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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下生产性景观发展现状与展望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Productive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舒  蓓  赵宏波

生产性景观来源于生活和生产劳动，融入了生产劳动成果，包含人们对

自然的生产改造（如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再加工（工业生产），是一种有生

命、有文化、能长期继承、有明显物质产出的景观 [1]。随着全国美丽乡村建设

的深入，土地生产出现新模式，生产性景观所具备的生产、生态以及社会功

能，不仅能保存传统农业文化的根基，还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建立土地

与人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典型案例的调查，探究生产性

景观的现状和发展特点，为今后美丽乡村的建设提供依据和建议。

SHU Bei  ZHAO Hongbo

摘要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是全国乡村建设的典范，其中乡村生产空间由于组成要素和生产形

式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又因与农业文化的结合更显特色。为探究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背景

下生产性景观现状和发展特点，本文将生产性景观分为种植、果林、牧业、渔业四个类型，

通过对浙江省24个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性景观案例调查，分析其景观发展模式、景观形式以

及空间布局特点，最后提出乡村生产性景观应以功能发展促进产业转型，以景观形式表达

地域文化，科学发展乡村生产性景观空间布局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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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re the national rural model, in which 

the rustic production space is vibrant and colorful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elements and production forms, and more 

distinctive due to the combination with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landscap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productive landscape into four types: planting, fruit forest,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24 representative productive landscape ca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mode, landscape form, and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it proposes that productive rural 

landscape should be developed by function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xpress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way of 

scenery, and scienti� cally develop th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rural productive landscape spatial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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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发展背景

1.1 美丽乡村建设

浙江作为率先在全国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省域，结合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和生活风貌对乡村景观进行改造提升，建设

成果成为全国乡村发展的样板。在2018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

数据分析报告》中显示，自2016年以来，全国各级媒体对浙

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报道共计15.3万篇，舆论热度位于全国

第二，仅次于北京，其中涉及乡村旅游的占比高达58.1%。在美

丽乡村的建设热潮下，农业生产所特有的参与性和景观美学

成为乡村旅游的吸引核，带动乡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形成

了景观反哺产业，产业促进景观的良性循环。

1.2 浙江农业产业发展

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浙江素有“鱼米

之乡，丝茶之府”之称，区域内平原、丘陵、山地、海岛各类

地形兼备，为农林牧渔全面创新发展提供了多种环境。浙北气

候水量适宜，是著名的粮仓和丝、茶、淡水鱼产地；浙东沿

海是发展海洋渔业的养殖、捕捞、加工优势区；浙中盆地光

热资源充足，河谷土地肥沃，是浙江粮食、柑橘、牛奶的重

要产地；浙西南多分布在海拔200 m以上的丘陵山地，拥有丰

富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越山水资源，是“浙八味”等药材、果林

和立体农业生产区。农业产业的发展促进浙江农业经济的快

速发展，截止2017年，全省农业生产总值达3 093.36亿元，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3年居全国第一 [2]。

2 乡村生产性景观的分类和内涵

2.1 乡村生产性景观分类

目前对乡村生产性景观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在前人的

研究中，根据主导功能将生产性景观分为生产功能景观、生

产服务设施景观、生态保护休闲景观和旅游休闲服务景观 [3]；

根据功能与参与程度将农业类生产性景观分为自然生产型、

参与生产型和复合生产型三类 [4]。本文以乡村农业产业类型为

主体，将生产性景观分为农田类、林果类、牧业类、渔业类

四种类型。

2.2 各类型乡村生产性景观内涵

农田类生产性景观是以传统粮食作物、蔬菜、中草药类

等基本生存物资为主，利用作物种植形式、色彩变化和品种搭

配所形成的景观。如乌镇乌村的稻田、农田集中分布，被田间

小道分割成网状，与聚落相映衬呈现自然的田园风貌。

林果类生产性景观是利用果林、生产型苗木等展现树木

姿态和春花秋实的季节特点的景观类型。在浙江以全国2%的

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8%的林业总产值的同时 [5]，也形成了茶

园、梅园、桃园、柿树景观等，视觉感受因植株的特点和栽植

方式有所不同。

牧业类生产性景观是以放牧、圈养等方式进行畜类、禽

类、蜜蜂等养殖，展示动物本身、牧业生活和再创作的景观。

自浙江实行“上山入园建循环”、种养结合的生态布局模式以

来，涌现出如观光型牧场或立体养殖等新业态。如金华九峰

牧场，以奶牛养殖为基础，与周边面积约334 hm2的农田园地

联合，采用“种—养—沼—肥”的循环养殖模式，实现生态

牧场景观。

渔业类生产性景观是在渔业生产过程中利用渔业养殖设

备、水资源和渔业文化进行生产场景的组织。如舟山枸杞岛

的贻贝养殖，在海面以浮吊式生态放养的形式，排列布置成

826.7 hm2的养殖景观，体现海洋生产性景观的壮阔和苍劲之美。

3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特点

本文以浙江省24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生产性景观案例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农田类7个，林果类7个，渔业类5个，牧业

