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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新区规划思路提升
——以常熟市梅李镇新区规划实践为例

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在这个阶段，前进的脚

步有所趋缓，面对快速城镇化逐渐暴露出的诸

多问题，中央政府不再仅仅关注城镇化率、新

增城镇等数量上的增长，而是将重点放在提升

城镇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即是从新型城镇

化的新特点、新要求出发，针对我国城镇化现

状问题，探讨小城镇规划思路应作哪些转变。

1　新型城镇化内涵相较传统城镇化的

      提升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定义，以及与传统城镇

化的主要区别，众多学者给出了精辟的观点：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

总理多次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

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

镇化为我国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也改善了居民的生产生活

条件，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在《国务院关于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号）中，提到“新型城镇化各项工作

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对扩大内需

的主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随

着遍地开花的城镇建设，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21

世纪生活的两件大事。”新型城镇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以小城镇新区规划为典型，从

规划角度出发，在总结当下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要求，提出小城镇空间、文化、功能和

需求的相应规划策略。进而以常熟市梅李镇新区规划为例，探索小城镇的特殊空间和人群特点，实现新型城镇化所描绘的美好

生活。

Nobel laureate,Joseph Stiglitz once did such a decisio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led by the US will be the 

two major events of the worl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new urbanization will be a hot issu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the new area as a typical example, through a planning perspective,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the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lanning, presents the strategies for the space, culture, function and demand of 

small towns. Further taking Changshu Meili Tow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town space and populations, to 

achieve the better life of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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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3　小城镇新区规划策略

以“人”为根本出发点，小城镇新区应将

如何吸引人、留住人，使人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生活、成为城市人设定为最终根本目标。针对

以上现状问题，提出以下主要规划策略。

3.1　延续山水特色, 留住乡愁

过去以环境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已走

到尽头。十八大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小城镇建设目标，要求

规划中应延续小城镇原有的生态格局，特别是

对河道水系、绿色走廊、公园绿地的保留和打

造，使小城镇保持那份有别于大城市的“天然”

与“纯净”，能够让“新城市人”勾起那份家

乡情愫。

（1） 开放滨水空间，引入复合功能

事实证明，依靠政府单方面的治理河道污

染问题，从投入和效果来看，并非长远之计[9]。

新区位于小城镇城区外围，经常被工业占据，

特别是沿河地段，增加了工业污染风险的同

时，使城镇居民无法靠近。规划应清理河道周

边工业企业，增加滨河绿地，同时适当植入餐

饮、商业、休闲等设施，提升滨水空间的城市服

务功能。人气的聚集将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

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10]。

（2） 延续城镇肌理，复原生态格局

依附河道和山体的独特地理环境，不同地

域的小城镇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城镇肌理和风

貌特色。规划应选取新区中最具特色的局部区

域为重点，如滨水地段、古镇街巷、经典园林、

文物古迹等特色空间进行重点设计，修复并强

化其原有肌理特征，将其放大延伸，形成特色

的旅游文化、生活休闲等服务型功能空间。

3.2　挖掘文化遗存，建特色小镇

继2015年浙江省提出建设37个特色小镇

后，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提到特色

小镇，并要求城市应“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我国地域广

单卓然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

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

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

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

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

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1]；唐子来认为，可持续

发展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本质区别，

传统城镇化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导向的城镇化

没有支付应有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2]；杨保

军认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传统城镇化有以

下几个特点：重熟练、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

重政绩、轻民生；重硬件、轻软件[3]。

总结起来，从根本目标的角度剖析，新型

城镇化相对传统城镇化的提升主要体现在3个

方面：从内容上看，传统城镇化强调的是土地

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则强调以人为本[4]；从发

展的可持续性来看，传统城镇化过分看重发展

的速度、忽略发展的质量，而新型城镇化则以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速度可以放缓但必须保证

质量；从发展的手段来看，传统城镇化根本上

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引入了市

场机制，由市场来主导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

可以说是我国总结了传统城镇化出现的诸多

问题后，确定以“人”为根本，提升城镇化质

量和可持续性的国家战略[5]。

2　当下小城镇规划主要问题

相较规划师所熟悉的城市层面规划设计，

当前我国小城镇规划设计具有很多不同的特

性，最核心的差异在于，所针对的人群不同。小

城镇的发展需要人口流入，其中以农村人口转

移为主，我们称其为“新城市人”。因此，能够针

对“新城市人”的特点，满足其生活、就业、休

闲娱乐需求，小城镇获得持续的发展，才是小

城镇规划的根本目的[6]。

而现有的小城镇规划，往往缺乏对当地历

史文化、地理环境、人民生活习惯的必要了解，

导致规划定位不准确、特色不明显、与实际结

合不密切、可操作性差等主要问题。原本尺度

宜人、生态优美的小城镇出现了“千镇一面”

