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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余建忠   江  勇    YU Jianzhong, JIANG Yong

乡村地区作为城乡规划管理较为薄弱的区域，在规划编制方法、规划落地实施等方面往往聚焦于单个村庄的编制，缺乏从

区域层面审视乡村地区发展的实践探索，尤其是缺少统筹协调生态保护、土地利用等各要素的多规合一型规划，使得规划

的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不足。浙江省杭州市从城乡融合、区域统筹的视角出发，编制面向区域层面与操作层面的郊野

单元规划，在空间范围上实现了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全覆盖，在规划类型上具有多类型、多层级特征，存量规划、实施性规

划特色显著。不仅丰富了传统的村庄规划体系，在规划内容方面更是体现了高效利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的要求，尤

其是促进了规划实施与规划编审程序深入对接，推动了城乡要素深度融合、城乡空间全域管控，是对乡村振兴发展、城乡

融合发展的规划模式与技术方法的成功探索，对于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Rural areas, with weaker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management, often focus on individual villages in terms of planning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They lack a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specially lack the multi-plan integration to conduct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land uses, which leads to planning deficiency in guidance, pertinence, and oper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Hangzhou has compiled a countryside unit plan at regional and 

operational levels, which has covered the rural areas outside of the development boundary, with multi-type and multi-level characteristics 

of inventor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planning system, but also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for efficient u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governance, and especially promot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planning review procedures, and stimula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overall control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a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f the planning model and technical method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长期以来，广大乡村地区在资金、人才以

及项目建设方面缺乏有力支撑，乡村地区发

展相对滞后。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出实

施以城带乡、城市反哺乡村的发展模式，全面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之间资金、人才、物

流等要素双向合理流动，传统的就村庄论村

庄的规划模式难以适应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

的新要求，传统规划重点关注农房建设、基础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地区郊野单元规划编制实践
探索——以杭州郊野单元规划编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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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等基础型规划也难以有效满足乡村

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要求。面对乡村地区发

展背景的新变化，上海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在郊野单元规划编制方法、成果形式、

实施模式等方面开展系统探索[1-4]，为大都市

地区郊野单元规划编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杭州市也结合自身实际，立足于区域协调与

全域统筹，探索在区域层面开展乡村郊野单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0）02-0109-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00218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110 | 乡村振兴与规划创新

