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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三生”空间表征村庄的用地资源,
 

“三生”功能反映村庄的发展基础,
 

两者的耦合协调对村庄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耦合视角,
 

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对巴南区158个行政村分别从“三生”空

间视角和“三生”功能视角进行村庄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耦合关系分析,
 

结合分析结果提炼

出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村、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村和“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村4种

类型,
 

进而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规划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
 

①
 

从“三生”空间视角划分,
 

巴南区有生产空间

主导型村54个,
 

生活空间主导型村34个,
 

生态空间主导型村70个。
 

②
 

从“三生”功能视角划分,
 

巴南区有生态

功能优势村27个,
 

生活功能优势村20个,
 

生态功能优势村21个,
 

其他类型村90个。
 

③
 

从三生“空间—功能”耦

合视角划分,
 

巴南区有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26个,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村24个,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村

84个,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村24个。
 

④
 

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要注重个性化、
 

特色化发展,
 

“三生”功能均衡

发展型村要加强多元化功能协调发展,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村要促进空间功能转型发展,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村

要坚持逐步稳定发展。

关 键 词:“三生”空间;
 

村庄多功能;
 

实用性村庄规划;
 

“空间—功能”耦合;
 

巴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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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represents
 

the
 

land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
 

and
 

the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functio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the
 

villag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space
 

and
 

func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aking
 

Ban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and
 

administrative
 

village
 

as
 

a
 

uni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ce-functi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158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Banan
 

Distric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village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

gy”
 

space
 

and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function,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villages
 

were
 

extracted
 

into
 

four
 

types:
 

villages
 

with
 

enhanced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villages
 

with
 

balanced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functions,
 

villages
 

with
 

concentrated
 

core
 

functions
 

and
 

villages
 

with
 

“produc-
tion-living-ecology”

 

function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Then
 

differentiated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dif-
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
tion-living-ecology”

 

space,
 

Banan
 

District
 

has
 

54
 

production
 

space
 

dominated
 

villages,
 

34
 

living
 

space
 

dom-
inated

 

villages
 

and
 

70
 

ecological
 

space
 

dominated
 

villages.
 

②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ving-
ecology”

 

function,
 

there
 

are
 

27
 

villages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
 

advantages,
 

20
 

villages
 

with
 

life
 

function
 

advantages,
 

21
 

villages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
 

advantages
 

and
 

90
 

villages
 

with
 

other
 

types
 

in
 

Banan
 

Dis-
trict.

 

③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pace-function”
 

coupling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the
 

Banan
 

District
 

has
 

26
 

villages
 

with
 

enhanced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24
 

villages
 

with
 

balanced
 

“production-liv-
ing-ecology”

 

functions,
 

84
 

villages
 

with
 

concentrated
 

core
 

functions
 

and
 

24
 

villages
 

with
 

“production-liv-
ing-ecology”

 

func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④
 

Villages
 

with
 

enhanced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ersonalized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villages
 

with
 

balanced
 

“production-
living-ecology”

 

function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functions,
 

villages
 

with
 

concentrated
 

core
 

functions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atial
 

functions,
 

and
 

villages
 

with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function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should
 

adhere
 

to
 

gradu-
al

 

and
 

st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multi-function
 

of
 

village;
 

practical
 

village
 

planning;
 

“space-
function”

 

coupling;
 

Banan
 

district

随着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阶段,
 

乡村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乡村规划也面临新要求。
 

一方面,
 

乡

村要素集聚整合,
 

空间结构持续优化,
 

空间功能日渐多元,
 

差异化的发展诉求更加显著。
 

另一方面,
 

在乡村

耕地撂荒化、
 

聚落空心化、
 

生态蚕食化等“三生”空间难题[1]尚未彻底破解的同时,
 

乡村发展又叠加了空间

无序、
 

模式固化、
 

发展同质等新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如何科学解决乡村发展面临的新老空间问

题,
 

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基本走向。
 

因此,
 

迫切需要探索一条实用、
 

管用的村庄规划路径,
 

切实

发挥乡村规划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解决乡村空间治理难题。
 

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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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将村庄规划确定为“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属于开发边界外的法定详细规划[2]。
 

