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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景观规划研究
����������
Study on Landscape Planning of Tourism Villages in Four Mountain Area of Chongqing 
—A Case Study of Longwang Village in Beibei

四山作为重庆主城区重要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及城镇边缘绿色屏障 [1]，高

达44%的森林覆盖率使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伴随城镇化人工

干预强度加剧，其生态保护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和破坏。为解决四山地区

摘要

重庆城郊四山管控条令制约下，其管控范围内的乡村建设行为受控，造成配套设施欠缺、产

业发展低效、传统文化流失等现实问题，如何统筹四山保护要求和乡村发展诉求，成为四山

保护的紧迫课题。旅游产业发展是四山地区村落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其适宜性建设途径和创

新运营机制探索是协同四山生态保护与村落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北碚龙王村为例，提出生态

保护格局建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生态化产业规划、乡土传统景观营建等景观规划路径，

以期为四山保护背景下村落发展规划实践提供借鉴，为协调城郊乡村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

适宜性方法提供理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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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control regulations of the four mountain area of Chongqing, the construction behavior of the 

villages within the control area is controlled,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effici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o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ther realistic problems, how to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four mountain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village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four mountain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s in the four mountain 

are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ts suitable construction path and innov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is a key link to coordinat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he four mountain area. Taking Longwang village in Beibei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opose the landscape planning path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pattern construction, public service system 

improvement, ecological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vernacular tradition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planning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 mountain area protection,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lements for the suitability approach of coordin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uburba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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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超载引发的严峻问题，《重

庆市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定》应运而生，强调实行限制

性措施以保护四山地区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绿

色生态空间和人居环境质量 [2]。然而，单一强制的生态资源

管制措施 [3]与传统的“殖民地保护模式”[4]虽取得良好生态效

益，但也严重制约着区域内342个城郊村落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忽略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发展不仅损害当地经济发展

权益，以牺牲居民的使用权、生存权、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

为代价 [5]，而且村落区位与自然人文优势均未得到有效彰显，

部分村落已成为典型的贫困村，因而统筹四山保护和村落发

展诉求成为探寻村落转型发展的紧迫问题。

本文以北碚区龙王村为案例，运用田野调查、实证研究、

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调研评估其特色风景资源，归纳梳

理旅游型村落既存问题，以协调当地自然环境保护和村落旅

游转型发展为目标，提出适宜性规划策略。

1 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既存问题分析

1.1 生态保护机制深化缺失导致乡土自然环境恶化

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控实施以来已取得显著的生态保护成

效，但由于大多村落缺乏地域性保护规划细则，导致限制区

划不明确、限定措施难深入、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

村民个人行为与机构企业行为缺乏规范引导。

（1）村民个人行为引发环境资源破坏。由于四山管控生态

补偿机制覆盖不全面，当地村社居民经济收入减少，加之村民

生活生产行为缺乏规范引导，使得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如生

活垃圾和污水排放以及鸡鸭鹅养殖对水环境的污染，截断溪

流河道修筑鱼池和蓄水塘导致水流阻断，私自扩张耕地导致

林地减少，焚烧秸秆柴草引发当地空气污染及火灾隐患等。

（2）机构企业行为引发自然环境失衡。四山地区部分旅游

村落组织实施河道硬化、渠化的粗放治理手段，割裂河流与

周边自然环境生态流中物质、能量、信息传输，阻断景观连通

性，破坏河流水域生态平衡。四山地区局部道路桥梁等基础

设施建设及曾经的工业生产，造成大量植被裸露退化、山体

创面、环境污染等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复绿修复。

1.2 基础建设滞后造成村落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

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道路交通路况条件不佳，交通道路

系统尚不完善，对外交通设施缺乏，内部道路通行条件差，

局部机耕道的建设覆盖不足，村落内部缺乏规范的停车场区

域。很多村路还未实现道路全面硬化和村社连通性，现状乡

村公路多是路面窄、等级低、路况差、维护和管理滞后，难

以引导欠发达乡村地区生产发展。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排污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缺乏管控的养殖与生活污水、垃圾等对

