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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村”到“聚居”：川南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研究
����������������
From “Scattered Village” to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Research 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 Sichuan
—Taking the Planning of Yinxing Village Settlements in Yibin as an Example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建设显著滞

后，原有散村规模小、布局散、资源集约效益低，难以满足村民现代生活需

求，乡村“三生”空间利用面临着压力与挑战，散村向聚居发展已具有普遍趋

摘要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川南地区散村存在规模小、布局散、资源集约效益低等

问题，具有向集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政策导向。基于川南现状新建聚居点的田野调查，分析、

归纳新建聚居点自然生态格局破碎、农旅产业联动不足、原真人文环境衰落等现状问题，结

合川南自然人文特征，提出“村景一体的生态格局”“农旅融合的生产空间”“产居一体的生

活空间”3个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从而实现“三生”空间的融合发展。并结合宜宾市银星村

聚居点规划实践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川南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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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oblems of small scale, scattered layout, and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pooling in the scattered villages of southern Sichuan have emerged, and there is an objective 

demand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new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Sichuan,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broken natural ecological pattern, insufficient 

linkag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decay of original humanistic environment in new settlements, 

and proposes thre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the settlement: “ecological pattern with integrated village and 

scenery” “production space with integrated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living space with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liv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living” spaces. The study is combined with the case 

of Yinxing Village in Yibin settlement planning practic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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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全国广泛开展乡村聚居点建设。2003年,江南区域率先实施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乡村建设工程 [1]，乡村空间结构优化

升级，资源集约效益增加，居民生活品质提升。2014年，四川

政府印发《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行动方案（2014-2020年）》，

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省建成3万个幸福美丽新村，针对不同

情况新建乡村聚居点，统一规划，适当集聚。但建设过程中

暴露出乡村风貌趋同、乡村原生空间肌理破坏、乡村地域文化

丧失 [2-3]等严重问题，引发学者对聚居点整治的思考，并推动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的热潮。国内研究多以乡村聚落理论为

基础，基于土地整治 [4]、景观优化 [5]、农户行为[6]等视角，通

过GIS技术 [7]和多源数据，探索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的方法和

模式。现有研究多从村域宏观结构上对乡村聚落规划进行研究

并提出重构模式，并且大多数集中在传统乡村聚落生活空间重

构，对于新建乡村聚居点微观层面的“三生”空间重构研究相

对较少。

四川省川南地区作为农业区域，其乡村经济发展不均衡，

略显滞后，原有散村使得国家在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等资源供

给上效益偏低，乡村问题亟待解决，从分散到集聚是当前川南

乡村转型与重构的普遍诉求。因此，本文以川南乡村聚居点为

研究主体，基于其现状与问题，借鉴川南传统村落空间结构，

从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3方面探索乡村聚居点空间

重构策略，对于满足村民现代美好生活需求，达到资源高效

集约化，进而传承乡土文化、培育居民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川南乡村聚居点现状及问题