考虑乡村资源特征差异和功能优势特性,
 

因地制宜地开展村

庄规划编制,
 

是确保村庄规划因地制宜、
 

实用管用的关键。
 

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提出,

 

要从实际出发,
 

分类有序推进村

庄规划编制;
 

发掘地域资源资产优势,
 

提升村庄规划编制质量[3]。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

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
 

城郊融合、
 

特色保护和搬迁拆并型4种类型[4]。

与此同时,
 

诸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
 

探讨了村庄类型划分方法及村庄规划优化路径。
 

如基于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要求以及“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的研究,
 

深刻解析了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目

标、
 

内涵及职能[5-8];
 

基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人居环境划分乡村类型[9-11];
 

基于城郊型、
 

收缩型、
 

脱贫型、
 

特色发展型等不同类型的村庄探讨差异化的规划路径[10,
 

12-14];
 

以“三生”空间为切入点,
 

通过“三

生”空间的类型划分、
 

演变规律等分析,
 

制定空间格局优化方案[15-17]。
 

然而尽管理论研究丰富,
 

实践探索多

样,
 

但当前村庄规划依然存在侧重效果设计与成果展现,
 

对乡村资源要素本底条件考虑不够等问题[18],
 

村

庄分类与发展本底资源特征不匹配、
 

优势功能不明晰、
 

发展路径不具体等问题亟待系统性解决。
 

基于此,
 

本文应用空间生产理论、
 

空间多功能理论等科学理论,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耦合视角,
 

划分村庄类型,
 

并提出匹配不同乡村资源禀赋基础、
 

发挥特色优势的村庄规划路径方向,
 

以期为推进乡村空间治理,
 

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案例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重庆市巴南区作为研究区。
 

巴南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图1),
 

东与涪陵区、
 

南川区接壤,
 

南与

綦江区相连,
 

西与江津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毗邻,
 

北与南岸区、
 

江北区、
 

渝北区、
 

长寿区交界,
 

辖区面

积1
 

822
 

km2,
 

下辖9个街道,
 

14个镇,
 

是重庆市中心城区中辖区面积最大、
 

乡村数量最多的区,
 

也是重庆

市唯一位于中心城区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区。
 

区内农业资源丰富、
 

农业发展条件优良,
 

为乡村地域培育并

发展多样化的功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23年,
 

全区常住人口119.55万人,
 

城镇化率84.21%,
 

低于重庆

市中心城区的城镇化率(93.30%)。
 

超过90%的土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之外,
 

17%的土地划为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
 

8%的土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近年来,
 

巴南区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上发挥了典

型示范和引领作用,
 

展现出了多样化的乡村地域功能特色。
 

东温泉、
 

云篆山等重点区域,
 

农文旅融合发展

活跃,
 

各类旅游主体400余家,
 

年接待游客达15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000万元以上,
 

优势的生态

功能发挥显著。
 

但与此同时,
 

区内还存在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区域,
 

农村人口外流、
 

土地资源闲置、
 

耕

地撂荒、
 

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显著。
 

以巴南区为例,
 

探索村庄类型的划分以及差异化的村庄规划策略,
 

具

有典型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

行政村是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单元,
 

是农民日常生产、
 

生活活动的空间载体[19],
 

也是村庄规

划编制的基本单元。
 

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
 

更能体现乡村功能多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因此,
 

本文以巴南

区范围内的行政村为基本研究单元。
 

以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
 

结合巴南区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

发边界划定范围,
 

将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村庄剔除,
 

最终形成158个行政村研究单元。
 

由于行政村

边界被河流、
 

国有林场等地类分割,
 

较为破碎,
 

本文对行政村边界进行了融合修正。

本文采用的人口、
 

产业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巴南统计年鉴2023年》[20]以及调研收集的巴南区各乡

镇人口、
 

特色产业、
 

重大项目建设等基础信息。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巴南区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乡

村小学、
 

幼儿园、
 

卫生所、
 

村委会、
 

小卖部等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等数据来源于笔者开展的乡村细化调查工

作成果。
 

村庄发展特色、
 

规划路径等来源于调研收集的巴南区村庄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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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渝S(2024)025号。

