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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Xixian New Area under the Concept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段德罡   赵晓倩   沈  婕 DUAN Degang, ZHAO Xiaoqian, SHEN Jie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乡村发展有了新内涵，城乡关系被重新定位，城乡融合成为时代要求，而在此过程中

基于城乡特质分析，正确认识均等的城乡地位和动态的城乡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展开乡村建设是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西咸

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其所处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及其长期对城市发展的重视使得西咸全域乡村发展滞后严重。对于西咸全域乡

村发展来说，通过对西咸特质进行全面分析，立足城乡融合理念，构建全区域大统筹、分类别定等级、分层级重协同的乡村规划

思路，在明确构建西咸全域一体的城乡空间关系基础上，以“分级管控、分类施策”为原则，对乡村经济产业建设及空间建设进

行全面部署，重点从全域村庄空间建设管控、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配置等多方面提出乡村建设要点及标准，多方位重构城乡

关系，探索城乡融合理念下乡村发展与建设路径，切实推进乡村品质提升，为新时代展开全域乡村规划及乡村建设提供新思路。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has a new connot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 have been repositioned,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s 

becom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urban and rural trait analysis,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on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equal statu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ir dynamic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conduct rural 

construction. As a state-level new district, Xixian New District is in the stage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ts long-term emphasis on 

urban development makes its rural development lag behind.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Xi'an trai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rural planning ideas of large-scale overall planning, sub-category, and hierarchical coordination 

are construct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ing mana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space construction will be fully deployed, taking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whole village spac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llocation as key points and standards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 multi-faceted manner, explo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ath under 

the concep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earnestl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quality,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new era of rural planning and rural construction.

0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城乡关系是人

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城乡关系涉及人类社

会的方方面面，它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面貌在城

市和乡村层面的集中反映。所以，城乡关系在人

类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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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城乡关系一

旦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①” 。从我国的城

乡关系演变来看，2003年十六大城乡统筹的提

出，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

颁布，均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2014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统筹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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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再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

合，城乡关系重新定位，城乡融合发展被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除此之外，在《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因此，在新时代背

景下，基于城乡融合理念的乡村规划及乡村发

展亟需以新的思路为导向，推动乡村的现代化

建设，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陕西设立

西咸新区。西咸新区成为第7个国家级新区，是首

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也

是首个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的

国家级新区。作为地处都市区周边的西咸新区来

说，都市区的辐射对西咸新区城乡发展有极大影

响。而作为西咸新区本体来说，由于西咸新区城

乡交融、互为图底的空间关系，西咸新区的城市

和农村是一个相互促进、紧密联系和缺一不可的

有机整体，城市的辐射、带动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农村的发展又是城市发展的坚强后盾。因此西

咸新区乡村发展一方面要注重都市区对全域乡

村的影响，另一方面需协调区域内本体城市与乡

村的关系，只有立足于城乡融合视角，促进城乡

要素实现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有效地缩小城乡差

距，实现城乡共荣共生。如何理解城乡融合的内

涵，并基于西咸新区发展特质，提出在城乡融合

理念下的乡村发展路径尤为重要。

1　城乡融合解读

对于城乡融合的概念，学术界普遍认同恩

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所说，即“把城市和

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

面性和缺点②”。除此之外，学者郭彩琴进一步强

调，城乡融合是城乡之间取长补短基础上的社

会整体发展结果，不仅仅是在一些领域之间、产

业之间存在的融合，而且是社会整体各子系统

之间协调统一的理想状态[1]。学者姚永明对城乡

融合思想进行了当代解读，他认为城乡融合至

少应该包括4方面的内涵：城乡身份认同的平等

性、城乡建设发展的趋同性、城乡生活选择的自

主性、城乡幸福体验的一致性[2]。具体内涵就是

指同步建设城乡，同等重视城乡，使城乡居民共

享一切社会发展成果，共同感受幸福生活[3]。

发表在《自然》的“世界乡村振兴”一文

曾提到“城乡是一个有机体、命运共同体”[4]。城

乡有机体是一个由城市与乡村多种要素构成的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整体，其空间承载是