的大高楼、大马路、大广场，抹去了小城镇本来

的文化风情和风貌特色[7]。总的来说，目前小城

镇规划主要有以下几大问题：

（1） 空间格局——过于注重图面效果而

缺乏可行性

随意地开挖河道，或者填河造地；采用规整

的方格路网；大尺度的街区划分等规划手段，不

仅掩盖了小城镇原本的空间格局，更大大增加

了建设成本，规划的可实施性大打折扣。

（2） 历史文化——缺乏挖掘和传承

小城镇往往或多或少留有一些地方文化

特色、历史文物古迹，将其推倒重建或者孤立

地对待，都将使原本已经虚弱的文化遗存加速

消失殆尽。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综合竞争实力的

体现，没有文化就没了竞争发展的根基。

（3） 产业发展——产城分离，产业分散

大规模的新城住区和产业园区开发是小

城镇规划的两个极端，就业与居住、居住与生

活配套的分离将导致大量的“钟摆式”交通、

土地浪费，继而新城沦为“空城”、“睡城”[8]。

同时，产业类型多样，企业准入门槛随意，都导

致小城镇的产业定位模糊，无法产生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品牌产业。

（4） 居住环境——住宅产品缺乏针对性

照搬城市大社区的做法，不顾及小城镇居

住主要客群的需求差异性，很难吸引“新城市

人”前来购房和定居，造成住房大量空置，影

响房地产正常发展。

（5） 城镇面貌——缺乏地方特色

现代风格的建筑，笔直通畅的道路，高容

积率、高密度的开发建设，“复制式”的规划设

计，导致“千镇一面”的窘境。

（6） 配套服务——不注重特定人群的需求

当下我国小城镇普遍的情况是老人多、小

孩多，年轻人外出打工，那么在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的规划中就应注重养老设施、教育设施的

布局，这是目前小城镇规划中所普遍缺乏的。

由于小城镇老城区一般建设密集，涉及动

拆迁、土地改性等复杂程序，改造成本高，因此

我国许多新型城镇化规划一定意义上也是新

区规划，而这些主要问题在小城镇新区的建设

中尤为突出。因此，小城镇新区规划在我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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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梅李镇新区核心区城市设计

阔，南北部、沿海与中部文化差异巨大，抓住了

小城镇的文化精神，就是抓住了小城镇的“根”

与“魂”。小城镇的特色展现出来了，才可能具

备不可替代性和差异化发展的条件。

（1） 充分挖掘，形成文化线索

小城镇的文化内涵是多维度的，涉及历

史、人文、风俗、古迹等，规划中应作充分的资

料搜集和整理，将其浓缩体现在新区规划建设

中。同时，不同的文化要素之间必然存在联系，

应提炼成完整的线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

建筑、景观或者文化活动，渗透到新区规划设

计中。

（2） 文化引领，突出特色

我们一直所说的“特色小镇”，特色体现

在哪里？城镇风貌、产业发展、生活状态都是

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最直接的特色体现。文化

应起到引领的作用，强化特色，指导小城镇发

展理念、规划布局、功能定位。

3.3　功能混合, 实现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

趋势，是以人为中心，城市生产功能和生活功

能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空间形态。随着新兴

产业、无污染产业逐渐占领市场，产城融合已

成为小城镇布局的基本原则。

（1） 功能混合，紧凑布局

在宏观空间上，考虑新城与老城的联系，

设定最大通勤半径，合理布局居住和生产功

能；在微观空间上，根据人口预测划分土地，预

留一定土地，实现土地混合利用、紧凑布局，杜

绝盲目地大规模圈地。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房地产进行功能复合化

开发。

（2） 产业聚集，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立足现有的资源优势、区位条件和发展

基础，启动产业专项规划，确定产业战略定位

和支柱产业。产业布局上，整合镇域“退二进

三”企业，集中布局工业企业。小城镇新区开

发前期，一般由于人才资源、企业聚集有限，

不建议布局较大规模的商务办公、科技研发

用地。 图1    梅李镇新区规划范围 图3    “家”文化概念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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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水一街”空间格局