水质和环境造成严重威胁。部分村落未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和

垃圾处理设施，生活污水自然排放，生活垃圾就近丢弃，环

境污染严重，自然水系水质恶化明显。四山地区村落的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方面存在不完善问题，村委行政类和卫生服务

类的公共配套数量及分布较为合理，但环境质量、风貌协调

性、使用便捷性有待进一步改造提升，而其他类型公共服务

配套数量和分布覆盖不足，如幼儿园、中小学、便民服务中

心、户外公共活动场所及其配套。村落公共空间环境遭到居

民生活生产污染破坏，违规的杂乱无序搭建现象严重，空间

景观性、整洁性较差，不利于村民日常休闲和交流活动开展。

1.3 粗放型划区管控挤压村落生产空间和产业潜力

四山地区农业用地大多分布于地理区位差，交通基础设

施、水利灌溉等农业生产设施投入少的高海拔山地地区，加

上乡村生产空间规划的缺失导致现状耕地呈现小而碎的分布

状态。规模小、分布散、经营乱的农业模式难以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高效化的农业产出，更难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和纵向链条延伸，无法适应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加

之村落缺乏旅游规划的科学引导，旅游业处于起步阶段，尚

未形成完善的乡村旅游体系。调研得知许多村民已产生发展

乡村旅游的想法，然而，大部分村落由于缺乏旅游相关规划

支撑，以经营低品质、小规模农家乐为主，缺乏完善的配套

设施及游客接待能力，其发展已是步履维艰、濒临倒闭。

1.4 地域人文价值忽视致使优势传统文化资源埋没

四山地区乡村缺乏乡土文化资源保护机制的系统性建构，

乡土文化资源普查、评定环节滞后，导致乡土文化缺乏维护而

逐渐被废弃、埋没，如龙王村地区的古碉楼、工业文化建筑

等。文化资源的埋没可能伴随乡村社区归属和认同感弱化，这

是四山旅游型村落面临的严重问题。同时，特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不善，四山地区部分村落对特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认识

不强，缺乏积极上报和维修保护措施，造成具有文化价值的

遗迹资源面临消失的危机。部分村民擅自买卖占有文化文物

重庆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景观规划研究——以北碚龙王村为例      章  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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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甚至就地利用资源空间，从事耕种、养殖等生产活动，

或违规搭建改建文化资源空间，进一步加大四山地区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工作的难度。

2 北碚龙王村旅游型村落景观途径探究

龙王村位于重庆北碚区龙王洞山麓，紧邻北碚城市建设

区，未来紧临环城铁路站点，拥有良好的交通发展优势。其中

部分区域处于四山管制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范围管控

内，风景自然资源丰富（表1）。项目总体研究范围88.2 hm2，受

保护控制区域约36.5 hm2，占总面积41%。如何协调当地自然环

境保护和村落旅游转型发展成为需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针对

四山区域村落存在的自然环境恶化、服务配套不完善、产业布

局不合理及地域文化缺失问题，提出相适宜的景观规划策略。

2.1 建构生态保护格局

2.1.1 村落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

为保证龙王村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科学合理

性，通过文献查阅研究确定权重、赋值及等级设定 [6]，构建生

态敏感性评价层次结构模型（表2）。运用ArcGIS10.5软件对评

价因子赋予等级数值并加权叠加计算，得出龙王村生态敏感

性综合评价结果（图1）。

2.1.2 建构村落生态保护格局和建设划区管控

依据上述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对极高敏感区、高

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分级提取，建立龙王村生态保护

格局（图2），明确村落建设划区管控，将项目区域划分为生态

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和生态引导区3部分（表3），建立适用于

龙王村的保护措施。

2.1.3 实施山、水、林、田生态修复

针对龙王村及其周边环境已存在的自然环境生态破坏现

状，或生态高敏感区潜在的生态问题，开展山、水、林、田

的生态环境修复（图3）。

（1）龙洞湾两侧山体实施生态治理修复。主要包括裸露

地表、山体创面、废弃采煤地及已存在或潜在的滑坡地段实

施生态修复。裸露地表、山体创面、废弃采煤地以自然恢复

表1  龙王村风景资源分类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数量 具体分布

自然景源

山景

山丘 1 李家庙山

沟谷 4 龙洞湾沟、打石沟、草河沟、张家垭口

崖壁 1 夹子岩

洞穴 1 “土匪洞”