图1 巴南区行政区划图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国土空间结构是指一定地域空间

范围内各类土地要素的比例或者组合

关系,
 

国土空间功能则反映特定国土

空间组合下所呈现的特定作用及价

值[21]。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人类

社会、
 

生产关系的重建,
 

空间产生于

社会生产或活动并形成一定的反馈作

用[22]。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
 

“三生”空
间产生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互动,

 

反

映了国土空间结构基础,
 

承载着国土

空间主导功能,
 

是国土空间格局优

化、
 

功能提升的基础。
 

村庄规划作为

村庄范围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
 

利用、
 

修复等活动的系统性安

排,
 

不仅要关注生产、
 

生活、
 

生态空

间要素的布局安排,
 

也要关注各类空

间功能发挥情况,
 

推动“三生”功能协

调共促。
 

具体来说,
 

基于系统思维,
 

对“三生”空间进行统筹安排,
 

避免空

间划分机械化,
 

从“三生”空间共赢的

角度,
 

对“三生”空间结构进行合理优

图2 总体思路

化。
 

基于“三生”融合理念,
 

对“三
生”功能提升进行综合优化,

 

避免

“三生”功能冲突,
 

对物质空间承载

多重功能进行深入挖掘,
 

引导乡村

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充分彰显特色

功能,
 

最终为有序治理乡村空间、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村庄规划的根本目的,

 

在于调

整优化现有空间结构,
 

以适应乡村

多功能发展趋势。
 

由于乡村资源条

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性,
 

使得乡村

空间结构、
 

空间功能以及空间“结
构—功能”耦合关系呈现出多样性

特征。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耦合

的逻辑视角,
 

探寻村庄合理、
 

科学

规划策略的优化路径(图2),
 

首先要对乡村空间进行分类,
 

参考“三生”空间划分理论与方法,
 

将村域空间

划分为“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
 

其次,
 

基于各类空间承载的主导功能,
 

对空间优势功能进行量化评价,
 

根

据三类功能的强弱差异确定村域功能的优势与短板;
 

最后基于空间资源基础和空间功能强弱,
 

提出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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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规划策略,
 

最大程度发挥不同类型村庄的生产、
 

生活、
 

生态功能优势,
 

实现村域各类要素优化配置、
 

各项功能整体最优。

2.2 研究方法

2.2.1 “三生”空间划分

乡村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的划分、
 

协同与管控是乡村资源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
 

由于

研究区第三次国土变更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数据精准度优于1∶5
 

000,
 

是当前规划编制及实施管理的重要

依据,
 

故本文以此为基础,
 

采用地类归并法识别“三生”空间(表1)。
 

将三类空间占村域总面积的比值与全

区同类空间占比的平均值比较,
 

将高于全区平均值的空间类型作为村域的主导空间类型。
表1 基于用地类型的“三生”空间识别表

一级类 二级类 用地类型

生产空间 第一产业空间 耕地、
 

园地、
 

设施农用地、
 

沟渠、
 

坑塘水面

第二产业空间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第三产业空间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生活空间 居住空间 农村宅基地

日常活动空间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 林地、
 

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
 

草地、
 

湿地

  注:
 

用地类型依据《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3]确定。

2.2.2 “三生”功能评价

正确认识、
 

科学评价各类空间承载的功能,
 

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提升国土空间功能价值的关键。
 

本

文从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3个维度选取14个指标,
 

构建“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表2)。
 

其中

生活功能中指标的设定借鉴了《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通知》[24]。
 

采取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相结合方法确定指标权重,
 

其中主观

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
 

结合专家的意见综合确定各自权重,
 

客观赋权法则采用熵值法。
 

最后将主观权重与

客观权重各乘0.5相加得到综合指标权重。
表2 “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权重 效应