3.4　需求出发, 增加人性化设计

对于新开发的小城镇新区而言，敢于打

拼的年轻人，以及通过拆迁安置的老年人的数

量要大于一般城市，他们也是第一批进入小城

镇的主力军。针对这部分人的需求，如何留住

他们，同时吸引更多的人进入，需要从居住、环

境、公共配套等公共产品进行个性化设计。

（1） 公共产品多样化

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后生活状态发生了

巨大改变，为了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在概念规

划阶段，公共产品的定位上应更具人性化。针

对年轻人打工群体，设置青年公寓、经济适用

房等专为单身青年定制的居住社区；针对改善

型人群，设置江景大宅、商区高端洋房；针对创

业群体设置创意基地；针对老年人设置街区菜

园、棋牌室、集会场地。

（2） 打造生态景观节点

小城镇的美不同于大城市，不应以现代

化、先进性取胜，应着眼于它的生态美、人文

美，让来小城镇的人流连忘返。因此，以环境

取胜，是提升小城镇新区吸引力的通用法则。

利用现状的生态资源结合历史文化遗存，建

设具有一定功能性的公园节点，如体育公园、

文化公园、纪念公园等，都是优化小城镇整体

环境的有效方法。

4　常熟市梅李镇新区规划实践

梅李镇隶属于江苏省常熟市，位于常熟

市区与常熟临港园区之间。古镇梅李距今已

有1 100多年的建镇史，是著名的工业重镇文

化古镇，具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特色、水路

纵横的江南水乡特点，享“东乡十八镇，梅李

第一镇”之美誉。本次规划新区位于镇区东

南侧，规划面积4.6 km2（图1），其中以常浒

河沿岸1.4 km2用地作为核心区（图2）。

4.1　提出“梅李Home-Town——江南首个

        ‘家’文化主题生态小镇”规划概念

梅李镇曾又名“孝子之乡”，孝爱文化历

来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质。镇内的里志

编纂丰富，居全国乡镇之首，见于史料记载的

孝子名人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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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三孝出自梅李。而现状，仅在聚沙塔公园

