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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与城乡统筹发展》分为理论探索、专题案例和西行漫记三个主要部分。
主题论文审视了近几年以新农村建设为主的城乡发展，从规划的层面探讨乡村规划的现实与理想的差
距，同时也对今后乡村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抛砖引玉的见解。
专题案例部分包括了乡村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小城镇规划以及城乡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规划有整体层面的村庄布点规划、不同地域类型的新农村规划、不同产业发展道路的新农
村规划以及最新的援助新疆的农村规划，试图从不同的层面介绍前一阶段新农村规划的理念、方法和
成效；小城镇规划一直是联系城乡规划的重要环节，在《镇规划标准》出台后，尤其在统筹城乡发展
的理念下，各地也进行了相关探索，本书遴选了基于现实土地问题的小城镇总体规划案例，深度解析
土地开发与小城镇建设的关系；纵观近年来的城乡规划编制，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城市走向乡村，以
城乡统筹的视角编制各类空间发展规划，将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空间体系进行综合规划，本书介绍
了走在城乡规划编制前列的重庆、武汉的实例，也提供了较为发达地区的三规合一的城乡统筹规划编
制的探索。
西行漫记则以一个规划师的独到眼光，感悟伦敦的个性与色彩，阐释其经典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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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探索
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新农村建设——谈新农村住宅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问题
新农村住区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专题案例
新农村规划
县域村庄布点规划综合研究——以沈阳法库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县域村庄布点规划探讨——以安徽绩溪县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探索——以《莱州市村庄布点规划》为例
面向可实施的村庄集聚规划研究——以嘉兴市周王庙镇为例
塑孥疆，绘就民族地区新农村蓝图——以喀什巴楚县唐巴扎村新农村试点村规划为例
复合体——金坛上汤新农村建设空间布局规划
花木葱茏蕴灵境碧湖隽秀展奇葩——金坛市上汤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以资源特色为导向的村庄建设规划设计探讨——以徐州丰县大沙河镇陈庄村为例
大寨——与时俱进的“新”农村典范
织补旧肌理，营造新环境——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柿子集村村庄规划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空间的塑造——以绩溪县大石门村新农村规划为例
秉承特色，服务于产业——规划如何培育村镇特色经济
上海郊区新农村规划方法的探索——以枫泾镇12个中心村建设规划为例
小城镇规划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珠三角中心镇总体规划编制探索——以《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总体规划》为例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集约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唐山市常庄乡总体规划为例
山地型小城镇“多面景观”规划新思路——以山西省孝义市柱濮镇为例
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规划探索——简介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
“两型社会”背景下的城乡建设统筹规划实践与探索——以武汉市为例
海宁市“1+X”城乡统筹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三婴合一”思路下的城乡统筹规划——以《莱芜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为例
四位一体：城乡总体规划编制思路的探索——以湖北鄂州城乡总体规划为例
西行漫记
伦敦八味
箐箐校园
2000-2004某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选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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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绩溪县县域村庄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经济欠发达。
绩溪县位于安徽省东南，县域面积1126k1112，辖11个乡镇，75个行政村，5个社区。
2004年常住人口17.69万，城镇人口4.7万，城市化水平为26.58％，低于安徽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14.86亿元，是安徽省省级贫困县。
　　（2）山区县。
绩溪是一个含中山、低山的丘陵县，全县山地面积占总面积70％以上。
地形的限制造成村庄分布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
至2006年底，全县行政村平均规模为1895人，自然村平均规模为277人，平均每自然村不足100户。
过小的村庄规模不利于乡村公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利于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当的村庄撤并
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绩溪县地质灾害较多，位于各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受威胁的村庄有25个。
　　（3）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
绩溪是安徽省少有的名人、名胜、名俗等集聚地，如胡雪岩、胡适等，胡锦涛总书记祖籍地也在绩溪
，素有&ldquo;徽厨之乡&rdquo;、&ldquo;徽墨之乡&rdquo;、&ldquo;蚕桑之乡&rdquo;之称。
绩溪县为古徽州六邑之一，是微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组成部分，许多传统风貌村落和建筑得以保留，
古民居、古桥、古道、千年古树、宗祠众多。
此外，大部分村庄都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龙川、湖村等甚至成为有名的旅游景点
，部分村民已经开始以旅游相关产业为主要职业或兼职，给村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4）村庄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
①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明显，人口、经济主要集中于城镇中，县域城镇布局属于初级状态，不利
于带动县域广大地区经济发展。
②各级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尚未建立，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与新农村建设标准差距很大。
③村内建设活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居住点分布散乱，环境质量差，土地利用仍属粗放、分散、
低效的模式。
④传统风格的民居留存较多但保护不足，产生了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平屋顶、贴釉面瓷砖、色彩鲜艳
，甚至仿欧式的建筑，使传统徽派古村落的整体风貌遭到破坏。
　　从以上对绩溪县县域村庄主要特征的列举可以看出，这些特征在我国山区县相当普遍，具有着高
度的典型性。
我国山区县域村庄建设中往往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特征：　　（1）经济落后：导致各类设施配套均不
完善，造成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　　（2）山区区位：导致城镇规模小、布点散、交通不便、设施
不完善、地质灾害多、各类设施配置成本增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　　
（3）山区的地形和对外交流的不便使得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建筑和村落得以保留。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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