十分优异的岭南水

乡特征的条状农业村景观。因此南沙城市化

过程更是形成了多样性的空间特征，外部环

境动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南沙新区整体空间

格局的形成，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乡村的发

展。然而早期的村庄规划因缺乏上位体系规

划的指导，未分析各村特色及区位，造成千

村一面，不但不利于城乡一体化，更是限制

了村庄的发展。

3建设美丽乡村居住空间方法策略

如何做到既满足南沙新区的发展需求，

同时又保留岭南水乡“条村”特色，成为南

沙新区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要使村庄在限

制中求发展，只有通过制定相关土地和建房

政策，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合理布局空间资

源、整治村容村貌、规范建房等一系列手段，

才能真正改变农村居住空间，实现城乡统筹。

3．1加强土地制度研究。真正满足村民

需求

南沙新区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低碳集

—————1

——————————一

J二业b司区十地集约式布局

图1三种用地集中模式

约发展背景之下，在有限的建设用地规模的

基础上，为了城市的发展，原有粗放的土地

开发模式必须向集约高效型转变，部分村建

设用地将转为城市建设用地，这不可避免的

与村民建房及村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形成了

根本性的矛盾。本轮南沙新区村庄规划将采

用以下方法解决矛盾。

3．1．1采取建设用地规模镇(村)域内

平衡方式

建议制定灵活的土地管理政策，统筹考

虑全区各村的经济发展用地需求，在总建设

用地规模不突破的前提下，采取建设用地规

模村域内或镇域内平衡的方式，统一建设用

地位置的调整，从而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限制。

3．1．2通过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和改造，

挖潜存量土地，控制增量

南沙新区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建设用地规

模不足，同时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又极为严重，

因此以盘活农村土地资产为手段，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首要目标。

可以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采用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用地置换政策，结合生态环

境治理、农村居民点改造等方式，对散乱、

废弃、闲置以及低效的村建设用地进行整合、

复垦，推进产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

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促进城乡用地布

局调整和结构优化，以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

平(见图1)。

3．2制定分类指导体系。营造宜居乡村

居住空间

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和各村特点，

按照“分类发展，分类管理”的思路，在与

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等规划相衔接的基础上编制村庄布

点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分类、数量、发展目

标等，提出不同类型村庄差异化的发展指引，

统筹安排各村序建设用地规模．村庄丰要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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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城中村、城边村、远郊村和搬迁村。

城中村指位于城镇建成区内，生产和

生活方式基本城镇化的村庄。此类村庄受

城市化影响较大，建议纳入城市空间体系，

作为城市向乡村传递高标准公共管理、服

务的基点，以及乡村集中发展城市职能的

空间。建设以新建、改造相结合的方式，

逐步推进基础设施水平、空间环境品质、

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此类村庄不需单独

编制村庄规划。

城边村指位于城镇建成区外、城镇规划

建设用地内，生产和生活方式半城镇化的村

庄。此类村庄根据现状发展建设情况及受城

市化影响程度，可纳入城市规划或村庄规划

范畴，引导村庄逐步向城市发展。

远郊村指位于城镇规划建设用地以外，

生产和生活方式尚未城镇化的村庄。此类村

庄以切实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

境质量，保护村庄风貌特色为主要目标，单

独编制村庄规划。

搬迁村指位于生态环境敏感区、存在严

重洪涝灾害和严重地质灾害隐患地区、重大

项目发展影响区域内的村庄。南沙新区因城

市发展的需要，涉及8村庄整体搬迁，都将

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规

划设计，不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

3．3“五规”合一，使村庄规划真正落地

充分协调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村庄规划。首先在大规模推进城市

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将村庄发展融入城市

功能，严格落实村域内用于城市发展用地的

城市功能。而后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建设用地总规模下，在不侵占农保用地的前

提下，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南沙

新区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村庄规划均在同步编制中， “三规”相

互协调，相互论证，为村庄规划提供了一片

真正落地的土壤。

3．4强化村庄特色。保护乡村自然景观

和环境

南沙新区目前还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仍

具有“山、水、村、田”融合良好的岭南水

乡景观。因此，在考虑城镇化进程中，要强

调从村庄整体布局、河涌水岸沿线设计、村

庄建筑风貌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划控制，对于

沿河涌分布的村庄，不提倡大拆大建，保留

传统条村村落肌理，通过整治形成独具特色

的岭南水乡村庄。

3．5制定近期建设行动计划，推动村庄

规划实施进度

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

标，以符合村民实施意愿为前提，制定实施

性强的近期实施项目，将村庄规划转变为实

施行动计划，统筹安排村容村貌整治、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村民住宅建设、经济发展等

