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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中国决策层连续发出了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宏观政策和时
代语境“催生”了乡村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良好气候，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葛丹东同志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选取乡村规划题材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对于完善乡村发展理论
体系、建构城乡规划体系框架、指导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们的乡村既是农民聚居生活的基层社区，又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基础层次；因此当前
的村庄规划建设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不但涵盖了以往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
方面的政策内容，更是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福利水平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
新型农村综合建设计划。
因此，乡村规划研究应从具体乡村的具体需要出发，赋权，平等沟通，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撑与选择路
径等，不是以“改变”为目标，而是以“支持”为前提，这是外来者从事乡村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态
度。
摆正研究者与乡村的关系，应该充分尊重乡村的选择，在充分理解具体乡村的文化传统、社区权力结
构、环境与资源等方面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以解决阻碍机制形成的问题作为突
破口，以协助者而非主导者的身份参与村庄的规划建设。
　　当前，建筑规划学科的主流实践主要集中于城市，其相应的理论体系建设和技术研究往往以城市
模型为主，涉及乡村甚微。
村庄规划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的严重断层和缺失，使得目前的乡村建设实践缺乏指引。
本书笔者以此反思并借用其他学科之“眼”，启迪本次研究的新视角，即从乡村内部看乡村事物，站
在乡村历时性、共时性的角度看村庄规划建设，关注城乡统筹下村庄本位、村民主体的凸显；并设计
了“宏观认知～微观累积一过程优化”的构思路径和内容体系，从空间和机制两种途径探析村庄规划
的技术体系框架与过程模式。
其内容与观点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创新是否正确与切于实用，还需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村庄规划的体系与模式>>

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中国决策层连续发出了以农业、农民、农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宏观政策和时代语
境“催生”了乡村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良好气候，并赋予了其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本书秉持村庄本位、村民主体的研究视角，在解读村庄规划建设的宏观城市化背景和梳理相关理论研
究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从空间和机制两种途径探析村庄规划的新技术体系框架与过程模式。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等管理、研究、设计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
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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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乡村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续着历史的脚步，当下的中国总体上已置身于快速城市化及工业化中期阶段，乡村建设可以获得“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反哺性动力，解决乡村问题正处于最好时期。
但9亿农民生活、生产着的乡村地域在城乡二元构架下日益“边缘化”，且其自身相当悠久复杂的体
系正发生着某种程度的“裂解”。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31日公布）以政府立场和国家意志，
决意要反哺这个与城市落差日益扩大的世界，要着手施以新的援手，此举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舆论基
础和运行骨架。
并激发了从诸多层面对村庄规划建设进行重新审视与深刻反思⋯⋯　　中国农村社会是全世界最复杂
的社会形态，村落文明背景深厚、分布面广量大、人地矛盾突出、基础设施落后、管理体制复杂、城
乡收入差距过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形态中进行大规模村庄规划建设
的先例和经验。
而在预期的健康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必然是一个在推拉力均衡下渐进的、系统的
、自然和谐的过程I力Ⅱ之，小农经济存在的长久性，9亿农民不可能顺利转移出去。
因此，上述因素注定了我们这时期的村庄规划与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农村社会经济也处于急遽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农民消费观念、农民
利益与价值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途径、乡村治理方式开始转变，甚至出现了农村的阶层分化，村庄
结构也在经历着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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