城乡融合系统。在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层面，城乡融

合发展须立足于城乡地域系统的交互性与动态

性，推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5]，促

进人均可支配资源及其价值均等化。城乡融合与

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

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

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

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

村振兴极等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6]。

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乡资源及其价值均

等化的城乡均衡发展状态。城乡融合是城乡关

系演化的阶段特征表述[7]，其作为一种状态，无

论对于单一的城市发展还是单一的乡村发展来

说，均是以一系列的“供给—需求”关系作为

核心联系。具体来说，基于城市、乡村的内核（发

展基础及目标定位），由城市与乡村共同作用构

成城乡融合关系。这一过程是城乡融合的基础，

是决定城乡融合关系及程度的核心。但与此同

时，城乡融合的关系及程度又会反作用于城市

与乡村的发展，对城市与乡村发展又提出新需

求，以此使城市和乡村以一种制衡关系[8]又相对

均衡的状态来一步步地推动城乡融合目标的实

现，并使其成为一种持续状态。

而对于城乡融合理念下的乡村发展来说，

需明确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9]。在城

乡产业融合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

实现城乡产业的均衡发展。第一，调整和优化城

乡产业结构和布局，使城乡产业合理分工、相互

配合、各展所长、错位发展。即对于城市来说，可

依托其人才及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及

现代服务业；对于乡村来说，可依托其自然、文

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农业及乡

村旅游业。同时，在城乡产业错位发展中，需注

重城乡区位关系对城乡产业（尤其是乡村产业）

选择的影响。第二，按照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

工和产品分工，实现产业的相互衔接和配套，形

成上下游产业链。以产业链方式促进城乡产业

融合的模式多适应于小城镇发展，乡村可依托

城市核心产业发展其原材料生产及加工、产品

包装、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而在城乡产业融合

理念下，乡村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注重对各

类社会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在产业选择上需

匹配乡村人力资源品质，以农民的素质能力为

基础进行产业选择，并以产业的发展来循序渐

进地带动农民劳动素质水平的提高。

在城乡产业融合的基础上，还需注重城乡

空间融合，它是城乡融合的保障。基于大都市地

区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城乡空间在内部组织

和外部引导下，逐步形成富有活力、持续发展、结

构稳定、空间组织多样的空间形态。城乡空间融

合可以表述为一种理想状态即城乡物质空间与

生态基质空间的有机生长、复合交融[10]。具体来

说，以乡村特有的“山、水、林、田”等生态要素

为依托，将城市与乡村的生态环境纳入一个系

统中，构建高度融合的城乡生态格局。在此基础

上，注重对城乡空间的统一规划建设，在城乡过

渡区增强对城乡空间现代化的协调提升，同时

注重对有文化特质城乡空间的地域化打造。在

城乡融合理念下，乡村空间的打造需因其城乡

关系及资源特质，以多层次的空间融合方式来

实现。在突出乡村地域特质的基础上，使城乡空

间形成无明显界限的连续谱系。

2　西咸新区特质解析 

2.1   西咸新区城乡发展特质

2.1.1   西咸新区发展阶段特征

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市的主城区

边缘地带，总面积882 km²，新区现状城乡总

建设用地规模为238 km²，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112 km²。根据《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至规划期末，城乡建设总用地

增加到360 km²，其中城市建设用地272 km²，城

市建设用地规模会极速扩大。西咸新区现状总

人口约99万人，现状城镇化率为42%，至规划期

末，西咸新区人口规模将达到272万人③。反观西

咸新区在成立的4年多时间内，新区大力发展城

市地区，整个新区对乡村发展的关注程度远远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③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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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态廊道分布图 b）   城乡空间分布图 c）   遗址区分布图

a）   静态数据分析图

b）   动态数据分析图

图1　西咸新区城乡特质要素分析图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2　西咸新区全域乡村发展特质分析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不足，使得当下西咸乡村发展水平整体低下。另

外，西咸新区城市建设的高速推进意味着西咸

新区仍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

促进西咸新区城乡均衡发展，实现西咸新区城

乡共荣共生尤为重要。 

2.1.2   西咸新区城乡特质要素

（1）城乡绿色生态基底

新区“山、水、林、田、湖”交相辉映，以“九

河十湖，蓝脉绿网”的大水大绿构成西咸新区

的绿色生态基底。乡村作为构成绿色生态基底

的核心组成要素，其健康有序发展是西咸新区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图1a））。

（2）交融的城乡空间关系

西咸乡村依托绿色生态基底均匀分布在西

咸全域，城市空间呈组团式布局，城乡空间之间

相互咬合交融、互为图底。交融的城乡空间为西

咸新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也对城

乡要素均衡流动提出新的要求。而不同的城乡

空间距离也会使得西咸城乡融合的流动要素不

同。因此，以此为基础的不同乡村的发展建设路

径也不尽相同（图1b））。

（3）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西咸新区曾是周、秦、汉王朝的都城所在

地，是陕西省文物遗产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之一。丰富的历史遗址遗迹是西咸新区的一大