各类建设项目，同时根据项目实施可行性、

难易程度，合理确定建设项目实施时序，以

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4案例介绍——以南沙新区横沥镇

新兴村村庄规划为例

4．1村庄区位及现状

新兴村村域面积较大，拥有围垦而成的

丰富的耕地资源，有利于形成规模集聚效益，

且具有能代表南沙地区特色的“涌、路、村、

田”共生共存的空间肌理，是一个典型的传

统农耕型村庄。其位于南沙新区总体发展框

架中的中心城区内，距东部核心明珠湾区起

步区仅4公里，南部紧邻横沥镇区，南沙港

快速干线、京珠高速在其周边交汇，水陆交

通良好(见图2)。新兴村在南沙新区总体

规划村庄分类指引中属于限制型村，未来的

发展重点是限制增量发展，保护岭南水乡民

俗文化和建筑风貌，以生态培育、乡村旅游、

现代化都市农业等为发展方向，促进多元产

业发展。所以，本次规划将其定位为以现代

化农业种植生产为试点，带动以农业观光体

验、农业科普教育为主导的休闲旅游业经济

发展的都市农业型美丽乡村。

图2新兴村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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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城市的开发建设侵占了村庄部

分土地，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村庄已逐渐失

去原有的活力，土地不再仅仅是村民居住的

场所，更是农民从城镇化中获取利益的资本，

由此导致河涌边出现大量违法住宅，与此同

时村庄人口却在不断下降。所以这种逐渐蔓

延的涌边“宅基地”建设方式造成滨水岸线

封闭，传统水乡特色的生活公共空间正逐渐

消失(见图3)。

4．2“五规”合一。加快落地实施

村居住生活用地和村留用地是本次规划

的重点内容，在与相关上层次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充分衔接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村

居住生活用地和村留用地，以保障用地的落

地。同时根据南沙新区产业发展规划，与周

边产业集群相衔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产

业互补功能，实现村留用地与城市互动发展，

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大力推进“一、三产业”

相融的多元化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4．3村庄空间布局几大重要方面

由于城边村特殊的地理区位及受城镇化

的影响，生产方式将逐步转变，由此促使生

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将可能形成不同的居住

空间。因此，本规划不再是依照传统观念，

图3新兴村“条村”特色现状图

使村庄完全按一种发展模式生存着，而是在

充分遵循村民意愿的前提下，营造两种不同

的居住生活发展空间。近期建议以限制增量、

征转土地为主，远期结合城市空间发展逐步

开展空间改造，形成对城市发展的空间和服

务支撑。

4．3．1村民住宅建设模式

本次规划在充分征询村民意愿的基础

上，制定两种村民居住空间，一是继续保留

沿河涌边的现状村民住宅，同时控制农村居

民点生长边界，不再安排插花地建房，保持

条村特色，留给村庄呼吸的空间；二是新增

分户采取集中居住方式，考虑到新兴村未来

仍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为延续农村地区农

业特有的生产、生活关系，以“非统建、独

立式住宅”统一安排在紧邻横沥镇镇区的村

域范围内，使之与镇区共享公共服务设施(见

图4)。

4．3．2环境整治

环境整治以改善提升村民生活环境品质

为目标，主要包括建筑风貌整治、河涌环境

改造、巷道空间整治、休闲空间营造、特色

节点打造五大内容。利用河涌两岸空闲地、

现状渡口、风水树、废弃小学等资源进行环

境综合整治，改造成为滨水活动场所；在征

得村民同意后，对危房进行拆除，拆除后腾

出的用地用于村开放空间建设，美化村庄环

境，不再新增住宅；开放空间用作小街头绿

地、休憩场地、健身场地等用途，最大程度

满足村民日常文娱、康体需要(见图5)。

4．3．3相关土地政策建议

建议采用的相关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几

种：(1)将位于规划为公共绿地的现状居

民点用地置换为务工地区的城镇住宅，或执

行增减挂钩政策实行集中居住，将多出来的

图4村域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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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作规模化农业经营。(2)村庄手

工业、加工业、畜禽养殖业等产业宜集中布

置，且尽量靠近镇区或者工业园区布置，以

集约利用土地。(3)对新增分户，鼓励逐

步推行公寓上楼集中居住方式，将腾挪出来

的土地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景观绿化等村民

公共活动空间，同时对腾出用地美化村庄的

村民进行奖励，以鼓励更多村民参与村庄美

化活动。

∥《躐
鞠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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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主要节点整治效果图

表1近期实施项目计划(仅列举部分项目)

4．3．4近期行动实施计划

本规划根据《广州市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工

作绩效考核办法》确定的考核项目，结合村民

实施意愿，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为

目标，制定近期实施的项目计划(见表1)。

5结语

本文希望通过新兴村村庄规划案例，为

大多数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提供一个乡村

居住空间营造的方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

表辨文化广蠕平硼
l^o---4叫●●■椰-¨__

■ 2㈣ 5-●sj-蚺_t^蝴■-●础¨--fi．峨蝴●●t-_栩l哪-脚t啪^
倒，⋯～·- 淼：：：。：篆盖：：：：：。：：：慧：=：=：o—“”