类5个，选择参考的原则：

（1）选自于浙江省最美田园、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等权威名录中；

（2）涵盖各类型景观，农业用地占乡村土地60%以上；

（3）选点在省域内均匀分布。通过实地调研，分别对地

势、景观内容以及发展主题等进行深入调查（表1）。

调研显示，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基于地域环境和文化特

色的基础上，表现为既有农业景观的本质特性，也有由农业产

业联动所决定的创新特性 [6]，主要表现在景观发展模式、景观

形式以及空间布局特点这三个方面。

3.1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发展模式

随着乡村产业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升级，浙江乡村生产性

景观在生产功能的基础上逐渐突显出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

形成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农业+生态”“农业

+文化”和“农业+互联网”为主题发展生产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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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发展背景

1.1 美丽乡村建设

浙江作为率先在全国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省域，结合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和生活风貌对乡村景观进行改造提升，建设

成果成为全国乡村发展的样板。在2018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

数据分析报告》中显示，自2016年以来，全国各级媒体对浙

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报道共计15.3万篇，舆论热度位于全国

第二，仅次于北京，其中涉及乡村旅游的占比高达58.1%。在美

丽乡村的建设热潮下，农业生产所特有的参与性和景观美学

成为乡村旅游的吸引核，带动乡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形成

了景观反哺产业，产业促进景观的良性循环。

1.2 浙江农业产业发展

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浙江素有“鱼米

之乡，丝茶之府”之称，区域内平原、丘陵、山地、海岛各类

地形兼备，为农林牧渔全面创新发展提供了多种环境。浙北气

候水量适宜，是著名的粮仓和丝、茶、淡水鱼产地；浙东沿

海是发展海洋渔业的养殖、捕捞、加工优势区；浙中盆地光

热资源充足，河谷土地肥沃，是浙江粮食、柑橘、牛奶的重

要产地；浙西南多分布在海拔200 m以上的丘陵山地，拥有丰

富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越山水资源，是“浙八味”等药材、果林

和立体农业生产区。农业产业的发展促进浙江农业经济的快

速发展，截止2017年，全省农业生产总值达3 093.36亿元，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3年居全国第一 [2]。

