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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乡数据和规划技术

城乡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大数据

……

规划技术方法的变革史

信息技术的应用史

城市 数据

乡村 文化



前言

• 乡村是城市的生态屏障、粮食安全、文化母体……

• 城市是乡村的动力引擎、产业延伸、文化重塑……

 “无乡村不世界”,城乡“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均衡互补”

 对乡村的认知：城市的附属？

 乡村独特的价值体系

• 农业经济价值——基础功能，不断扩展

• 生态景观价值——可持续保障，独特的景观特征

• 社会情感价值——乡土文化摇篮，乡愁寻根的载体

• 文化美学价值——人类聚落文明的母体，精雕细琢的空间和建筑

• 乡土技术价值——与大自然协调共生适用、实用智慧

看的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前言

• “重城轻乡”的发展逻辑使乡村利益长期被忽视

• 城乡二元体制缺乏对乡村地区持续发展的资源输入

重城轻乡发展观念和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乡村衰落

• 经济和效率优先忽略了对乡村生态、社会、文化等价值的保护

• 乡村社会结构质变对基层自组织能力及价值产生冲击

经济效率优先的发展逻辑忽视乡村多元价值塑造

• 自上而下的空间管控与自下而上的活跃需求不对接

• 乡村规划技术手段和标准的缺乏不利于乡村空间管理

体制机制和技术方法不足造成乡村空间管理失控

脱胎于城市规划的乡村规划

规划方法的更新，乡村应该而且实际上已经走在前面。



前言

城乡空间特征的差异 乡村特点？城市理想？

与自然和谐共生、慢生活、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小尺度特色空间、可再生

资源广泛应用

城市地区 乡村地区

环境特征 以人工环境为主体与核心 以自然环境为主体与核心

生产方式
以非农生产为主体的工业生产逻辑，

快节奏的、急速的

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自然生产逻辑，慢节奏

的、缓和的

社会组织
层级化、身份化社会，自上而下的他

组织模式

人情化、地缘化社会，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模

式

文化美学
外向型文化特征，追求大尺度、相似

性空间，现代化建筑

内生型文化特征，保持小尺度、特色化空间，

传统乡土建筑

营造技术 以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为特征 以利用自然和原生态资源为特征



前言

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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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规划1.0

华西村

关键词：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包产到户 手绘蓝图 别墅兵营



乡村规划2.0

200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唐山市丰南区小岔河村乡村规划效果图）

关键词：CAD 快速生产 复制粘贴 四菜一汤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物质形态 入户调查 环境

整治 大拆大建



乡村规划2.0

 

0

1

2

3

4

5

6

试点村选择

规划调研

规划编制

规划沟通

规划公示

规划审批

规划实施

后期管理

6 主动/或自我管理
5 决策
4 讨论
3 表达
2 出席
1 通知
0 没有参与



乡村规划3.0

关键词：城乡规划法村庄体系规划城乡统筹作为群体的村庄城乡一体化城乡关系多
维度的村庄价值生态、产业、社会、文化、技术



乡村规划3.0

区位特征 产业类型 关键动力 辅助动力 空间形态

远郊型
单一农业

型
集体经济 政府支持 农业资本 适度集中

远郊型
农业旅游

型
旅游资本 集体经济 政府支持 职住平衡

近郊型
城镇功能

型
集体经济 政府支持 整合集聚

近郊型
文化特色

型
文化阶层 集体经济 保护优先

 (1)从乡村内部空间差异

入手，明确珠三角“三

类空间”模式

 (2)从乡村社区发展动力

入手，探索珠三角“村

庄分类”原则

对 区 域 性 乡 村 地 区

——构建跨尺度乡村空间框架、

分级分类提出优化对策

以珠三角乡村空间优化为例

对乡村认识的提升，带来了规划方法的系统升级



乡村规划3.0

宏观尺度 从全面重塑乡村空间价值入手，思
考乡村空间优化的整体目标

中观尺度
从乡村空间分化特征角度，考虑不
同乡村片区优化的不同重点

微观尺度
从乡村社区发展多元动力，考虑对
不同乡村社区的引导策略

五维优化

差异引导

分类深化

构建乡村空间优化系统性规划技术逻辑

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上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跳出了就乡村论乡村的思路