有廉孝主题展示区，孝爱文化濒临消亡。

规划重振梅李镇“孝爱文化”，与功能布

局结合、延伸其内涵，提出“家”文化主题设

想。“家”有家道、家学、家风和家业4部分组

成（图3）。规划根据4类家文化特点，将新区

划分为相应的4个区，全面复兴家文化，形成

图5    聚沙塔公园规划示意图

图6    人性化居住区规划示意图

特色小镇。

（1） 家业——即传家之业，是梅李镇的历

史文化资源及产业资源。规划复原以梅李十八

景为代表的家文化遗址，配置多样化的家文化

设施，规划保留两座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工业

厂房，梅李电厂和钙化物厂，改造后成为中小

规模的科技产业园；确定精编产业为梅李镇的

核心产业。

（2） 家学——即传家之技艺，是梅李镇文

化、技能及价值体现的传承。梅李镇代代相传

的主要有农耕文化和孝爱文化。设置农业体验

园，包括亲子农庄、银发者农园，发展生态旅游

农业；弘扬孝爱文化，设置孝文化博物馆、孝爱

小镇、亲子互动基地等。

（3） 家风——即风俗风情，是梅李镇的特

色饮食文化、依水而居的环境、淳朴的生活风

俗。设置梅李美食街，打造梅李蒸菜品牌；设置

滨水文化公园和文化广场，为居民的风俗活动

提供场所；沿常浒河两岸建筑引导采用中式风

格，延续江南古镇风貌。

（4） 家道——即为人处世之道，是梅李

镇居民日常生活的根本。规划设置文化主题广

场、邻里中心，丰富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空间；设

置体育公园，包含爱国文化教育基地、青少年

拓展活动基地、儿童游乐教育基地等，提升生

活环境质量、增加功能性。

4.2　充分利用河、 塔、 街， 复原江南特色水

         乡空间

规划区内水资源丰富，但基本被工业占

据，特别是主要河道常浒河周边，水网密集，江

南水乡特色明显。但长期工业污染加上缺乏维

护，造成水质浑浊、沿岸杂草丛生。规划以常浒

河周边区域1.4 km2为核心区，复原江南水乡空

间，提升梅李城镇风貌特色。

 （1） 打造常浒河生活轴，延伸形成“一水

一街”空间格局

规划将沿常浒河布局餐饮、商业、居住等

生活休闲功能，提升人气、形成新区主要的休闲

走廊；打通部分交叉道路，引导建设连续的沿街

建筑，延续生活休闲功能形成生活街区；对河道

进行整体排污清淤，修复沿岸植被、转移周边工

业，形成“一水一街”空间格局（图4）。

（2） 新与古对话，开放聚沙塔公园

规划区西紧邻梅李古镇，其历史悠久且风

貌保持完好。但是古镇近几年逐渐衰弱，仅有

的几座文物保护单位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危房。

规划考虑新区的未来与古镇息息相关，重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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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繁荣也有利于新区的发展，因此规划中将

古镇也纳入规划范围。聚沙塔公园位于常浒河

北岸，恰是古镇与新区之间的过渡区域，历史

悠久，忠孝仁义主题特色鲜明，其中聚沙塔是

沿常浒河重要标志性建筑，但封闭的管理大大

削弱了其对外部的吸引力和公共性。规划考虑

打开聚沙塔公园，成为开放的城市公园以及联

系古镇与新城之间的过渡区，将古镇浓郁的文

化氛围纳入新城，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图5）。

（3） 完善街巷格局，打造“两园、四桥、新

十八街”

规划区东段、常浒河北岸新建以科技科普、

梅李历史展示为主的现代科技公园，与聚沙塔

公园形成西古、东新的“两园”；结合“十八街”

的商业功能，常浒河上新建4座人行桥，以古镇

内古桥为原型，取名“仁义礼智”，延伸古镇文

化内涵；梅李沿常浒河曾有著名的“十八景”，

分布于沿岸的街道中，现已几乎寻不到踪迹，规

划延续其文化脉络，新建梅李“新十八街”，将

原“十八景”进行部分复原，并结合周边文化

设施增加新的景点。总体上形成以常浒河为主

轴，水网与路网交错的鱼骨状的江南水乡街巷

格局（图5）。

4.3　人性化规划设计， 创造写意生活

（1） 分析人群特征，定制居住产品

梅李镇位于常熟市区与临港园区的中间地

带，未来即可作为常熟的后花园，也可为临港工

业提供生活配套。目前常熟东部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大批的就业人员工作在临港、生活在常熟

周边，由于临港周边缺乏生活配套，造成了人们

不得不每天承受近2小时的通勤时间，同时道路

拥堵严重，影响了常熟及周边城镇的整体发展。

因此，提供满足需求、富有特色的居住产品

就格外重要。针对先期人流导入主要为年轻就

业人群，规划青年公寓、婚礼村，以及中小户型

住宅，集中布局于新区北部，靠近通港公路；针

对改善型需求，规划中高端大户型住宅，集中

布局于规划核心区，即沿常浒河一带景观开阔

区域（图6）。

（2） 关注养老群体，发展夕阳产业

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

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

刊，2013（2）：16-22.

SHAN Zhuoran, HUANG Yaping.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goals, contents,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new urbaniz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2013(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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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针对农村转移人口，除了布局安置房及

配套生活设施，关注老年群体也是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本”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农村都有“劳

动者最长寿”的风俗，特别是老年人，对城市

中无所事事的晚年生活会觉得无所适从。针对

这类需求，规划在“新十八街”部分路面较宽

的街巷转角、街心花园等小规模用地布置蔬菜

花园，与国外“银发者农园”类似，给老年人

提供日常耕作、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同时，针

对大量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老人，规划在社

区中布置一定比例的老年公寓，并增加老年活

动设施。

5　结语

当下，我国城市规划的主导范式已向存量

规划转变，给规划工作提出了重质量、重可持续

性的更高要求。本文从规划思路的提升角度，探

讨了当下小城镇规划出现的主要问题，并根据

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新要求为目标，给出了主要

规划策略。继而以梅李镇新区规划实践为例，从

现状特点和需求出发，系统阐述了小城镇规划

设计的提升方向。

新型城镇化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城

市开发建设的重点，规划师应转变思路，切实从

小城镇的具体情况作具体设计，以“可持续发

展”和“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目标，为我国城

镇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力量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