1.1 川南乡村聚居点现状调查

川南包括四川东南部的宜宾、自贡、内江、泸州、乐山等

5个城市区域，在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地形以山地

和丘陵为主，中低山地、丘陵占据土地面积的70%以上 [8]。目

前，川南乡村聚居点按照功能和产业结构分类，大多为以种

植业、林果业等为主的农业型乡村和旅游业结合农业的农旅

型乡村。川南丘陵山区地势复杂，耕地紧张，村落选址一般

向阳、近水、傍地、临道。根据以农业或者旅游业为主，有

明显分布特征的调研选点原则，研究选取川南区域具有代表

性的6个乡村聚居点，大多分布在山谷平坝地或者交通方便的

地方。不同分布区域的新村聚居点，其空间布局等存在明显

差异（表1）。

1.2 川南乡村聚居点建设现状问题

川南新建乡村聚居点产业发展集聚，农民集中居住，资源

利用集约，农户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然而建设实践中未结合村

民集聚实际需求，宏观规划上缺乏整体思考，形态上简单模

仿城市住区布局，建设上破坏原有乡村空间肌理，导致川南乡

村集聚后其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3个方面都出现了

严峻问题。针对这6个新建的乡村聚居点，通过田野调查、文

献及案例研究法，分析归纳川南乡村聚居点现状问题，为进一

步提出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奠定基础。

1.2.1 村景割裂，自然生态格局破碎

川南地区农业型和农旅型乡村聚居点选址以靠山、近水、

临道为主。农业型乡村靠山近水，却未能充分利用山水资源，

近水而不亲水，村景割裂，破坏原有村落生态网络。例如塘

坝川丰新村，新村与古街被水分隔而无联系（图1）。农旅型乡

村聚居点选址毗邻道路，不尊重原有场地山水格局，侵占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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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业用地不断向旅游服务用地转化，过度开发资源和无

序建设，而山体、耕地、绿地等用地逐渐减少，导致支持其生

态安全保障的生态空间不断恶化，自然生态格局破碎。例如

长宁县马村，分散乡村被集中到交通便利的地方统一规划，由

于片面追求乡村经济的增长，对山水林田资源不合理开发与利

用，居民生活用水直接排入河道，河道受到污染，乡村生态系

统功能受损，导致自然生态格局破碎。 

1.2.2 结构失衡，农旅产业联动不足

乡村由传统内向型分散化乡村转向外向型集约化乡村，

粗放式发展使得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失衡，资源整合度较低。

农业型乡村缺乏支柱产业，结构单一低质，基础设施水平落

后，缺乏规模化、机械化。随着乡村旅游介入，农旅型乡村

原有耕地被侵占，农民放弃耕作转向旅游业，农田空置，然

而旅游存在淡旺季，同时旅游产品单一，特色不突出，缺乏

表1   调研乡村聚居点现状情况

聚居点 整体格局 平面形态 现状照片 现状概述

宜宾筠连

塘坝川丰

新村

农旅型，依托塘坝古镇，

占地约8.2 hm2，共48户，

种植漆树、茶叶

宜宾长宁

县开佛镇

马村

农旅型，毗邻308省道，

占地约95.8 hm2，共72
户，以水产养殖为主

宜宾高县

腾龙村

农业型，紧邻309省道，

占地约9.5 hm2，为增减挂

钩试点项目

泸州江阳

区马道子

村

农旅型，西邻长江，占地

约6.8 hm2，共55户，以种

植红高粱、芒果为主

泸州龙马

潭区走马

新村

农业型，紧邻307省道，

占地约5.2 hm2，共65户，

种植草莓、黄瓜等 

自贡富顺

县马安村

农业型，毗邻自隆高速，占

地约15.2 hm2，共38户，以

柑橘种植、酿醋为主

LANDSCAP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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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农旅产业资源分散未能充分融合，联动性不足，

