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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乡 村 景 观

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四宜”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the "Four Desirable" Strategy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摘   要：为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偏离所带来的问题，提出“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规划建设策略，以乡村景观的

乡土特色为策略依据，分析了“四宜”规划建设的内涵，借助AHP层次分析法及数学模型确定“四宜”策略评价模型与方法，得出

了“四宜”策略的各个指标权重，依托“四宜”评价的指标权重，结合乡村景观特色，提出“四宜”建设内容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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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 desirable" (desirable for living, production, tourism, and cultur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value deviation problems during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local flavor of 

rural landscape, the connotation of "four desirable" is analyzed. By means of AHP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four desirable" strategy 

evaluation model and method is built, and the index weights of "four desirable" strategy are determined. Relying on the "four desirable" 

evaluation index weights, and combining rustic landscape features,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strategy of "four desirable"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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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其深层内涵就是生态

文明建设，也是中国新农村不断深入建设的集

中体现。浙江省自从2010年提出《浙江省美丽

乡村建设行动计划》以来，努力实现了乡村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环境优良的目标[1]。美丽

乡村建设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体现为：农居建

筑从单纯地追求功能逐步转变为注重美感艺术

内涵；乡村特色产业逐渐兴起；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加大；乡村居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等。

但是，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也催生了一系

列新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美丽乡村建设价值取

向上的偏离：诸如直接运用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方法来解决乡村建设问题，而忽视了乡村中存

在的独有要素；“特色危机”蔓延，在居住方

式、建设风格等方面盲目模仿城市，抑或是模

仿某一固定模式如“安吉模式”，出现“千村

一面”的现象[2]；不合理的管理与建设导致了

乡村的生态平衡失调、精神家园消失；农村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等。究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美丽乡村建设欠缺专门的规划设计理

论及系统性的建设策略，缺乏科学的指导，建

设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就容易发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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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宜”策略的提出

现阶段，乡村居民对环境优美、经济富

美、景色秀美、民风醇美的居住环境的需求

日益迫切，这也恰恰是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宜文”的四方面需求，即

“四宜”。

1.1  “四宜”概念及含义

宜居，即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整合

各类用地之间的关系；完善村域交通、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具有乡土特色的生态

景观，营造洁净、优美的村容村貌环境。

宜业，即集中发展主导产业，确立产业

优势，并形成“一村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

经济格局，将特色产业与特色旅游进行有机结

合，为当地居民的创业就业拓展渠道，提高当

地居民的经济水平。

宜游，即挖掘乡村地域景观资源，营建具

有浓郁乡村特色的景观，提升“美丽乡村”的

知名度和美感度，带动乡村旅游第三产业的发

展与游憩空间质量的提高。

宜文，即注重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使“美丽乡村”纯朴

的民风、悠久的民俗文化得以展现，使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素质不断提升[3]。

1.2  “四宜”建设策略意义与目标

“宜居”策略主要解决乡村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欠佳的问题，改善村容村貌，切实提高乡村居

民的生活品质；“宜业”策略旨在提高乡村经济

水平，增加居民收入，在传统农业资源基础上注

入科学技术动力，促进农业资源由单一生产型向

多种经济形式的转变，形成“一产带动三产”的

产业新格局；“宜游”策略着眼于乡村生态旅游

业发展，营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人居景观空间，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事业；

“宜文”策略意为保护非物质形态传统风俗技艺

和物质形态历史文化实体，继承与发扬具有深厚

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

因此“四宜”建设总体目标是“规划布

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

风文明身心美”，具体为：从合理规划布局出

发，切实解决乡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等问

题，使居住的建筑布局、基础设施、公共空间

等更加科学合理；以创业增收为根本出发点，

切合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区域乡村特色的创意

农业、休闲农业等绿色产业经济；充分发挥乡

村在文化、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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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环境，使村容风貌自成一派、山水田园

秀美动人、民俗风情独有千古，带动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以文化传承和发展为根本出发点，