元规划编制，以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统筹区

域层面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城市优质资源向

乡村延伸，在规划层面表现出丰富的规划类

型、多元的规划内容和更具操作性的规划实

施策略，为乡村地区提供具有指导价值的规

划引导，全面提升乡村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

1   规划特征

1.1   规划类型特征

杭州市开展的郊野单元规划兼具多类型

规划属性，既具有总规层面的宏观引导型规

划特征，又涵盖了控规层面的空间管控型规

划特征，并兼具详规层面的实施型规划特征，

从宏观引导、中观管控到微观实施，为乡村地

区的发展提供各层面规划引导（见表1）。

1.1.1    总规层面引导型规划

杭州市针对开发边界外郊野地区管控

薄弱的现状，加强对总体层面的管控与引导，

为统筹考虑城市开发边界外土地开发利用，

其国土空间规划在区域层面合理划分郊野单

元，如大径山生态区共划定7个郊野单元。郊

野单元规划重点明确郊野地区的空间结构安

排，优化生态用地、农用地、建设用地等用地

布局；提出底线管控要求与空间管控分区；

明确区域产业发展策略及对应的产业功能布

局；逐步引导乡村地区居民向城镇以及设施

条件较好的乡村集聚，综合提升乡村地区发

展水平。

1.1.2    控规层面管控型规划

杭州市郊野单元规划[5]不仅提出了总体

层面的发展引导，而且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

实施郊野单元管控，在市域及相关上位规划

的指导下，管控规模、结构、底线及设施等各

类重点要素，明确管控重点及管控深度，实现

城市开发边界外空间要素的全域有效管控。

结合规划传导的要求，提出在杭州市域、杭州

市区规划管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则管控、

规模管控、结构管控、边界管控、设施管控、形

态管控等综合管控方式，落实郊野单元的规

划管控要求。通过规则管控明确各类公共设

施的配置要求，通过规模管控做好用地规模

的控制，通过结构管控和底线管控确定生态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绿线、蓝线、紫线

等空间底线及相关管控要求，推动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提质升级，通过形态管控明

确乡村景观风貌的要求（见图1）。

1.1.3    详细规划层面实施型规划

郊野单元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规划实施。一方面，编制相应单元图则，

明确农用地、生态用地、城乡建设用地以及村

庄建筑、设施及边界等管控要求，更好地指导

规划实施；同时，面向规划的实施落实近期建

设项目库，通过相关专题的编制推动规划的

实施，包括重点项目实施所需的配套政策、实

施落地的相关行动机制等相关政策设计；另

外，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紧密衔接，需充分考虑

实施主体、实施策略和实施程序等，提升规划

的可操作性。

1.2   规划体系特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村庄规划编制形

式可以包括单个乡村的规划或多个乡村联合

编制的规划，目标是为了指导乡村地区的建

设发展。但对于区域层面如镇域层面、跨区域

层面乡村地区的建设发展缺乏统筹考虑与系

统整合，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方面也缺乏有

效的衔接（见表2）。郊野单元规划则很好地弥

补了“就村庄论村庄”的问题。郊野单元规划

作为介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与村庄设计

层级之间的承上启下型的统筹规划，综合考虑

郊野地区建设发展，统筹乡村发展，实施用地

增减挂钩，打造产业集群，合理配置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郊野地区整体协调有

序发展。它不仅丰富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类

型与层次，填补了宏观引导与微观实施之间的

空白，还对村庄规划提出相关的管控引导要

求，形成层层引导、逐级管控的落实机制。

1.3   规划属性特征

1.3.1    兼顾宏观指导与微观操作的法定规划

上海市结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将郊野单元规划纳入法

定规划编制体系。杭州市结合郊野单元规划

编制实践，将郊野单元规划纳入控制性详细

规划法定管控体系，兼具宏观与微观层次属

性：一方面，具有区域与宏观视角，统筹全域

全要素布局；另一方面，具有面向规划实施微

观操作的视角，编制内容充分考虑实施与落

地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规划转化为政策

及可应用的技术工具，精确传导上位规划的

要求，准确表达规划管控要求与管控意图，落

实具体实施细则，推动规划有效落地。

1.3.2    面向存量优化提升近远期结合的减量

            型规划

面对土地资源紧约束和生态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控制线等底线管控，郊野单元规划

坚持用地减量化或零增长，聚焦存量用地提

质升级，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以拆定增，推进

低效土地的减量化，运用整治提升用地保障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优质项目

落实。另外，郊野单元规划重点聚焦近期乡村

地区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包括乡村振兴发

展、土地综合整治、生态环境修复、农房集聚

区建设等内容，提升农村地区居住环境质量，

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同时也关注乡村地

区的长远发展战略、远期建设发展目标与实

施策略，促进乡村地区高质量发展。

规划层级 管控要素 主要特色

总规层面 总体空间结构、农村居民点
布局、用地及功能布局

以减定增，农村居民点向城镇集中安置区、农村集
中归并点及农村保留居民点集聚

控规层面 发展规模、管控单元、开发
边界、设施配置

综合运用规则管控、规模管控、结构管控、边界管
控、设施管控、形态管控等多种管控方式

详规层面 规模边界、建筑及设施配
置、项目库、单元图则

采用单元图则方式，明确管控指标与管控坐标，将
规划转化为政策

表1  郊野单元规划主要类型特征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归纳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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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编制策略

2.1   生态优先, 塑造蓝绿交织的生态资源本底

郊野单元规划须落实好生态红线管控要

求，守住生态发展底线；限定区域发展规模，

减轻发展对乡村地区生态环境的压力；融合

生态功能与休闲旅游功能，建立反映资源消

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的反馈机制，促进乡

村地区形成自我生态循环，实现对城市发展

的有效支撑，营造蓝绿交织、山水城相融的优

质生态格局。

2.2   城乡融合, 推动城乡要素全方位高质量融合

在城乡要素双向快速流动背景下，城镇

应注重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而乡村地区应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吸引各类要素向其集聚，