2 乡村生产性景观的分类和内涵

2.1 乡村生产性景观分类

目前对乡村生产性景观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在前人的

研究中，根据主导功能将生产性景观分为生产功能景观、生

产服务设施景观、生态保护休闲景观和旅游休闲服务景观 [3]；

根据功能与参与程度将农业类生产性景观分为自然生产型、

参与生产型和复合生产型三类 [4]。本文以乡村农业产业类型为

主体，将生产性景观分为农田类、林果类、牧业类、渔业类

四种类型。

2.2 各类型乡村生产性景观内涵

农田类生产性景观是以传统粮食作物、蔬菜、中草药类

等基本生存物资为主，利用作物种植形式、色彩变化和品种搭

配所形成的景观。如乌镇乌村的稻田、农田集中分布，被田间

小道分割成网状，与聚落相映衬呈现自然的田园风貌。

林果类生产性景观是利用果林、生产型苗木等展现树木

姿态和春花秋实的季节特点的景观类型。在浙江以全国2%的

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8%的林业总产值的同时 [5]，也形成了茶

园、梅园、桃园、柿树景观等，视觉感受因植株的特点和栽植

方式有所不同。

牧业类生产性景观是以放牧、圈养等方式进行畜类、禽

类、蜜蜂等养殖，展示动物本身、牧业生活和再创作的景观。

自浙江实行“上山入园建循环”、种养结合的生态布局模式以

来，涌现出如观光型牧场或立体养殖等新业态。如金华九峰

牧场，以奶牛养殖为基础，与周边面积约334 hm2的农田园地

联合，采用“种—养—沼—肥”的循环养殖模式，实现生态

牧场景观。

渔业类生产性景观是在渔业生产过程中利用渔业养殖设

备、水资源和渔业文化进行生产场景的组织。如舟山枸杞岛

的贻贝养殖，在海面以浮吊式生态放养的形式，排列布置成

826.7 hm2的养殖景观，体现海洋生产性景观的壮阔和苍劲之美。

3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特点

本文以浙江省24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生产性景观案例作

为研究对象，其中农田类7个，林果类7个，渔业类5个，牧业

类5个，选择参考的原则：

（1）选自于浙江省最美田园、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等权威名录中；

（2）涵盖各类型景观，农业用地占乡村土地60%以上；

（3）选点在省域内均匀分布。通过实地调研，分别对地

势、景观内容以及发展主题等进行深入调查（表1）。

调研显示，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基于地域环境和文化特

色的基础上，表现为既有农业景观的本质特性，也有由农业产

业联动所决定的创新特性 [6]，主要表现在景观发展模式、景观

形式以及空间布局特点这三个方面。

3.1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发展模式

随着乡村产业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升级，浙江乡村生产性

景观在生产功能的基础上逐渐突显出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

形成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农业+生态”“农业

+文化”和“农业+互联网”为主题发展生产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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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的24个对象中（图1），“农业+生态”发展主题占

75%，“农业+文化”占70%，“农业+互联网”占25%，可以看

出，“农业+生态”和“农业+文化”成为目前浙江省乡村生产

性景观的主要发展方向，“农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农田

类和牧业类生产性景观中率先应用，并向“农业+”复合模式

发展。其中农田类生产性景观各功能发展较均衡，以“农业+

生态”“农业+文化”为主体宣扬绿色生产和传承农业文化占

83%，主导休闲、养生、观赏和教育功能；林果类生产性景观

形成了“林业+文化”和“林业+生态”两种发展主题，以较

高的绿地覆盖率突出生态理念，融合当地竹、茶等特色文化

发展休闲养生和教育功能，但缺乏与互联网的联合发展；牧

业类生产性景观形成了“牧业+生态+互联网”模式，注重循

环集约式的生态系统的建立，但是缺乏教育功能的打造；渔

业类生产性景观主要依托地域渔业历史发展，“渔业+文化”