生产功能 第一产业地均产值/(万元·m-2) 0.044 +
第二产业地均产值/(万元·m-2) 0.146 +
旅游资源丰富度/% 0.140 +

生活功能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m2 0.006 -
距离城区距离/km 0.010 -
距离最近镇区距离/km 0.005 -
教育设施一刻钟覆盖比例/% 0.084 +
医疗设施一刻钟覆盖比例/% 0.137 +
商业设施一刻钟覆盖比例/% 0.092 +

生态功能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 0.013 +
林地生态服务价值 0.013 +
草地生态服务价值 0.072 +
湿地生态服务价值 0.182 +
水域生态服务价值 0.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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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指标计算说明

旅游资源丰富度取值为行政村范围内旅游资源数量占全区范围内旅游资源数量的百分比。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取值为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标准减去行政村范围内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的差的绝对值。
 

根据《重庆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YGZB
 

02—2024),
 

巴南区的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标准为60
 

m2/人。

参考相关研究[25],
 

结合耕地、
 

林地、
 

草地、
 

湿地、
 

水域现状地类单位面积,
 

按照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
 

文化服务4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计算生态功能。

2)
 

指标标准化

为消除评价指标计量单位的量纲影响,
 

运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当指标具有正向效应时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X =
x-xmin

xmax-xmin
(1)

  当指标具有负向效应时,
 

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X =
xmin-x

xmax-xmin
+1 (2)

  其中:
 

X 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x 为归一化处理前的原始指标值。

2.2.3 优势功能和短板功能识别

识别村庄发展优势功能和短板功能,
 

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规划和发展策略。
 

参考相关研究[26],
 

采用纵横对比法,
 

将村庄L 的第p 项功能与研究区全部样本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进行对比,
 

计算第p 项功

能评价值KLp,
 

以判断其究竟是村庄的优势功能还是短板功能:

KLP =
Zp

MP +Sp

(3)

式中:
 

Zp 为该村第p 项功能值,
 

Mp 为所有村第p 项功能值的均值,
 

Sp 为所有村第p 项功能的标准差。

当KLp≥0.75时,
 

表示第p 项功能为优势功能;
 

当KLp<0.5时,
 

表示第p 项功能为短板功能;
 

当

0.5≤KLp<0.75时,
 

表示第p 项功能为非优势功能。
 

若存在多个优势功能,
 

则选取 KLp 值最高的功能

为最优势功能;
 

若存在多个短板功能,
 

则以KLp 最小的功能为最短板功能。

2.2.4 三生“空间—功能”耦合视角下村庄类型划分

综合“三生”空间划分结果与“三生”功能评价结果,
 

考虑资源基础与功能发挥之间的匹配关系,
 

将村庄

类型进一步细分(图3)。

村庄的村域主导空间类型与其最优势功能相匹配的,
 

为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
 

村域主导空间类型与其

最优势功能匹配且同时具备其他优势功能的,
 

为“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
 

村域主导空间类型对应为最短板

功能的,
 

为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
 

村域主导空间类型与其优势功能不匹配,
 

且同时具备两项以上短板功能

的,
 

为“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主导空间类型村庄及其分布特征

根据“三生”空间类型划分结果,
 

巴南区生产空间主导型村庄54个,
 

生活空间主导型村庄34个,
 

生态

空间主导型村庄70个。
 

根据划分结果可以发现,
 

各类村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位圈层特征及资源禀赋特征。
 

生活空间主导型村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近郊区域,
 

呈现明显的区域圈层特征(图4),
 

如界石镇武新村、
 

南

泉街道迎龙村、
 

南彭街道大鱼村、
 

南泉街道自由村和虎啸村等生活空间主导型村庄,
 

均紧邻巴南区中心城

区。
 

该类村区位条件好、
 

交通便捷、
 

人口集中,
 

与城区联系紧密,
 

受城区辐射影响明显,
 

一般具备较为齐备

的生活设施,
 

较为活跃的产业优势,
 

较为复杂的空间类型。
 

以南彭街道大鱼村为例,
 

该村紧邻城区,
 

村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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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生“空间—功能”耦合视角下村庄类型划分方法