实现集聚人口、提振经济、优化布局、提升综

合发展水平的目标。郊野单元规划要坚持推

动城乡各类要素深度融合。一是建立健全城

图1　萧山区进化镇全域控制性规划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乡一体化建设发展机制，建立城市人才入乡

激励机制、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机制，探索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人才加入机制，鼓励各类人才

返乡入乡创新创业；开展全域土地整治以及

存量用地的整治提升，满足乡村地区用地发

展需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乡村地区发展的

财政和金融体制，引导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到

乡村投资，满足乡村地区发展的资金需求。二

是统筹城乡空间布局与要素配置，实现城乡

产业要素深度融合，以城带乡，通过城镇产业

辐射带动乡村地区发展，提升乡村地区经济

发展质量；统筹安排城乡用地和功能布局，共

建共享重大基础设施，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

乡村地区延伸、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地区覆

盖，保障城乡基础设施正常有效运转，提供均

衡普惠的教育服务、优质高效的医养服务、开

放共享的文体服务、便利便捷的商业服务，实

现城乡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2.3   以人为本, 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生活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郊

野单元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居民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作为评价标准，深入调研乡村地区建设

发展的现状，充分了解居民需求。针对居民的

迫切需求，通过综合整治，提升人居环境，促进

居民就业与收入提升，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2.4   精准提质, 实现乡村地区高质量、特色化

        发展

郊野单元规划应坚持底线约束，明确开

发规模、开发边界及管控要求；优化郊野单元

内部功能和设施布局，实现水、电、路、气、环

卫等设施全覆盖，把中心城市、县城的优质公

共服务尽可能地覆盖到周边郊野单元，提升

公共服务质量。同时，规划应注重保护传统村

落格局和肌理，挖掘和传承地方特色文化，提

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打造具有地方

层级 城乡规划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不同点

乡（镇）域层面
乡（镇）总体规划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与乡（镇）总体规划比较，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全域全要素规划，更具管控

刚性，要求明确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基本农田线的范围和具体管控要求
乡（镇）域村庄布点规划 郊野单元规划（包含村

庄规划的内容）

乡镇域村庄布点规划仅仅是一个专项规划，而郊野单元规划作为法定规划被纳入
控规管控体系，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涵盖生态保护、存量整治、设施配置、农村
居民点布局以及产业特色发展引导。编制郊野单元规划的地区可不编制村庄规划村域层面 村庄规划

村庄层面 村庄规划 空间品质规划设计 与原城乡规划体系相比较，均开展了相应的空间品质提升规划设计

表2  城乡规划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归纳总结绘制。

地块可控制指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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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人文风采和时代风貌的特色乡村风貌。