在总体中占75%，“渔业+生态”占25%，主导教育、休闲功

能。浙北地区比较注重生态渔业景观的营造，浙东沿海渔业

在追求巨大产量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业造成了破坏，并且对现代

技术的应用不多。

3.2 景观形式的表现

生产性景观的审美感受直接表现在形式上，在人们生产

过程中基于各要素的自身形态特点，用线条和色彩组合成的纯

粹或富有创意的形式，是人类在地域审美文化基础上对土地

进行二次利用的结果 [7]。在浙江省多样的农业环境和区域文化

表1  浙江部分乡村生产性景观调查统计

类型 代表乡村 地势 景观内容 发展主题

农田类

嘉兴乌村 平坦 稻田景观、麦田泳池 农业+文化+生态+互联网

绍兴冢斜古村 平坦 古田景观 农业+文化

漓渚镇棠棣村 平坦 彩色水稻、四季花海 农业+生态+文化

象山方家岙村 平坦 青椒农场 农业+互联网

磐安陈界村 缓坡 中药养生园 农业+生态+文化

丽水云和 陡坡 梯田景观 农业+生态+文化

开化桃源村 陡坡 油菜花、梯田、茶园 农业+文化

渔业类

湖州荻港村 平原 桑基鱼塘 渔业+生态+文化

建德三江口村 丘陵 淡水渔业养殖 渔业+生态+文化

象山东门渔村 丘陵 捕鱼、晒鱼 渔业+文化

嵊泗县枸杞岛 丘陵 贻贝养殖景观 渔业+生态

温州东岙渔村 丘陵 滨海渔业景观 渔业+文化

林果类

宁波滕头村 缓坡 奇花异果棚、草莓园、苗圃园 林业+生态+文化

海宁尖山村 平坦 四季果园景观 林业+生态

诸暨占岙村 陡坡 古香榧森林公园 林业+生态+文化

长兴金山村 陡坡 茶山景观 林业+生态+文化

杭州龙井村 陡坡 茶山景观 林业+生态+文化

仙居西炉村 陡坡 杨梅林 林业+生态

余姚柿林村 陡坡 柿树景观 林业+文化

牧业类

金华九峰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果园茶园景观 牧业+生态+互联网

温州云岚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农田种植景观 牧业+生态

衢州荷鹭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 牧业+生态+互联网

金华美保牧场 缓坡 庄园式养猪 牧业+生态+互联网

建德春江蜂情园 平坦 养蜂、果园景观 牧业+生态

的演进中，各类型生产性景观逐渐表现出特有的形式（表2）。

农田类生产性景观通常以面积在10～1 000 m2大小不等的

农田单元集中分布，利用水稻、麦子或者油菜等作物形成大

尺度的种植场景。营造开阔自然的农田景观，绿色到金黄色

的季相变化构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类似棋盘式的方格拼接或

曲线线条层层跌落，连绵数里，直至天际，或者利用多种植

物要素组合成创意图案形式，表达地域文化特色。林果类生

产性景观利用茶、香榧、水蜜桃等浙江特色植物营造纯林式景

观，红果绿叶，表现为舒缓的线条或团簇点状的平面形式，或

者用一棵到十几棵的植株，与乡村建筑物或其他要素配植，突

显地方植物文化。牧业类生产性景观以奶牛、猪、蜜蜂等动

物为生产主体，展示动物本身和养殖场景的景观，集合了种

植、林果、渔业类生产性景观的色彩和平面形式特点，表现

浙江生态的牧业文化和健康的消费文化。渔业类生产性景观

以渔业养殖设施和渔业活动为主体要素，通过将水域划分为塘

基比约为1：1，长60～80 m或80～100 m，宽30 m或40 m的

长方形网络状鱼塘，连接成网络状，或者根据养殖要求利用

材料和颜色相同的养殖设备在水面规整排列，形成出间隔在

0.5～3 m的方格网状或平行条带状，与水面环境映衬出纯粹

洁净的美感。

表2  生产要素形式特点

景观类型 生产要素 应用形式 色彩 平面形式 

农田类 水稻、麦子、油菜、蔬菜等
单一种类自然形式；
多种植物组合创意形式

林果类
竹、茶、水蜜桃、柿子、

杨梅等
纯林种植形式；

与乡村建筑或其他要素搭配种植

牧业类
奶牛、猪、蜜蜂结合农田、

林果等
突出动物养殖和设施景观，并与其
他生产性景观要素共同打造牧场

渔业类 鱼类、贝类、藻类等
利用鱼塘结构或渔业生产设备形成

网状或矩形或条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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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的24个对象中（图1），“农业+生态”发展主题占

75%，“农业+文化”占70%，“农业+互联网”占25%，可以看

出，“农业+生态”和“农业+文化”成为目前浙江省乡村生产

性景观的主要发展方向，“农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农田

类和牧业类生产性景观中率先应用，并向“农业+”复合模式

发展。其中农田类生产性景观各功能发展较均衡，以“农业+

生态”“农业+文化”为主体宣扬绿色生产和传承农业文化占

83%，主导休闲、养生、观赏和教育功能；林果类生产性景观

形成了“林业+文化”和“林业+生态”两种发展主题，以较

高的绿地覆盖率突出生态理念，融合当地竹、茶等特色文化

发展休闲养生和教育功能，但缺乏与互联网的联合发展；牧

业类生产性景观形成了“牧业+生态+互联网”模式，注重循

环集约式的生态系统的建立，但是缺乏教育功能的打造；渔

业类生产性景观主要依托地域渔业历史发展，“渔业+文化”