二三产业丰富,
 

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人才吸纳能力强,
 

农民就近就业比例高,
 

是职住平衡的聚居点。
 

村内

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90.32%,
 

建设用地占比13%。
 

生产主导型村主要分布在乡村特色资源密集区

域,
 

大多具备丰富的温泉、
 

旅游、
 

文化资源,
 

一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较好。
 

如巴南区石滩镇具备较为明显的第

一产业生产优势,
 

镇内耕地面积占比42%,
 

永久基本农田占比24%,
 

耕地资源丰富。
 

该镇2021年被纳入绿

色水稻产业强镇,
 

2024年被纳入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水稻、
 

茶叶等特色农产品产值占比达到50%以上。
 

根

据评价结果,
 

该镇双寨村、
 

天台村、
 

万能村、
 

方斗村均为生产空间主导型村。
 

生态空间主导型村则主要分布

在生态禀赋优越的区域,
 

如西部的桥口坝国家森林公园、
 

南泉市级森林公园周边,
 

北部的木洞明月山市级

森林公园周边,
 

以及东部的圣灯山市级森林公园、
 

东温泉市级森林公园周边范围。
 

该类区域森林覆盖率高,
 

人类活动较少,
 

生态空间生态服务价值高,
 

但由于生态空间占比大,
 

产业发展受到生态红线管控约束。
 

东

泉镇、
 

姜家镇、
 

接龙镇是生态空间主导型村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

3.2 主导功能类型村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三生”功能评价结果,
 

首先,
 

筛选只具有一种优势功能的村(具有1种优势功能和2种其他功

能),
 

将其分别认定为生态功能优势村庄、
 

生活功能优势村庄、
 

生产功能优势村庄。
 

其次,
 

在剩余村中筛

选无优势功能的村(不具有优势功能),
 

将其认定为无功能优势村庄。
 

再次,
 

在剩余村中筛选有一种短板

功能的村(具有2种优势功能和1种短板功能),
 

将其认定为生态功能短板村庄、
 

生活功能短板村庄、
 

生

产功能短板村庄。
 

最后,
 

将其他村庄认定为无功能短板村庄(具有2种优势功能和1种非优势功能或具

有3种优势功能)。

研究区158个行政村中,
 

生态功能优势村庄、
 

生活功能优势村庄、
 

生产功能优势村庄分别为27个、
 

20个和21个;
 

无功能优势村庄24个;
 

生态功能短板村庄、
 

生活功能短板村庄、
 

生产功能短板村庄分别为

6个、
 

15个、
 

7个;
 

无功能短板村庄38个。
 

主导功能类型村庄的空间布局见图5。

1)
 

生态功能优势村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良好的生态系统,
 

发挥了较高的生态价值,
 

主要分布在桥

口坝国家森林公园、
 

东温泉市级森林公园、
 

明月山市级森林公园、
 

圣灯山市级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区域;
 

生活功能优势村庄分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
 

有较为完善的教育、
 

医疗、
 

商业设施配套条件,
 

非农建设

用地占比高,
 

居民就近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高,
 

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街道,
 

以及接龙镇、
 

麻柳嘴镇、
 

石滩镇等高速路口较多,
 

交通便利的乡镇;
 

生产功能优势村庄已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发展基础,
 

这类村肩负

着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二三产业发展集聚功能,
 

主要分布在城区周边,
 

以及二圣镇、
 

接龙镇等乡村旅游产

53第4期  
 

 刘燕,
 

等:
 

三生“空间—功能”耦合视角下村庄分类与规划策略研究———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业发展好、
 

农业基础条件好、
 

生产配套设施好的乡镇。

2)
 

无功能优势村庄整体发展不够,
 

距离城区或镇区距离较远,
 

地形地貌条件受限,
 

还需进一步根据主

导空间类型找准自身发展条件,
 

主要分布在石龙镇、
 

圣灯山镇、
 

安澜镇等交通不便的区域。

3)
 

生态功能短板村庄距离城区较近,
 

交通方便,
 

但受城市发展影响,
 

整体生态功能相对较差,
 

主要分

布在龙洲湾街道、
 

一品街道等区域;
 