导致后期旅游用地空置，土地利用结构失衡，乡村经济抵御

风险能力降低。另外川南地势复杂导致社会资本投入困难，

更多以低端农家乐为主，农旅项目质量不高，无法实现有效

增收。例如塘坝川丰村和马道子村，旅游品牌特色不突出，

短暂旅游季节后，产业用地空置，生产空间利用率低，土地

价值降低。

1.2.3 风貌趋同，原真人文环境衰落

部分乡村聚居点忽略了川南在地特殊性及复杂性，随意套

用城市住区布局方式，街巷、广场、院落民居等要素组合生

硬，均质建设使得乡村风貌趋同并与原有村落空间肌理格格

不入。机械行列式布局使得街巷空间序列平铺直叙。农业型

乡村缺乏公共交流空间，使得往日乡村中守望相助的公共生

活日渐稀疏，而农旅型乡村公共空间存在频繁的旅游活动，

挤压传统民俗活动空间 [9]。农村人口流失的同时，宅基地面积

却呈现扩张趋势，闲置空废严重 [10]。农业型乡村民居建筑外

观异化，失去川南传统符号。例如开佛马村，其聚居点街巷

空间形式单一，缺乏公共交流空间；街道铺装材质城市化，

缺乏归属感（图2）。农旅型乡村外观一味追求仿古符号，同

质化建设，传统乡村风貌被破坏，原真人文环境衰落，如马

道子村民居风貌趋同，琉璃瓦、瓷砖贴面、宝瓶式栏杆等元

素随处可见。

2 川南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

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是对乡村“三生”空间的布局和结构

调整优化的过程。川南传统村落最外层生态空间以山林划定

聚落边界，提供生态屏障；中间层为生产空间，以农田为主，

水系穿越；中心层为生活空间，集中了居民居住、邻里交往

功能，形成以聚落为中心，山水林田环绕的“生态—生产—

生活”的同心环形空间格局 [11]（图3）。针对川南乡村当前面

临的问题，从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3个层面提出

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最终实现“三生”空间的融合发

展，使其在资源集约化高效化的基础上，满足居民现代生活

需求，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进而能够回归乡土记忆，突显川

南地域特色。

（1）有机协同山水林田，构建村景一体的生态格局。生

态本底是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重构的载体，提供生态屏

障。《阳宅十书》写道“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中国

传统村落十分注重与自然山水林田的融合 [12]。川南地形以山

地丘陵为主，拥有坡、崖、丘、沟、塘、湖、林等多类山水

资源。在聚落选址上，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坡、崖、湖、林

等自然资源，构建山水相依村景一体的生态格局；根据基地

现状条件评估，划定范围，布局生态空间，明确村庄建设边

界。在乡村生态修复上，适度人工干预恢复乡村自然生态，

构建植物立体复合群落层次；优化生物群落结构，丰富乡村

生物多样性，增强乡村生态涵养能力，最终达到提升生态系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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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功能的目的。依托乡村现状水系、农田林地资源等构

筑联动乡村生产、生活、文化等多元地域空间的动态渗透式

生态空间体系 [13]。

（2）整合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农旅融合的生产空间。川

南乡村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土地、水利、人力资源丰富，

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是生产空间重构的核心问题。川南传统乡

村产业经济结构由乡村农业和工业组成，近年来川南乡村旅

游热潮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依托川南本土农业资源优势，

结合各村现有生产用地情况，农业型乡村鼓励集中种植，发

展田园综合体和农业产业化、机械化。依山就势，根据生产

用地经济性，重新划定产业布局，如苗圃分布在坡度较大、

距离村落较远区域，农田分布在距离水源较近区域。农旅型

乡村挖掘内在优势资源，使旅游产业和农业深度融合，加强

联动性，结合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等形成农旅融合新模式。

一方面引导产业规模种植经营和发展优势主导产业，以整合

互动三产，拉动内需引擎 [14]，加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另一方

面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灵活投放，

确保效益最大化。

（3）传承更新空间要素，重构产居一体的生活空间。乡

村生活空间满足居民生活、邻里交往等功能，反映乡村社会

的人地关系 [15]。川南传统村落生活空间结构包括街巷空间、

广场空间及院落空间 [16]。提取解构川南传统村落空间肌理，

传承村落“起、承、转、合”的街巷空间结构；提取传统村

落元素如古树、方池、小品等，运用转折、收放等形式丰富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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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空间 [17]，塑造乡土记忆。“青瓦出檐长，穿斗白粉墙”是

川南传统民居最基本的风貌特征，因此要注重对川南传统村

落空间肌理的提取、解构和重组，合理组合传统村落的街

巷、广场、院落、民居等空间。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通过道

路分级、公共服务设施与场地集中布置等方式形成“产居一

体”的集约化生活空间。如泸州纳溪区乐道古村（图4），街

道转折收放自如，成S型倚于永宁河岸边，场口场尾均有两

株黄桷树，民居以白墙、灰瓦、褐木为主。

3 宜宾市银星村聚居点规划实践探索

3.1 银星村聚居点现状问题

银星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村域面积约20.8 hm2，

共38户，以茶叶为主要产业。整体格局上山环水抱，聚落分

散位于两山之间山谷平坝地段（图5）。场地山水林田包围着

村落三生空间，构成聚落—缓坡茶田—山林的竖向空间层次

（图6）。银星村陶家坝受到区位的限制，在新型城镇化冲击下

面临着严峻挑战。生态空间层面，村民自建房屋，随意侵占

耕地，导致农田林地原有生态破坏，山体植被破碎化，水土

流失，且无水土保持措施，存在安全隐患。生产空间层面，

基础农田荒废零散，加工茶企空间杂乱、规模较小，旅游供

给质量较低，人口流失严重。生活空间层面，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公共空间较少，健身设施老旧，且缺少停车位。现有