项

序 目 项目
建设内容

项目 计划实施 建设 概算
资金来源口

类 名称 规模 时间 主体 I万元)丐

型

农耕文
沙头东街。进行地面

美丽乡村
1 铺装、增设反映农耕 约1206m2 近期2013—2014 镇建设办 30

化广场 建设资金
文化的景观小品等

沙头东街与三角州涌

相邻处。对现状建筑

社区中 按照传统岭南建筑进 美丽乡村
2 约1574m2 近期2013—2014 镇建设办 39

心广场 行更新改造，对广场 建设资金

进行铺装、景观小品

特色 完善

创建 三角州涌。对三角涌
项目 滨河游 的岸线空间进行改造 美丽乡村

3 约660m2 近期2013—2014 镇建设办 26
憩公园 整治。形成提供休憩、 建设资金

亲水的公共空间

上横沥水道处．对现

渡口 状渡口进行场地铺 美丽乡村
4 约750m2 近期2013—2014 镇建设办 19

码头 装、绿化、设施完善 建设资金

等

位于中环路与横沥镇 美丽乡村
5 牌坊 1处 近期2013—2014 镇建设办 100

镇政府相接处 建设资金

道路 新建村 在埠盛街新建村级主 450m(长)
6 近期2014—2016 镇建设办 100 区、镇财政

通达 级主路 路一条 X 6m(宽)

无阻 现状桥
五顷桥

38m(长)
7 化 梁改造 X3m(宽)

近期2014—2016 镇建设办 79 区、镇财政

7一小城镇建设
乞-一口o<o—o口暑03．t

o啼∞暑∞一一。一一～o∞扣一o{3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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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思考和解决。乡村居住空间的营造

涉及多方利益，当前的土地制度似乎也在逐

步走向利于农民的一方，但我们一直鼓动村

民集中公寓上楼的方式改如何推行?中国村

庄传统和文化又如何与城市融合?这一切除

了通过村庄规划手段外，还需要制定更加完

善的制度体系以及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才能实

现。“只有真正解决了城市化问题，中国所

谓的和谐，才可能有一个开始。”■

的路径辨析——渐次性改良还是彻底的重构．城市规

划．201 0，3412)：36—37．

【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南沙新区城市总

体规划(2012—2025)[z1 2013．

【3】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村庄规划编制指引(2013

年)Izl．201 3．

【4】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广州市南

沙区美丽乡村新兴村村庄规划{201 3—2020)[z]．201 3．

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张燕玲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1】魏立华，刘玉亭，黎斌．珠江三角洲新农村建设 王巍广州市规划局南沙开发区分局

【上接32页)

要紧密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生活这个永恒

的主题，再现自然的美好、人性的伟大和

生活的安逸。

规划提出熔铸院落毗邻、炊烟相生、情

景交融的“文化院落”主张，期望从规划布

局、空间结构到景观设计，创造一个既能展

示历史记忆、又可反映村井生活的空间载体。

本规划中以王十朋老宅和状元手植树及周边

场地为基础，构筑“文化院落”的核心院落，

由此沿着状元街向东西两侧扩散，形成五大

院落的空间结构。以王十朋老宅和状元手植

树为核心的“文化院落”是一个“历史记忆

院落”；向东以孝感井为中心晌“文化院落”

为“村井生活院落”；再向东以洗砚池、梅

溪书馆为中心的“文化院落”为“历史记忆

院落”，也是入口院落；再向北，沿着梅溪路，

在王十朋纪念馆区域形成历史记忆的文化院

落。核心院落向西一直到梅溪村西口，形成

“村井生活院落”。

5．3提炼文化符号。塑造品牌

利用符号意义创造价值和知识产权保

护，是构成创意产业的重要核心元素。因此，

提炼文化符号、塑造品牌也是开发利用历史

文化资源创造价值的一种重要模式。

王十朋景区规划创造以“状元故里、左

原诗境”为主题的历史名人古迹纪念旅游拳

头产品，整治历史环境氛围，建立一套具有

王十朋状元故里文化旅游产品的自我识别系

统。充分利用内涵丰富的王十朋遗迹、历史

事件、生甲事迹和诗集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提升状元故里人文旅游活动内容的丰富度，

确立王十朋状元故里景区在浙江省旅游市场

的地位，在旅游管理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大

众心目中树立有别于其他风景区的“人文旅

游”品牌形象，使其成为温州市甚至浙江省

旅游市场上的名牌。■

参考文献：

⋯(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

【2】史晓云．试论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平面

设计——以琅琊山度假村平面设计方案为例．东南大

学，2008．

【3】饶晖．洪杰．卢波．江南水乡小城镇形象特色规

划——以苏州同里镇为例．安徽农业科学，2009(33)

【4】厉无畏．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文汇

报，2010(6)．

作者单位：温州市民用建筑规划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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