生活功能短板村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
 

人口流失严重,
 

地形地貌受限

严重,
 

生活不够便利,
 

主要分布在圣灯山镇、
 

姜家镇、
 

安澜镇等区域;
 

生产功能短板村庄自然资源禀赋较

差,
 

自身定位不够清晰,
 

无特色产业,
 

主要分布在木洞镇、
 

麻柳嘴镇等区域。
 

这三类村庄应注重补齐自身短

板,
 

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
 

根据自然资源条件提升功能优势。

4)
 

无功能短板村庄。
 

该类村庄同时具备多项优势功能,
 

具有较高的综合发展水平,
 

主要分布在鱼洞街

道、
 

南彭街道等距离城镇较近且有较好产业发展基础的区域。

基于“重庆市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

改,
 

审图号:
 

渝S(2024)025号。

图4 巴南区村庄主导空间类型及空间分布

基于“重庆市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

改,
 

审图号:
 

渝S(2024)025号。

图5 巴南区村庄主导功能类型及空间分布

3.3 “空间—功能”耦合视角下的村庄类型

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构成及其空间实体上承载的生产、
 

生活、
 

生态功能,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庄自然

资源要素基础及发展导向之间的匹配度。
 

综合“三生”空间类型划分与“三生”功能评价,
 

将158个村划分为

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4种类型(图

6)。
 

其中,
 

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26个村,
 

该类村庄是空间主导类型与优势功能类型相匹配的村庄,
 

主要分

布在离城区或镇区距离较近的区域,
 

以及自然保护地所在地。
 

根据空间主导类型,
 

可进一步细分为生产功

能强化发展型、
 

生活功能强化发展型、
 

生态功能强化发展型。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村庄24个,
 

该类村在

具备与空间类型一致的优势功能的同时,
 

具备其他优势功能,
 

“三生”功能齐头并进,
 

主要分布在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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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庆市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边界无修

改,
 

审图号:
 

渝S(2024)025号。

图6 巴南区村庄类型划分结果

较好或产业发展基础扎实的区域,
 

在主导空间功能发

展提升的同时,
 

带动其他功能发展为优势功能的潜力

较大。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84个,
 

在所有类型村庄中

占比最大,
 

该类型村庄核心基础资源禀赋未能充分发

挥,
 

未能依托资源基础形成特色路线,
 

短板限制明

显。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24个,
 

大多位于交通不便

利、
 

地形地貌条件复杂的区域,
 

面临生态环境脆弱、
 

资源禀赋较差、
 

产业基础薄弱等多重问题。

4 村庄规划优化策略

在村庄空间资源特征差异和功能特性差异的背景

下,
 

村庄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也必然存在差异。
 

提

高村庄规划的实用性,
 

既要考虑村域范围内的资源禀

赋基础,
 

也要考虑各类空间资源所发挥的功能特性,
 

还要考虑不同空间功能特性的发展导向。
 

聚焦村庄优

势条件精准发力,
 

瞄准村庄发展短板弱项针对性优

化,
 

差异化开展村庄规划编制,
 

是确保规划方案与村

庄的现实情况及发展诉求相适应,
 

解决村庄规划“实

用性”不强、
 

“针对性”不足等问题的关键。

4.1 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庄规划策略

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庄是将村庄资源条件充分

利用,
 

展现出一定发展特色的村庄,
 

是乡村振兴的重

点。
 

规划策略应当是紧抓核心空间基础,
 

强化发展核心优势功能,
 

探索个性化、
 

特色化的发展路径。
 

对于具

有生态功能优势的村庄,
 

应鼓励发展生态农业、
 

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
 

完善农村供水、
 

供电、
 

通信、
 

医疗、
 

教育等设施,
 

加大村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避免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
 