使传统技艺得以继承、历史古迹得以保护、优

秀文化得以发扬，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1.3  “四宜”策略的基本依据

乡村景观的乡土特色构成“四宜”策略的

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乡土特色可以理解为当地的

人为了生存和生活，在逐渐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形

成的对土地的开发及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是人

的生活方式在土地上的投影，具有地带性和规律

性。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导致乡村景观的许多元

素(如农作物、民居形式、建筑材料等)也具有明

显的地带性特征。乡土特色的基本要求就是“可

识别性”，可识别性就是在一定区域内，能被使

用者记住和认同的特性。可识别的景观形象具有

环境场所的社会意义，能够营造归属感与认同

感，让使用者有美好的情感体验，而特色鲜明的

空间场地是可识别性形成的基础。特色只须传

承，无须创造。因此，“四宜”策略须从“宜

居、宜业、宜游、宜文”4个方面去挖掘和发扬

乡土特色，离开了乡土特色，“四宜”策略也就

失去乡村本源的支撑。

2  “四宜”策略评价模型

2.1  模型建立意义

建立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四宜”策略

建设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它可以更好地分析

各个建设因素或景观因子的重要程度，也能

更好地分析乡土特色资源，从而得出美丽乡

村建设中的侧重点，为美丽乡村的科学规划

建设奠定基础。

2.2  评价模型建立

从“四宜”各个组成要素出发，本文参考了

多位学者在乡村景观评价领域的研究成果[4-6]，

同时结合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实践，运用层次分析

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对

“四宜”策略进行评价，具体见表1。

由 公 式 计 算 得 出 权 重 W 1 = 0 . 4 9 9  1 ，

W2=0.280 8，W3=0.140 4，W4=0.079 8，

即评价项目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权重值分

别为0.499 1，0.280 8，0.140 4，0.079 8。

一致性检验：通过层次分析法求出的权重

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证判断思维的逻辑一

致性，检验公式为CR=CI/RI。通过计算，“四

宜”矩阵的最大特征值max为4.000 0，矩阵

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0.90，CI=(max－

n)/(n－1)=0，则CR=0＜0.10，说明上述设定

的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7]。

同理可得因素层、指标层的权重值，具体

见表2。

2.3  评价结果说明

表2中，“宜居”排在第一位，宜居性反

映了乡村居民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不同地带性

的自然条件会演化出乡村居民在生活层面上的

差异，诸如村容村貌、村落空间布局、建筑风

格等，形成地域性乡村居住景观。其次是“宜

业”，宜业性强调的是乡村具有地域特色的农

林经济发展，它也是提高乡村居民生活水准的

基础。“宜游”是依托宜居、宜业基础上穿点

成线，应以地域景观资源为载体，展现乡村特

有的地形地貌、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等。宜文

性的权重指标较低，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当前农

村发展现状以及美丽乡村的建设重点。

3  “四宜”实施策略

3.1  宜居策略 

3.1.1  居住环境景观

乡村建筑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是

人与自然地理、气候、宗教礼法共同作用的结

果。诸如江南的老街古巷、沿海的岛屿石屋，

表1                      “四宜”策略评价矩阵

A F1 F2 F3 F4 权重 排序

F1 1 2 4 5 0.499 1 1

F2 1/2 1 2 4 0.280 8 2

F3 1/4 1/2 1 2 0.140 4 3

F4 1/5 1/4 1/2 1 0.079 8 4

注：F1为宜居；F2为宜业；F3为宜游；F4为宜文。

表2                      “四宜”策略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宜居 0.499 1 居住环境 0.666 7 空气、水体质量 0.271 6

村落布局及空间形态 0.221 3

绿地率 0.196 2

村容整洁度 0.182 5

建筑建设 0.128 4

道路交通 0.333 3 地理位置 0.438 2

交通便捷性 0.355 7

道路硬化率 0.206 1

宜业 0.280 8 特色产业 0.700 0 现代化种植养殖 0.666 7

创意产业 0.333 3

产业结构 0.300 0 产业布局 0.650 0

产业构成比例 0.350 0

宜游 0.140 4 自然生态环境 0.650 0 生物资源丰富度与特色性 0.274 7

地形地貌 0.265 3

自然山水 0.246 2

田园观光 0.213 8

社会环境 0.350 0 产业示范 0.500 0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度 0.300 0

标示系统完善度 0.200 0

宜文 0.079 8 物质文化 0.600 0 历史古迹 0.666 7

农耕文化 0.333 3

精神文化 0.400 0 民风民俗 0.550 0

传统技艺 0.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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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内蒙古的帐篷房，无不反映着当地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背景，是最乡土的设计作品。在具体

运用过程中，针对各类乡村建筑状况采取不同的更新方式(表3)，打造符合美丽乡村发展要求的建筑

景观。

乡村庭院景观在传承传统地域庭院特色的基础上，按照当代生活需求以及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