在总体中占75%，“渔业+生态”占25%，主导教育、休闲功

能。浙北地区比较注重生态渔业景观的营造，浙东沿海渔业

在追求巨大产量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业造成了破坏，并且对现代

技术的应用不多。

3.2 景观形式的表现

生产性景观的审美感受直接表现在形式上，在人们生产

过程中基于各要素的自身形态特点，用线条和色彩组合成的纯

粹或富有创意的形式，是人类在地域审美文化基础上对土地

进行二次利用的结果 [7]。在浙江省多样的农业环境和区域文化

表1  浙江部分乡村生产性景观调查统计

类型 代表乡村 地势 景观内容 发展主题

农田类

嘉兴乌村 平坦 稻田景观、麦田泳池 农业+文化+生态+互联网

绍兴冢斜古村 平坦 古田景观 农业+文化

漓渚镇棠棣村 平坦 彩色水稻、四季花海 农业+生态+文化

象山方家岙村 平坦 青椒农场 农业+互联网

磐安陈界村 缓坡 中药养生园 农业+生态+文化

丽水云和 陡坡 梯田景观 农业+生态+文化

开化桃源村 陡坡 油菜花、梯田、茶园 农业+文化

渔业类

湖州荻港村 平原 桑基鱼塘 渔业+生态+文化

建德三江口村 丘陵 淡水渔业养殖 渔业+生态+文化

象山东门渔村 丘陵 捕鱼、晒鱼 渔业+文化

嵊泗县枸杞岛 丘陵 贻贝养殖景观 渔业+生态

温州东岙渔村 丘陵 滨海渔业景观 渔业+文化

林果类

宁波滕头村 缓坡 奇花异果棚、草莓园、苗圃园 林业+生态+文化

海宁尖山村 平坦 四季果园景观 林业+生态

诸暨占岙村 陡坡 古香榧森林公园 林业+生态+文化

长兴金山村 陡坡 茶山景观 林业+生态+文化

杭州龙井村 陡坡 茶山景观 林业+生态+文化

仙居西炉村 陡坡 杨梅林 林业+生态

余姚柿林村 陡坡 柿树景观 林业+文化

牧业类

金华九峰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果园茶园景观 牧业+生态+互联网

温州云岚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农田种植景观 牧业+生态

衢州荷鹭牧场 缓坡 奶牛养殖 牧业+生态+互联网

金华美保牧场 缓坡 庄园式养猪 牧业+生态+互联网

建德春江蜂情园 平坦 养蜂、果园景观 牧业+生态

的演进中，各类型生产性景观逐渐表现出特有的形式（表2）。

农田类生产性景观通常以面积在10～1 000 m2大小不等的

农田单元集中分布，利用水稻、麦子或者油菜等作物形成大

尺度的种植场景。营造开阔自然的农田景观，绿色到金黄色

的季相变化构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类似棋盘式的方格拼接或

曲线线条层层跌落，连绵数里，直至天际，或者利用多种植

物要素组合成创意图案形式，表达地域文化特色。林果类生

产性景观利用茶、香榧、水蜜桃等浙江特色植物营造纯林式景

观，红果绿叶，表现为舒缓的线条或团簇点状的平面形式，或

者用一棵到十几棵的植株，与乡村建筑物或其他要素配植，突

显地方植物文化。牧业类生产性景观以奶牛、猪、蜜蜂等动

物为生产主体，展示动物本身和养殖场景的景观，集合了种

植、林果、渔业类生产性景观的色彩和平面形式特点，表现

浙江生态的牧业文化和健康的消费文化。渔业类生产性景观

以渔业养殖设施和渔业活动为主体要素，通过将水域划分为塘

基比约为1：1，长60～80 m或80～100 m，宽30 m或40 m的

长方形网络状鱼塘，连接成网络状，或者根据养殖要求利用

材料和颜色相同的养殖设备在水面规整排列，形成出间隔在

0.5～3 m的方格网状或平行条带状，与水面环境映衬出纯粹

洁净的美感。

表2  生产要素形式特点

景观类型 生产要素 应用形式 色彩 平面形式 

农田类 水稻、麦子、油菜、蔬菜等
单一种类自然形式；
多种植物组合创意形式

林果类
竹、茶、水蜜桃、柿子、

杨梅等
纯林种植形式；

与乡村建筑或其他要素搭配种植

牧业类
奶牛、猪、蜜蜂结合农田、

林果等
突出动物养殖和设施景观，并与其
他生产性景观要素共同打造牧场

渔业类 鱼类、贝类、藻类等
利用鱼塘结构或渔业生产设备形成

网状或矩形或条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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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地域环境上的空间分布特点