对于具有生产功能优势的村,
 

应

强调产业配套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促进人口、
 

土地、
 

产业等要素集聚,
 

引导生活设施配套完善,
 

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强化生活核心功能优势,
 

同时适当管控城郊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提高基础设施配套水

平,
 

实现和城市融合发展。
 

对于生活功能优势的村,
 

大多位于交通较为便利,
 

能与城镇共享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
 

在产业方面可考虑发展服务业,
 

如乡村民宿、
 

文化创意等,
 

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
 

吸引外

部消费,
 

在此基础上,
 

可推动公共交通延伸,
 

升级交通设施,
 

提高城市游客的可达性。
 

以南彭街道百合子村

为例,
 

该村紧邻重庆市公路物流基地,
 

重庆绕城高速与包茂高速通过村域,
 

区位交通条件较好,
 

是生产核

心功能强化发展型村庄。
 

该村规划重点在于探索与物流基地城乡融合发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
 

承接城市外溢功能。

4.2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村庄规划策略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的村庄,
 

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结构较为均衡、
 

功能优势较为多元,
 

应重点探索

村庄多元化功能协调发展路径。
 

规划策略应在稳定优势功能的基础上,
 

将主核心功能与次核心功能同步提

升、
 

联动发展,
 

最终形成三生空间功能协调互补的均衡发展格局,
 

促进乡村多元功能联动增效。
 

在产业发

展方面,
 

应注重挖掘特色,
 

形成多元化、
 

特色化的产业结构,
 

提高村庄经济抗风险能力。
 

在生活功能方面,
 

提倡缺什么补什么,
 

科学规划用地,
 

重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提高宜居性。
 

在生态保护方面,
 

应以本地

资源条件为基础,
 

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以接龙镇柴坝村为例,
 

该村位于接龙镇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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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山坡上,
 

以发展第一产业为首要任务,
 

近年来粮食、
 

蔬菜、
 

生猪、
 

鱼类、
 

西瓜等产品丰富,
 

乡村旅游等第

三产业发展也具备一定优势。
 

未来可以通过综合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等路径,
 

推动

乡村发展建设。

4.3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村庄规划策略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村庄多见于生态环境敏感、
 

设施配套不足的地域。
 

规划策略应当紧密围绕其主导

空间类型,
 

深入挖掘并发挥核心资源的价值,
 

同时有序引导与主导空间功能不相符的产业进行转型。
 

在编

制规划时,
 

应对主导空间类型进行深入调研和评估,
 

明确重点,
 

村庄空间利用向主导空间类型倾斜。
 

生产

空间为主导的村庄,
 

应合理布局产业发展用地、
 

设施农用地和相关配套设施;
 

生态空间为主导的村庄,
 

应

以生态保护为重点,
 

发展绿色产业;
 

生活空间为主导的村,
 

应将相关产业、
 

公共设施和居民生活区进行合

理集聚,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惠民街道胜天村为例,
 

该村生态资源丰富,
 

生态空间占比将近60%,
 

资源

景观优越。
 

但生态资源转化不够,
 

生态保护压力较大,
 

未来发展受到生态红线管制约束。
 

村内低端中小型

企业聚集,
 

经济产出收益低,
 

且环境破坏严重,
 

亟需转型升级。
 

乡村旅游虽有一定基础,
 

但旅游产业发展未

形成优势业态,
 

乡村旅游产品供应与旅游资源功能发挥的需求不匹配。
 

该村规划重点为:
 

立足村庄发展生

态优势,
 

重点提升生态功能特色,
 

走“绿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构建现代智慧农业、
 

高附加值和高品质

精品农业同步发展格局,
 

推进农、
 

文、
 

旅融合,
 

努力实现创建生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的和美乡村,
 

同步推

进农、
 

文、
 

旅融合发展、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

4.4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村庄规划策略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村庄通常位于地理位置偏远、
 