需要为主导进行设计(表4)。

3.1.2  公共空间景观

乡村公共空间具有人群聚集性和活动滞留性，是人们最易识别和记忆的部分，也是乡土特色的魅

力所在(表5)。

3.1.3  水系景观

水系是乡村重要的生态要素，具有农业灌溉、防洪排涝和景观游憩等功能，水塘、溪流和沟渠

是乡村水系中最为常见的，也是乡村水系景观设计的主要内容(表6)。

表3                   乡村居住建筑设计策略分析表

更新方式 对象 策略

保护 有历史、文化、继承价值的古建

筑、古民居

以保护为主，对于已经毁坏的古建筑，坚持“修旧如旧”，避免拆

除和根本性的改造

维持 现代风格的、保存较好的建筑，外

饰面较新且能体现现代乡村特色

有选择性地继承建筑传统元素，诸如其文化内涵、空间艺术等，对

建筑立面进行整治，使其与周边建筑协调统一，在景观风貌上相辅

相成

整修 结构完好、质量较好、外观较落伍

的建筑

保持原貌并予以及时维修，以传统建筑为基础，汲取传统建筑元素

和符号，对外立面进行整修，增加地方风格建筑的元素与符号，重

塑传统民居特色

改造 质量较差、严重老化、外墙破旧，出

现“赤膊墙”现象的等各类危旧房

对于无法修缮的危房或因为修缮会产生不能满足消防、日照间距情

况的房屋，进行整体改造、重新翻建，或统一移至新社区

表4     乡村庭院设计策略分析表

庭院类型 策略

经济生产型 将部分农作生产搬迁到庭院之中，设置相应的景观设施，形成反映当地乡村农耕活动和农耕文化的景观

园艺观赏型 利用园艺观赏植物将庭院设计成家庭园艺形式，结合园艺小品种植观赏花卉，美化庭院环境

山水写意型 设计小地形并引入水源进行“堆山叠水”， 营造“微自然”，营造山水写意的生活空间

表5                  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策略分析表

公共空间类型 策略

入口景观 以“绿色先行、文化传承、特色塑造”为设计指导思想，根据入口区的资源环境特色，通过景观序列

排列组织，营造优美、个性鲜明的区域标识性景观

乡村公共空间 以“人性化设计”为原则，依据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地方文脉等因素，明确公共空间的性质定位、尺

度定位、功能定位和形态定位

公共绿地 以乡村土地利用规划为指导[8]，保护、利用好现有植被、场地、水系等资源，在公共绿地中设置具有当

地特色的景观小品、活动场地及各种休闲设施，为居民提供一个游憩、交流、健身的场所 

表6                 乡村水系景观设计策略分析表

水系类型 策略

乡村水塘景观 以自然生态修复为主，结合地形及水岸线，配置乡土植物，营造乡村地带性植物群落景观，延续水塘

自古在使用和景观上的功能，营造精神寄托

溪流景观 溪流蜿蜒于乡村的各个区域，有效地组织乡村景观的空间序列，处理好水系、驳岸、植物、设施之间

的关系[9]，满足居民生产、生活及景观需求

沟渠景观 挖掘其内在属性，在体现其灌溉、排水的功能基础上，通过园林造景艺术，丰富水渠景观特性，传承

历史文化底蕴

3.1.4  道路景观

乡村道路系统构成了乡村的基本骨架，承

载着乡村物质、信息、文化的流动，是乡土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道路景观构成要素是多种多样

的，乡村道路景观构成主要包括道路本体(路面、

道牙等)、道路绿化(行道树、灌木等)、道路附属

物(道路标志、防护栏等)以及道路占用物(电线

杆、公共汽车站等)。其中，路面材料和道路绿化

以及道路附属物是道路景观的主体部分[10](表7)。

3.2  “宜业”建设策略

乡村生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

人在适应自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当地气候

条件、自然资源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浙江杭

嘉湖地区的桑蚕产业、舟山地区的捕鱼业。

“宜业”的内涵要求乡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并

按照市场需求发展主导产业。“宜业”景观作

为生产性景观，其结构集生产、生活、自然环

境为一体[11]，在生产性景观建设方面须围绕农

田、林果园、养殖业等方面展开，进一步表现

乡村生产景观之韵(表8)。

3.3  “宜游”建设策略

3.3.1  打造“精品线路”