乡村规划3.0 GIS工具用于区域村庄评价——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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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规划4.0

规划4.0时代，大数据其实不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
一种方法论，它代表着“人”作为规划或者说空间产
品的使用者，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乡村规划4.0

四川的农村土地确权证书五种 农民享有对土地的各种权利，他人不能随意处置



乡村规划4.0

互联网与信息化：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乡村和其中的人和产业也在被互联网改造着，
淘宝使农村凭空多了一种产业门类，几十万人因此回到农村创业，城乡的产品和需求可以更直接地对
接



乡村规划4.0

变化：消费都市化、产业在线化、就业本地化

乡村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要素也从单纯的流向城市，发生了双向的互动



乡村规划4.0 规划技术框架

以协调为核心

以参与为核心

以沟通为核心

驻地调研，吃住同行
深挖资源，价值重塑
多方交流，理解诉求
感同身受，中肯判断

怀柔北沟村 社区营造

存量规划天生就是村庄规划的特征社区营造图纸→沟通、协调、参与



乡村规划4.0 移动调研平台：精细的现场调查和数据收集



乡村规划4.0 基于LBSN的规划公众参与平台

• 香格里拉独克宗火灾后
重建规划信息收集

• 收集到的照片、图纸已
达千余张

• 焚毁区大部分建筑（尤
其是几乎所有的沿街建
筑）均有不同数量的资
料，8处文物除省保阿布
老屋有详尽图纸外，其
它7处也征集到不同深度
的部分测绘图纸。



乡村规划4.0 新县智慧旅游规划

客源地

旅

游

者

目的地商家

旅游运输

宾馆酒店

餐饮

购物

娱乐项目

智慧旅游平台

景区景点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旅游局)

景点介绍 导游
广告
电子门票 优惠
券 社交

搜索 购票 选购
优惠券
定酒店 买机票
评论

广告 促销 优惠
券
库存信息 …

订购 评论 反
馈
使用情况统计
分析
…

景区安全
游客流量
统计分析
投诉反馈

政策发布
行政管理

综合安防
游客流量
统计分析
停车管理
投诉反馈

景区介绍
视频资源
智能导览
资讯发布
广告促销

利用各种IT和新媒体技术手段，帮助推广新县的乡村旅游，优化游客体验，这其实既是

在改造乡村的信息化环境，也是在改造乡村的产业，更是在改造与乡村相关的人的习
惯，包括村民、经营者和游客



乡村规划4.0 广州市村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精细化的乡村规划实践，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强大的信息化系统和全面的数据，支持多
尺度的乡村研究和规划实践



乡村规划4.0 广州市村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从管理信息系统到决策支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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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案例 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系统



中国传统村落案例 传统村落空间数据管理系统

传统村落的规划数据标准，在CAD端就完成数据的标准统一、质量检测和GIS入库工
作，既降低了基层规划院的工作难度，又可以直接获得符合标准的全国一张图



中国传统村落案例 传统村落保护项目管理系统

由村级联系人每天拍照上传项目进展，各级专家和管理部门可以随时查看村庄的
建设进度和问题。



中国传统村落案例 传统村落保护项目管理系统



中国传统村落案例 传统村落APP

数据的市场运营和公众参与等实验，开发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公众网站和APP，让每个
人都能找到并了解身边的传统村落

可以打分和评论，添加照片，还有报警功能，看到文化遗产遭遇破坏，可以监测和报
告，真正形成了众包的遗产保护。



1.0 2.0 3.0 4.0

技术背景 工业
化

数字技术 互联网 Web2.0与互联网+

主体 村集
体

城市政府 城市政府 利益相关方、村民

关注点 建筑 建筑和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

环境、经济、社会、
文化、技术

人与社区

信息技术要点 图纸 标准化和快速复制 综合研究 大数据与公众参与

乡村规划1.0-4.0

和城市规划一样，乡村规划经历了一个从关注物质形态到关注人的转变，而其信息技
术支持的重点，也从画图到分析，进而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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