石景 3 中间段分布3处巨岩

水景

溪流 村间石涧、竹林溪涧、田野浅溪、村口河沟

瀑布跌水 6 西北段3处紧邻潭池的瀑布，中段分布3处小型叠瀑

潭池 8 西北段4处连续瀑布水潭，中段散布4处水潭

生景

森林 自然林、松林

古树名木 6
西北段和中间段分布4棵黄葛树，中部段水池旁1棵古槐树，东南段民居

院落1棵大香樟

其他特色植被 中段沟谷两侧分布较多竹林，中段到东南段沿途分布山径野花

人文景源

建筑

传统民居 119 西北段集中散布周家院子等民宅

厂房建筑 3 中段1处造纸厂建筑，2处煤矿厂建筑

特色建筑 1 1处防御碉楼

其他构筑 18 中部1座老观音庙，沿途1座车行梁桥，12座人行梁桥，4座人行石拱桥

田园
梯田 集中分布于西北段，局部存在于东南段，总共45 hm²

鱼塘 32 西北段23个鱼塘，面积约4 hm²；中间段9个鱼塘，面积约1 400 m²

其他 古石雕刻 1 东南段1处碑刻

LANDSCAP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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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以荒地复垦复耕、耕地退耕还林等方式有序恢复生态，

潜在的滑坡地段可结合生态化工程防灾手段治理。

（2）龙王村水环境修复。对溪流和鱼塘周边进行生态净

化，采用农田尾水净化，构建田与河之间的荷塘湿地系统，设

置植被防护篱笆等措施。整治龙王村水域岸线环境，在溪流、

表2   龙王村生态敏感性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影响因子 权重 属性分级 赋值 敏感性等级

高程/m 0.17

<300 5 低

300～350 3 中

350～400 1 高

>400 0 极高

坡度/° 0.20

<10 5 低

10～30 3 中

30～50 1 高

>50 0 极高

水体/m 0.13

>500 5 低

200～500 3 中

100～200 1 高

<100 0 极高

道路/m 0.16

<200 5 低

200～500 3 中

500～1 000 1 高

>1 000 0 极高

土地利用 0.19

村镇 5 低

山林 3 中

农田 1 高

湖塘 0 极高

居民点/m 0.15

<200 5 低

200～500 3 中

500～1 000 1 高

>1 000 0 极高

表3   龙王村生态保护区划管控原则及措施

保护类别 分布位置 管控措施

生态保护区
    极高敏感区；

高敏感区

禁止任何建设活动，不扩

建、不新建项目；旅游规

划项目范围避开该区域；

实施植被恢复，山水生态

修复

生态控制区
中度敏感区；

四山保护交叠区

严控城市建设开发活动

及其他工程干预活动，

控制自建房的扩建、新建

行为；管控区域内建筑规

模、密度、体量及风格；禁

止二产植入并控制一产

污染，以发展绿色无烟产

业为主

生态引导区 低敏感区

禁止破坏自然生态的建

设活动，尽量避免场地过

度开发；适当修筑必要公

共服务设施及景观游览

设施

重庆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景观规划研究——以北碚龙王村为例      章  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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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塘驳岸种植湿生植物以固土护岸和隔离污染。调整水边工

业产业结构，实现水域潜在生产污染的管控。通过建设污水

管网、设置植被防护篱笆等方式，管控生活污染，治理水域周

边污染源，最终实现龙王村小流域水环境生态修复治理。

（3）林地植被恢复。在不适宜粮食种植的耕地区域，结

合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发展特色经济果林；在耕种困难地带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在疏林、荒地上实施补植管护、封山