为加强美丽乡村的可游性，在宜居、宜

业的基础上，在公共空间、乡村果园、特色乡

土民居等“点”的基础上，通过乡村道路将不

同主题的景观进行连接，构成美丽乡村精品线

路，具体连接模式见表9。

3.3.2  旅游服务设施配设

乡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

施和旅游标识。公共服务设施要根据乡村的原

有居民数量、外来游客量，按照合适的服务半

径来科学设置。旅游标识系统设计要从旅游村

落的地方文化中汲取精华，体现地方特色，从

而使标识系统的某些特征具有不可替代性。

3.4  “宜文”建设策略

乡村文化景观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历史，表达了特定乡村

区域的独特精神。其显著的特点是保存了大量

的非物质形态传统习俗和物质形态景观实体，

与其所依存的景观环境、人类感知、景观意

向，共同形成较为完整的、互相区别的乡村文

化景观体系[15]。在“宜文”景观规划设计中，对

待传统文化要秉持“扬弃”的态度，加强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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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濒临消失的乡村文化要进行整理记录、及时抢救(表10)。

4  结语

“四宜”策略以乡村景观为出发点，从“宜居、宜业、宜游、宜文”4个方面进行挖掘和分析，

建立了这4个方面的评价模型，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指标和乡土特色的景观特征，根据“四宜”的

建设内涵和评价因子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和策略，为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思

路及途径，从而避免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价值偏离问题，旨在提高乡村居住环境水准，挖掘

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加强乡村的文化景观建设，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制约乡村建设的无序化发

展，推进美丽乡村社会-经济-自然-文化的耦合发展，有机地引导美丽乡村建设。

表7                 乡村道路景观设计策略分析表

道路景观要素类型 策略

路面材料 首先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确定路面材料，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加强道路铺设的乡土装饰性

乡村道路绿化 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注重瓜果等乡村植物的配置，表现乡村氛围和趣味

道路附属物 以乡土特色为出发点，设计道路标识物，使之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在道路景观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表8     “宜业”建设策略分析表

“宜业”建设途径 策略

农田景观

农田肌理 农田肌理是构成农田景观视觉形象最基本的要素[12]，根据乡村的地带性差异分析不同农作物

及岩石、植被、水面等天然肌理，表现不同的质感与纹理效果

农田色彩 结合乡村自身农耕文化和风土人情，考虑色彩的地标性，注重本地气候及土壤特点，用色彩

来展示乡村农田的特有风格

农田序列 农田序列通过横向空间、纵向空间、生态序列、层次等的变化来实现，配以地形、陡坎、水

系等要素进行穿插排列[13]，形成别具节奏、韵律的景观空间

林果园景观 林果园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业[14]。以乡村果树、苗木、花卉等经济林资源为依

托，结合乡村自然景观、产业，打造“硕果、林繁、花开”的丰收景象

养殖景观 倡导发展经济养殖和生态养殖，转变传统的乡村养殖生产模式，从硬件设施方面促进农村养

殖的健康快速发展

表9                   美丽乡村精品路线模式分析表

线路模式 策略

村容风貌 以古村宅院建筑、新农村现代建筑为主要载体，利用乡村特有的聚落格局，形成以“村容村貌”为主题的精

品线路

自然山水 以乡村所在地的山水条件为承载点，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打造享受自然、亲近自然、领略造物神奇的精品线路

田园观光 以乡村田园景观、农事活动、农家乐为核心，形成集观赏、采摘、农事体验、娱乐、品尝等于一体的精品线路

民俗风情 依托乡村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开发农耕展示、民间技艺、时令民俗、节庆活动、服饰民俗等旅游活动，形

成富有乡村文化内涵的精品线路

产业示范 若乡村产业基础好、特色鲜明，便可发展具有“一村一品”特色的效益农业、特色产业，从而提高乡村经济

效益，以形成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为特色的精品线路

表10    “宜文”建设策略分析表

发展原则 策略

继承保护 在文化景观建设上尤其要重视保护古民居、古村落、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等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景观要

素。乡村文化景观的设计元素来自当地的传统建筑、思想、农耕、民俗、服饰、图腾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

的内容，通过乡土元素的景观处理，突显乡村景观环境中的文化背景[16]，使乡村文化景观更亲切、更富有

地域特征，并融入现代乡村生活中

合理开发 乡村文化景观也非停滞不前，而是遵循“有机更新理论”。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环

境、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联系，利用设计手法进行重新演绎。通过更新乡村肌理、空间形态、景观布局，丰

富乡村的聚落空间，同时允许局部景观的更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形成“古为今用、和谐美观”的景

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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