特色，新区的城乡发展需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

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图1c））。

2.2   西咸新区全域乡村特质

对于西咸新区全域乡村来说，全域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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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个行政村、926个自然村。近年来经过撤村

并点，2017年全域仍有347个行政村、787个

自然村，乡村整体呈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发展

水平差异大（图2a））且受周边城市影响大（图

2b）），的特质。同时，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西咸

新区全域乡村中85%以农业发展为主，且产业

类型相对单一，多数村庄产业基础较差；在村庄

空间建设方面，除已做过美丽乡村和有一定乡

村旅游基础的村庄外，西咸新区村庄空间风貌

无明显特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普遍较差。

因此，在西咸新区整体快速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如何立足城乡融合视角，判断乡村未来的

消亡、留存问题；如何明确永久留存乡村产业的

融合发展方向；如何推进全域农村人居环境的

有效提升。这些就是西咸乡村发展亟待解决的

几大问题。

3　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创新点

3.1   构建西咸全域一体化的城乡空间关系

在西咸新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打造

“现代田园城市”为目标。西咸田园村镇由重点

镇、优美小镇④、田园乡村组成，形成以田园生态

区为基底，田园城区和田园村镇为点缀的“城

区—新城—镇/优美小镇—乡村”新型城乡空间

关系（图3）。

在西咸新区新型城乡关系中，重点镇作为

城乡衔接的重要节点，是乡村治理的平台，也是

基础设施及公服设施配置的供给组织；优美小

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不破坏原有

社会结构，且最大限度保留乡村记忆的基础上，

推动村庄空间的现代化改造，实现村民的就地

城镇化。

3.2   多视角分级分类, 引导村庄差异化建设

由于西咸乡村数量众多、发展差异大，因此

须对全域乡村进行村庄类型判定，通过分级管

控，分类施策，立足全域进行动态的、有侧重的

乡村建设过程的引导（图4）。通过全域乡村定

级定序，明确乡村的城镇化时序及发展等级；通

过全域乡村定类定质，引导乡村特色发展。

3.2.1   全域乡村定序定级

基于对西咸新区发展阶段、全域乡村现状

特征及乡村未来发展动力机制的综合分析，构

建全域村庄基础评价、村庄城镇化趋势评价及

村庄发展趋势评价3大评价体系，对乡村进行分

类评价。立足乡村本体，从村庄社会经济、基础

设施、公服设施、空间建设4个方面18个指标对

村庄进行基础评价；结合西咸全域城乡发展趋

势，以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托，明确西咸

乡村未来发展动力，从重大建设项目影响、产业

项目影响、交通便捷性3个方面8个指标因子对

城镇化村庄进行村庄城镇化趋势评价；从产业

项目影响、资源点评价、交通便捷性3个方面8个

指标因子对村庄发展趋势进行评价。

通过村庄基础评价、村庄城镇化趋势评价

及村庄发展趋势评价，将全域行政村分为近期

城镇化型村庄、中远期城镇化型村庄、引导迁并

型村庄、功能提升型村庄及重点发展型村庄，明

确纳入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的城镇化时

序及未纳入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的发展等

级，完成全域村庄进行定序定级判定。

3.2.2   全域乡村定类定质

根据城乡空间关系确定城乡圈层结构，并

以此划定4种村庄基本类型（图5a））：城市功

能区内村庄、城市边缘区村庄、城市近郊区村庄

及城市远郊区村庄；基于对西咸新区城乡空间

要素特征的把握，划定4种村庄特征类型（图

5b））：临空形象展示村庄、交通干线两侧村庄、

滨水村庄及遗址区村庄。依据村庄不同类型明

确乡村发展目标与重点。

3.3   圈层差异划分, 构建城乡互动的乡村

        产业发展格局

图3　新型城乡空间关系模式图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4　西咸新区全域乡村分级分类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④“优美小镇”为《西咸新区优美小镇三大片区规划（2015—2020）》中提出，其核心内涵等同于当下的“特色小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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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西咸新区全域乡村定质定类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6　全域乡村产业发展策略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7　全域乡村产业分区图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西咸新区乡村现状产业中农业生产占比约