育林；在龙王村居民点或其他建设用地周边，实施植树造林绿

化工程，以提高植被覆盖水平。同时注意补植优良景观树、彩

叶树种、防火树种等，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并展现季

相、林相、色相等多重景观效果。

（4）村落梯田旱地实施农田生态综合整治。建立农田防护

带，防止农田污染，既能有效控制生活生产污染和过度建设

对农田生态的破坏，还能控制耕种行为向山林草地无序蔓延。

恢复荒废耕地和废弃地块，针对耕种条件欠佳地块，利用栽

培或野生的绿色豆科植物作为肥料 [7]，对龙王村局部退化的农

田生态系统进行恢复。

2.2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2.2.1 优化功能服务区域布局

优化后的龙王村功能空间分为6个主要片区，包括农业观

光区、综合服务区、村民聚居区、文化体验区、自然游览区及

植被防护区，呈现为“一带、三核、六片”的结构布局（图4）。

“一带”指以龙王村登山步道为重要线路，上下带动龙王村生

活生产及旅游发展。“三核”指3个重要公共活动区域，即新

建的村委游客中心、改造的纸竹书馆和龙王村生活馆，是村民

日常活动与游客活动的活力辐射极核。“六片”指6个主要功能

空间片区，其中村民聚居区分布于四山保护的外围地带，靠近

龙王村商贸、交通等核心公共服务区域，减少生活生产对保护

区的干扰，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便捷性；农业观光区位于西北段

平缓的核心地带，打造特色农业的大地景观风貌，其间以轻介

入方式设置景观设施；文化体验区涵盖经过景观美化升级打

造的原造纸厂、供销社、跃进桥、煤矿厂、碉楼和古树等一系

列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景点；综合服务区涵盖村委办公、游客

服务和生活商贸的游客中心及停车场；自然游览区是包含山谷、

田园、竹林、溪涧、瀑布的自然风景游览区；植被防护区是龙

王村人工活动区域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植被缓冲区域，补植

景观树、彩叶树种、乡土树种等，展现背景林的季相、林相、

色相景观效果。

2.2.2 完善交通配套服务设施

为满足游客游览需求与村民生活生产需求，结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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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基础，完善道路交通系统（图5），升级美化道路

环境。将原有对外车行道路拓宽至6 m，西北向车行交通连

接圣兴路通向复兴镇。东南向步行交通连接木耳场镇，优

化登山步道路径景观与形式，强化游客体验与感知。同时，

以环形+尽端模式完善西北段的交通服务体系，建立4.5 m

宽的半环车行道路、2.5 m宽的一级步行道路和1.2 m宽的二

级步行道路，增加龙王村内部各功能区及各景点的交通可达

性，完善立体步行系统和特色旅游线路。静态设施方面，规

划2处集中的旅游停车场，总计166个车位，建立乡土植物

带和景观长廊掩映停车场，尽量降低对龙王村整体风貌的

影响。在纸竹书馆处规划1处小型应急停车点和回车场，方

便办公、应急及回车需求。道路交通覆盖各个片区，满足

龙王村旅游交通及村民的车行、步行及停车需求，提高生产

生活和休闲旅游的交通体验。

2.2.3 完善旅游服务设施

因四山保护要求限制及山谷交通便捷度较低，龙王村旅

游服务设施数量不宜过多，体量不宜过大。对现有空间资源进

行整合，在公共活动区域均匀布置多功能综合的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图6）。针对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诉求，满足村民服务商

贸功能，发展形式多样的居民服务、商业零售的生活配套设

施；针对假日旅游人群，满足旅游休闲娱乐功能，发展具备

一定品质的食宿接待、商业零售、民宿旅店、观景休闲等旅游

服务设施。在机械厂旁边，结合政府管理、旅游服务和村民

生活需求，建立集合村委会、卫生所、游客服务中心和乡村商

贸服务的综合性服务站点（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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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观光区