砖木房屋破损、功能缺乏，砖混房屋瓷砖贴面，缺失川南建

筑传统元素。

3.2 银星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

针对银星村现状问题，依托银星村茶叶基地核心优势，以

“茶谷陶园，茶韵生活”为设计主题，通过重构乡村生态、生

产及生活空间，从而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体现川南新民居风

貌，打造一个集自然观光、休闲度假、乡土情怀、茶园生活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茶园美好生活示范村。

（1）生态空间景观生态修复与生态空间网络构建。乡村聚

居点空间重构必须以相对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作为保障，所以

保护与修复自然生态是乡村空间重构的首要任务。划定生态空

间格局（图7），限定村落建设边界；通过生态修复技术，包

括增绿添彩等方法，修复破碎化的山体原有植物群落。利用周

围山体林地，划分山体坡度在25°以上为限建区，补植本土树

种如茶树、珙桐、银杏、杜仲等，增加绿量，并将其作为生态

保育区，构建植物立体复合群落层次，丰富乡村生物多样性；

划分山体坡度在15°～25°之间为缓坡茶田区，延续茶田肌理，

防止山体滑坡，增强乡村生态涵养能力；将坡度在15°以下设

定为乡村建设发展区，适当增加花卉植物及色叶植物，展现幸

福美丽新村新面貌与活力（图8）。

（2）生产空间结构整合优化与茶旅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土

地集约重组，合理划分一二三产业空间（图9），将原有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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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优化为一产（基础农业、茶叶种植、景观菜园等）、二产

（加工茶企、合作社等）、三产（陶园民宿、茶采摘体验区等）

相融合的产业新格局。基于原有农田耕作基础，优化当前以茶

叶、水稻、玉米为主的种植结构，适当种植本土经济植物，重

构由谷底蔬菜农田—缓坡山腰茶田—山体生态林地构成的复合

立体农业景观。预留旅游用地，构建茶山登山步道，划分茶园

采摘体验区，植入亲子采摘活动。茶产业亟需转型升级，更新

改造现有迎兴茶厂，以点带面，发展创意茶产业（图10），延长

茶产业链，形成茶旅融合 [18]的特色生产空间。

（3）生活空间传统肌理延续与场所空间要素更新。生活

空间的传承与更新包括街巷、院落、广场等空间的更新。梳

理村落空间（图11），延续传统村落肌理，构建一环、一心、

一轴的生活空间格局（图12）。原有道路拓宽形成一条串联各

个节点空间的环线（图13），以原有村委为核心建造乡村公共

活动中心（图14），包括乡村书吧、室外多功能阶梯及水塘，

打造一条满足人们居住、交流的主要轴线。同时划分5个功能

区，分别是茶园生活区、茶企参观区、茶园采摘区、世外陶园

区及生态保育区。街巷空间主街宽3～5 m，巷道宽1～2 m，

主街铺装采用条形石板，两侧用人字形青石铺装（图15）。院

落民居基本单元建筑高度不超过10 m，共3层，有后院式和前

院式2种户型；材质上，新旧融合，川南土墙与整面玻璃结合，

通过颜色质感的对比达到视觉上的对立美感；空间形态上，

顶部叠加具有晾晒功能的院坝空间；院落民居整体功能复合，

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

4 结语

川南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是乡村建设的重要部分，对激发

川南乡村活力，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

义。本文通过宜宾市银星村的实践案例，基于川南乡村聚居点

现状问题，借鉴川南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综合考虑生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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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经济等多要素，从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及生活空间

3个方面系统构建乡村聚居点空间重构策略，实现“三生”空

间融合发展，以期达到乡村资源集约效益最大化的效果，从

而满足人们的现代美好幸福生活需求，传承乡土文化，突显

地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