85%，多以果蔬种植为主，产业类型相对单一，

发展较为薄弱。同时，现状农业现代化程度不

高，特色农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作为都市区周

边的乡村，乡村未来产业发展与都市区会产生

极强的互动特征。

在乡村产业发展上，基于城乡空间圈层关

系提出3种不同类型的三产融合策略：位于城市

功能区内及城市边缘区的村庄应充分利用城市

资源，以城市服务型产业为主，打造主题型消费

空间；位于城市近郊区的村庄，利用与城市接近

的区位优势，以一产为基础产业，三产为主导产

业，通过延伸产业链实现三产融合发展，重点打

造市民休闲消费和现代农业生产功能兼具的都

市近郊旅居生态休闲产业；位于城市远郊区的

村庄，利用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耕地资

源，以一产为主导产业，三产为特色产业，强化

二产，实现三产联动发展（图6）。

在此基础上，结合西咸5大新城定位、主导

产业、西咸优美小镇及既有项目和乡村产业现

状、乡村发展核心资源，将全域划分为6大产业

片区：城市配套服务片区、历史人文片区、生态

观光片区、休闲农业片区、科技农业片区及规模

农业片区，明确个体村庄的产业发展方向，有效

指导全域乡村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图7）。

城市配套服务片区的村庄主要包括部分城

市功能区内的村庄和城市边缘区村庄，以特色

旅游服务、专业服务等城市服务业为主，产业发

展与城市紧密关联；城市功能区内的村庄可将

休闲服务、文化娱乐、创意办公等城市服务产业

与乡村空间相结合，如特色农居SOHO、主题休

闲街区等；城市边缘区乡村以苗木花卉种植为

基础，以生态休闲服务为主导，发展如主题花卉

基地、休闲农庄等项目。

历史人文片区乡村多依托具有较大开发潜

力的遗址、遗迹及具有突出价值的人文资源，发

展历史文化展示、民俗体验等乡村文化旅游业，

通过该类型产业带动，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价

值，传承历史文化精神。另外，在产业发展中应

以保护发展为主，避免大拆大建。

生态观光片区的乡村主要位于空港新城

北部，分布于泾河与北辰沟2条水系之间，有优

良的自然生态景观资源。充分利用泾河、北辰

沟2条水系资源，以及台塬地形条件，打造以短

途休闲为主的集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为一体的

乡村生态观光旅游业。通过该类型产业带动，

充分开发利用农村旅游资源，促进农民就业转

移，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提高与完善村庄环境

品质和设施。

休闲农业片区乡村具有农业生产条件较

好、与城市互动性较强的特点。本片区乡村的发

展紧紧把握与城市距离较近的良好区位优势，

利用现有农业生产条件和景观资源，发展休闲

农业。同时，结合沣西新城“科技创新”、秦汉新

城“健养文旅”、沣东新城“高新科技”等产业

定位，可发展教育农业基地、休闲采摘园、农博

游览园等产业项目。通过该类型产业带动，可加

强城乡之间的互动联系，调整乡村产业结构，改

善农业环境，并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科技农业片区内的乡村位于泾河新城中

部，自身具有良好的耕地资源条件，同时可借助

周边科技研发项目资源寻求发展。结合泾河新

城研发中心、智慧农业小镇等产业项目和科研

力量，针对种植、加工及化肥农药等方面，通过

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进行农业生产技

a）   村庄基本类型

b）   村庄特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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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的提高与转变，发展科技农业。通过该类型

产业带动，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快速转变，同

时也为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提供条件。

规模农业片区内的乡村集中于秦汉新城西

部，具有距离城市区位较远、耕地资源较好的特

点。结合秦汉新城“健康医养”的功能定位，通

过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以有机绿色农产品

种植为主的规模农业。通过该类型产业带动，可

提高该片区内农业生产机械化和集约化程度，

并通过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

3.4   构建多层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标准

根据村庄类型划定，明确不同类型村庄的

建设目标与建设重点，结合乡村产业发展的引

导、乡村规划结构的提出，从村庄公共服务设

施、基础设施以及空间建设3个方面共计17项内

容，提出3个等级的配置/建设标准（图8）来构

建村庄建设标准库，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布局

引导及建设示意。

3.4.1   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西咸新区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

生活圈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村庄类型突出差异

配置标准，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利用集约化。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以目标导向为基准，主要配置项