文化体验区

自然游憩区

居民聚居区

综合服务区

植被防护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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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色可持续理念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

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与优化旅游型乡村生态环境与传统景观

风貌，发展规模合理的旅游产业，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8]，

融合构建以自然生态保护、文化资源传承、物质环境优化、乡

村金融弥补、社会网络扩充和劳动力吸引为内容的功能群 [9]。

以龙王村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为基础，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的形式，充分发挥龙王村的资源价值，建立一带、四区、多

景的风景游览体系（图8），打造乡村网红旅游目的地，为龙王

村带来可持续的产业支撑，实现乡村振兴。

一带是景线与产线的融合，以龙王村登山步道为重要产业

纽带，采取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模式，对外北接复兴镇南连

木耳镇，对内串接优势资源点、村民聚居点和产业基底区域，

上下带动龙王村生活生产及旅游发展。四区是景区与产区的整

合，包括休闲农业体验区、幽谷民宿体验区、龙煤文化体验区

及自然风光游览区。多景是景点与产业点的复合，主要为龙王

村内集合了商贸服务功能、旅游休闲功能、食宿接待功能的复

合性观光景点，具有强势的产业经济活力和优势风景资源，是

产业活力的核心辐射基地和景产融合的典型范例。

2.4 乡土文化振兴的村落传统景观营建

2.4.1 乡土文化景观保护范围区划

为了使龙王村传统文化景观建构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根

据景观的历史文化价值、特殊度、知名度、年代值 [10]及聚集程度

等因素综合研判，建立龙王村乡土文化景观保护范围区划，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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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了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3个层次（图9），

针对不同的保护区划和保护对象，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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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重点文化景观保护与开发

龙王村乡土文化景观包含文化建筑、古树名木、石桥构筑

等多种类型，以历史文化价值、年代值、独特性、完整度和

可利用性为参考指标综合研判，拟选出一期规划实施的3处重

要乡土文化景观，分别制定3种高针对性保护措施，包括保留

保护、修复利用和改造利用，以提升龙王村整体乡土文化景观

风貌，展现四山旅游村落地域性人文气息。如充分利用龙王

村当地乡土材料与技艺，针对部分传统民居和造纸厂实施改

造利用，打造纸竹书馆民宿区以展现龙王村重点文化景观特色

（图10）；针对防御碉楼，采用严格的博物馆式保留保护措施；

针对保存较为完好的煤矿厂，实施修复利用，最终促成龙王村

旅游的观游新趋势和业态新增长，展现龙王村乡土人文风貌

表4   龙王村乡土文化景观保护区划类型及措施

区划类型 保护措施

核心保护区

杜绝盲目新建及周边自然林地侵占；保留龙王洞

老街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修缮破损的重要传

统建筑

建设控制区

新建、改建项目应该在建筑风格、体量、色彩、

尺度等方面与周边传统建筑风貌协调；退出废

弃房屋宅基地

环境协调区
保护自然生态林被和地形地貌；建立视域敏感

区，实施与协调区同等控制措施

8

乡村农业体验区

幽谷民宿体验区

龙煤文化体验区

山谷风光游览区

主要风景点

9

核心保护区

建设控制区

环境协调区

外围视域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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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因缘和未来景象。

   

3 结语

重庆四山管控条令制约下，欠发达乡村地区发展乏力，

探寻村落转型发展新方向的紧迫性日益突显，如何统筹四山

保护要求和村落发展诉求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旅

游服务产业驱动发展是四山地区村落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其

适宜性建设途径和创新运营机制是解决当前四山旅游型村落

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关键环节。文章对四山地区旅游型村落既

存问题进行分类梳理，并以重庆市北碚区龙王村为例，进行

实证调查研究，评估其特色风景资源，针对四山保护视野下

旅游型村落规划提出建设性规划路径，包括基于优势风景

保护的生态保护格局建构、村落活力激发的公共服务体系完

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产业规划及乡土文化振兴的村

落传统景观营建，可为类似保护区乡村转型发展思路提供理

论和实践的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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