人口流失严重、
 

产业基础薄弱的区域。
 

规划策略

应紧密围绕村庄的主导空间类型,
 

充分利用其优势自然资源条件,
 

发展与之相匹配的产业门类,
 

并同步补

齐功能短板,
 

以实现村庄的全面振兴。
 

以接龙镇石磅村为例,
 

该村存在潜在洪灾威胁,
 

产业结构单一,
 

同时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服务范围小,
 

对外交通主要依靠乡道,
 

距离高速互通车行距离远,
 

部分地区还存在

电力供应不足、
 

手机信号不稳定的现象。
 

未来应基于石磅村良好的农业基础,
 

探索点状带动的特色农产品

加工制造业和乡村休闲旅游业,
 

同步完善道路、
 

供水、
 

供电、
 

通信等基础设施配套。
 

以生态自然为主体发展

线路,
 

避免大规模的建设项目,
 

坚持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适度开发的原则,
 

采取小规模、
 

渐进式的发展模

式,
 

逐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从三生“空间—功能”耦合的视角出发,
 

在划分村域“三生”空间,
 

评价村域“三生”功能,
 

划分村域

综合类型的基础上,
 

根据村庄资源基础与发展优势,
 

提出差异化的村庄规划优化路径。
 

主要结论如下:

1)
 

“三生”空间是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基础,
 

村庄功能代表各类空间功能发挥的实际情况,
 

将村庄“三

生”空间划分结果和村庄“三生”功能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可以判断村庄发展优势与资源本底条件的匹配程

度。
 

综合村域“三生”空间主导类型和“三生”优势功能,
 

可以将巴南区的村庄划分为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
 

“三生”功能均衡发展型、
 

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
 

“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4种类型。

2)
 

巴南区158个行政村中,
 

空间主导类型与优势功能类型相匹配的26个优势功能强化发展型村,
 

应

紧抓核心空间基础,
 

强化发展核心优势功能,
 

探索个性化、
 

特色化的发展路径;
 

“三生”功能齐头并进的24
个均衡发展型村,

 

应将主核心功能与次核心功能同步提升、
 

联动发展;
 

84个核心功能集聚提升型村,
 

应以

主导空间类型为重点,
 

深入挖掘核心资源价值;
 

24个“三生”功能全面提升型村,
 

应发展与自然资源条件相

适应的产业门类,
 

重点补齐功能短板。

3)
 

以强基础、
 

明优势、
 

补短板为指导思想,
 

在强化既有的资源基础、
 

发掘优势功能的同时,
 

进一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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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土空间布局;
 

以村庄自然本底供给条件为基础,
 

以村域核心功能为主导,
 

提出差异化的村庄规划优化

策略,
 

是增强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科学性的关键。

5.2 讨论

“三生”空间是村庄发展的物质载体,
 

生产空间为农业生产、
 

工业制造等经济活动提供场地,
 

生活空间

承载着村民居住、
 

社交、
 

文化娱乐等生活需求,
 

生态空间则是维持村庄生态平衡、
 

提供生态服务的自然根

基。
 

“三生”功能则是这些空间所承载的作用与效能,
 

生产功能侧重于创造经济价值,
 

生活功能聚焦于保障

村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福祉,
 

生态功能致力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与生物多样性。
 

只有“三生”空间与“三生”功

能相互耦合,
 

才能有效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
 

本文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从三生“空间—功

能”耦合分析的视角为村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然而,
 

“三生”空间和“三生”功能是复杂的系

统工程,
 

很难通过用地面积和评价指标全面描述,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结合社会、
 

经济、
 

人口、
 

产业、
 

设施等

多源数据进行细化分析,
 

力求分析结果更加客观、
 

科学。

此外,
 

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分析只是以乡村地域系统为载体,
 

更多从“空间结构—功能特征”的“地”

角度进行静态分析,
 

而作为乡村人地关系重要的承载体,
 

必须考虑村庄内部、
 

村庄之间的人为活动、
 

互动

关系、
 

网络联系,
 

这也是乡村地域系统“人”的关键因素。
 

本文尚未考虑到村庄生机与活力,
 

未来应结合大

数据、
 

农村调查等多源数据获取技术方法,
 

构建村庄网络联系指标,
 

将现有“结构—功能”三生空间静态耦

合评估分析进一步转变为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网络”耦合动态评估分析,
 

以体现乡村人地关系的耦

合机制,
 

最终服务于农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与愿望。
 

在此基础上,
 

结合“生产—生活—生态—生机”多功能耦

合特性,
 

识别系统格局,
 

尊重历史传统,
 

保护文化脉络,
 

提升空间功能,
 

优化网络结构,
 

实施差别化的村庄

重构策略与规划路径,
 

进而通过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助力中国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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