目及配置要求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类型相关。重

点发展型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以在已有基

础上的优化、美化为重点，设施内容突出村庄特

色，设施建设特色鲜明，创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

村，创建美丽乡村试点，彰显“西咸标准”；功能

提升型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以提升、完善为

重点，设施建设以整治为重点，着力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依照生活服务圈内容配置要求完善相

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引导迁并型村庄，以保障基

本生活为底线，结合村庄规模配置相应的公共

服务设施；城镇化型村庄则参照其所属上位规

划进行相应的公服配置。在配置标准制定时，从

教育设施、文化设施、医疗设施、商业设施和行

政管理设施等5个方面制定13项内容3个等级的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建立服务网，实现乡村

地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慢行可达覆盖率

达到90%。

3.4.2   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配置

基础服务设施的配置以村庄建设现状和建

设目标为基础，以生态低碳理念为原则，综合考

虑村庄与城市的关系，集约利用城市基础设施

图8　多层次的村庄建设标准构建思路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10　村庄排水系统布局指引图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9　村庄排水设施配置标准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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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村庄空间建设标准及标准序列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图12　村庄发展建设标准库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资源，并依据村庄分类差异配置，从道路交通、

给水、排水、供电、燃气、供热、通信、环保环卫和

综合防灾等9个方面制定19项内容3个等级的基

础设施配置标准及布局引导，推动农村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为城乡融合下的农村现代化提供

基础支撑。其中，根据西咸新区城乡空间交融特

质，针对给水、排水、供暖提出3类配置方式：第1

类，并网配置，紧邻城市的乡村考虑直接接入城

市管网系统；第2类，局域网配置，使用区域基础

设施基站、源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系统；第3类，

分散独立配置，各村使用独立的基础设施基站、

源，解决村庄基础设施需求。

以村庄排水系统规划为例，首先提出“完

善村庄污水设施建设，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覆盖

率达到90%或以上，推广海绵乡村”的西咸排

水设施配置标准，并根据村庄基本类型提出不

同设施项目的配置要求（图9）。在规划布局中，

依据城乡关系，采用了并网配置、区域网配置以

及分散独立配置3种形式因地制宜地进行排水

设施的布局（图10）。

3.4.3   现代化的乡村空间建设指引

以建设都市区现代田园乡村为目标，对农

宅加建进行建设管控，对新建农宅从建筑组合

形式、院落布局形式、建筑功能、建筑材料及色

彩、建筑屋顶及建筑高度提出建设导则。重点针

对村庄空间改造提升从农宅改造、环境整治、设

施提升3个方面制定9项内容3个等级的乡村空

间建设标准，并给出相应标准下的建设及改造

措施示意，以现代化的改造提升思路推动城乡

空间的融合。另外，由于不同类型的乡村村庄空

间建设的标准不同，以空间建设目标导向为依

据，依托建设标准整合个体村庄的空间建设标

准序列（图11），指导村庄空间建设有效实施。

 

3.5   制定村庄发展建设标准库

为落实乡村规划内容，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保障规划在个体乡村层面的有效落实，要结合

村庄自身特质，制定全域个体村庄的村庄发展

建设指引表，明确村庄定序定级、定类定质、产

业发展类型及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空

间建设等3方面标准指引（图12），实现对全域

村庄发展建设的把控（图13）。

4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城乡关系的再认

知。现阶段乡村规划需在正确认识新型城乡关

系的基础上，通过对乡村多方位的提升，促进城

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最终实现

城乡一体的发展目标和要求。针对西咸新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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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并基于西咸本体乡村量大面广、类型复杂

多样的情况，本文在城乡融合理念下，以“分级

管控、分类施策”为原则，对全域乡村展开“定

级定序+定类定质”的类型划分。同时考虑城乡

关系圈层划分，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三产融合

发展策略，构建城乡互动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在空间建设中，构建多层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标准，明确村庄空间建设重点及建设力度。除此

之外，为了确保项目的落地实施，本文提出建立

个体村庄建设标准库，明确建设计划，从全域层

面有序、有效指引西咸乡村未来健康、可持续发

展。构建新型城乡空间关系及乡村经济产业建

设体系，重点在于对全域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构

建，对全域村庄空间建设管控，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统筹考虑，注意城乡

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明

确个体乡村建设路径，为全域乡村振兴提供重

要依据。

图13　村庄发展建设标准库空间建设使用示例图   
资料来源：《西咸新区乡村建设规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