任何景观的形成空间都必然落实在具体的地域空间上 [8]，

在对24个样点调研的同时，还截取了Google earth上的卫星遥感

影像，通过分析总结将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分为7个类型，分

别为平地农田型、坡地梯田型、片状经济林、点状文化林、牧

注：红色表示聚落区域，蓝色表示生产区域。

场生产型、基塘养殖型、水域捕捞型，并对各类型景观分布

进行图示表达（表3）。

结果表明，首先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在空间分布上表现

为与区域地形的相关性，形成了浙江南北生产性景观竖向差

异。如浙东北平原，农田类生产性景观在相同地域范围内保

表3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空间分布特点

景观形式 结构特点 空间分布 图示

平地农田型

聚落临近河流以线状或片状组团分布，农田在
聚落以外集中分布，田间生产道路穿插其中，
将农田分为方格网状或条带状生产单元，如乌

镇乌村

坡地梯田型

地处丘陵山地，以自然山林、梯田、聚落、山
谷农田的梯度分布在200 m-1 500 m的高度，道
路沿山脊等高线分布，突出竖向景观，如云和

梯田

片状经济林
规模较大，多位于丘陵山地，空间聚落沿山谷
线性或片状分布，林地一般在海拔200 m到800 
m的山体，道路划分种植区域，如杭州龙井村

点状文化林
分布在院落以及路边，与建筑物或者其他植物

搭配作为景观绿化树种，如余姚柿林村

牧场生产型
位于交通便利的丘陵山地，养殖区远离聚落，
以养殖区为核心周围散布林果、渔业等，道路

划分各功能区，如金华九峰牧场

基塘养殖型

聚落以片状集中分布，生产区域以聚落为中心
集中分布，塘基将水域划分为网状结构，水塘
养鱼，塘基上种植树林或果林，如湖州桑基鱼

塘

水域捕捞型
聚落依山就势分布在河、湖、海等水域岸边，
在浅海区域进行藻类、贝类、渔类的养殖捕

捞，如枸杞岛贻贝养殖景观

持着相同的肌理和种养形式，呈现出规模化的块状拼接结

构，而浙西南是以（自然山林）梯田、山脚下聚落、山谷农

田，由高到低的垂直梯度分布，受气温和土壤营养的影响，

梯田一般分布在海拔200～1 500 m的海拔范围内。其次，各

类型景观内部表现为与水体、聚落、道路等要素的形态相关

性，生产区域一般分布于土壤条件良好的地带，聚落在不占

用农业用地的前提下择水而居。平原地区聚落依据水体形态

呈带状或片状布局，生产性景观在聚落以外区域分布，生产

道路呈网格状或平行线状，既能划分生产区域，又能形成生

物廊道。丘陵山地聚落则以带状分布在山谷之间或以片状聚

集水体周围，生产性景观以聚落为中心向四周或山上零散分

布，发展农田、林果或者牧业生产，道路因地就势沿等高线

或山脊串联起不同的生产区域。

4 乡村生产性景观发展建议

乡村生产性景观的营造既要考虑乡村风貌自然美的独特

性，又要考虑区域社会发展意义，是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极其

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对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典型案例的调查

和分析，总结出以下发展建议。

4.1 以功能发展促进产业转型

乡村生产性景观所具备的生产、生态以及社会功能在美丽

乡村的建设下不断升级，进而促使乡村产业的发展转型。在生

产性景观的营造过程中，应重视生产性景观在乡村景观中发挥

的功能，既要保持对农业固有功能的支持，也能符合乡村产业

振兴的发展道路。注重“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农

业+生态”促进乡村绿色产业的发展，如康体养生产业，由粗

放景观向低碳景观升级，以“农业+文化”和“农业+互联网”

创造公共交流空间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带动农民劳作的转型和

生活方式的进步，为今后乡村产业中创造出更多“农业+”的

新内容奠定基础。

4.2 以景观形式表达地域文化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以形式表现地域审美和农业文化，

从景观要素组成上来看，浙江区域内农业生产要素丰富，通

过继承和发展浙江本土农业要素，可用单一要素组成大的生

产场景，也可融入多种生产要素体现景观的丰富性，如多种植

物要素或者基础配套设施，从传统要素或区域创新要素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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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组合方式来体现地域文化。从景观艺术手法来看，应由形

式美向意境美升级，基于乡村农业生产性景观是一个特殊的

景观类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融入地方文化，有效地将艺术

性和趣味性融于一体，体现乡村生态质朴的田园风光，更加

能原真性地表达乡愁，促进了人地交流，使乡村景观更具美感

和韵味。

4.3 科学发展乡村生产性景观空间布局

浙江乡村生产性景观呈现出与区域地形和聚落水利分布明

显的形态相关性，以规模化的种养方式形成整体的空间组织

形式。所以在乡村生产性景观的发展中，应注重乡村区域内生

产性景观内在结构的科学性和整体协调性，在保持乡村景观

固有空间风貌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生产环境和生产需求合理

安排乡村生产区域，协调与聚落、树林、水利、道路之间的关

系，注重动植物所需要的生境和人类共生格局的营造，保持

景观系统的稳定性，让生产性景观成为乡村景观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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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地域环境上的空间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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