3   规划编制内容特色

3.1   开展分类引导, 构建面向不同类型郊野单

         元的精准引导体系

根据郊野单元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区位条件，将郊野单元划分

为城乡融合发展型、特色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

发展型等类型。城乡融合发展型郊野单元位于

中心城市近郊，区位条件较好，重点承接城市重

要的经济、产业和服务功能，开展低效用地的整

治提升，通过城乡用地增减挂钩获得城镇未来

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指标和发展空间；特色产业

发展型郊野单元根据其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

宜发展休闲旅游、生态农业、无污染加工业等特

色产业，促进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淘汰低

效高污染工业企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

态保护发展型郊野单元远离中心城市，生态资

源优越，全面开展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重点改

善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适当融合旅游休闲等

经济功能，统筹提升发展品质。

3.2   开展全域系统化管控, 实现城乡空间高质

        量管控

3.2.1    开展全域空间精细化识别与判定，合理

            划定郊野单元发展空间

郊野单元规划要实现对土地使用的精准

管控，首先需要精细化识别郊野单元土地现

状。其中，非建设用地应细化用地分类标准，

明确现状农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的用地类

型和使用情况，建设用地应重点对农村居民

点建设用地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各类低效用

地的空间分布及产生原因，提升用地使用效

率，优化用地布局。在此基础上，结合用地适

宜性分析和相关上位规划，划定郊野单元建

设开发边界，明确相关管控措施，促进郊野单

元内部空间高水平开发利用。

3.2.2    建立分级传导刚性管控机制，科学制定

            郊野单元管控措施

从管控内容看，郊野单元规划不仅是面向

农用地的规划，更是涵盖乡村生态用地、宅基

地、工矿仓储用地等各类用地的全域型规划。

它是对城市开发边界外土地的整体统筹利用。

如上海市对城市开发边界外4 000多平方公里

土地编制了全覆盖的郊野单元规划，促进土地

统筹使用与优化布局。同时，在要素配置方式

上，郊野单元规划应严格执行分级传导机制。

杭州市在郊野单元规划编制过程中，严格落实

上位规划对于土地用地分区及规划管控的要

求[6]，深化细化地块层面的规划管控要求，明确

用地性质、用地边界及配套设施管控要求，形

成层层传导、逐步明确、逐级落实的传导机制，

确保上位规划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并对下一层

级规划形成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

3.3   实施存量优化提升, 推动城乡要素高效利用

3.3.1    严控用地增量，推动减量化、集约化发展

结合上位规划及相关政策要求，合理设

定郊野单元建设开发容量，划定城镇开发边

界，严控新增建设用地，通过对存量用地的整

治和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调剂，实现建设用

地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开发边界内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促进功能

混合开发，推动设施多功能利用，提升土地开

发效率；开发边界外保护自然生态，限制低效

率开发建设，促进集中居住和集约建设，实现

城乡空间集约节约开发建设（见表3）。

3.3.2    开展存量用地整治，推动城乡用地高

            质量、高效利用

挖掘存量用地潜力，综合调研郊野单元

范围内各类低效建设用地，包括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商贸用地等低效使用情况，建立低

效用地的综合评价体系，结合用地的空间分

布情况、建设开发强度、投入产出效率、环境

友好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明确低效用地的

空间分布及总体规模。在此基础上开展全域

土地整治。促进低效分散的居住用地适当向

城镇、中心村等条件较好的区域集中，推动低

小散企业向镇区、园区集中，结合存量用地的

整治和高效使用制定相关鼓励政策，按照人

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提供相应的用地指标奖

励，或者允许将存量整治的指标用于新增用

地的建设，推动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

高效使用。

3.3.3    科学利用存量用地，统筹改善城乡建设

            发展品质

统筹使用整治腾挪的存量用地，开展科

学规划，逐步推进乡村地区有机更新与提质

升级，重点将整治提升的用地精准用于民生

设施、农房集聚区以及乡村重大项目建设。

鼓励发展符合乡村发展方向的环境友好型产

业，提升存量产业发展质量。同时，根据各类

郊野单元特征，开展分类指导，提升建设发展

品质。大都市近郊区郊野单元重点通过低效

用地的整治利用补足功能和服务的短板，落

实各类重大建设项目，发展特色产业，全面提

升综合发展水平；远郊区或生态保护地区的

郊野单元在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生态功能的

基础上，重点改善乡村地区的居住环境和居

住品质，塑造良好人居环境。

3.4   面向城乡居民美好生活, 促进城乡人居环

        境高品质提升

郊野单元规划立足于改善乡村人居环

境，面向乡村地区居民美好生活开展实践与

探索，以优美的环境吸引人、良好的设施服务

人、优质的产业留住人，塑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高品质城乡人居环境，提升乡村地区吸引

力（见表4）。

3.4.1  整体保护生态人文资源本底，塑造优越  

          的生态景观环境

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合理布局生态廊道

与生态空间，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与修复，治理

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保护森林植被，

维护生物多样性，打造宜居的城乡生态环境；

塑造特色景观风貌，结合规模化农业、观光农

业、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的发展，营造富有艺

术气息的田园景观，制定乡村特色风貌导则，

明确乡村特色风貌塑造方式，提出乡村格局、

水系、田园、道路、设施绿化、色彩以及建筑空

间布局方式，营造特色乡村风貌。

3.4.2    功能提升与服务升级，塑造便利便捷的

            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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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整理归并现有农

村居民点，鼓励乡村居民居住于城镇集中安

置区、农村集中归并点和农村保留居民点，实

现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与设施的高效配置；

优化农村主要居民点功能和服务配置，针对

设施和服务短板，保障安全饮水，治理农村污

水，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做好市政设施安全服

务保障；以中心村等基础较好的乡村为支撑，

构建乡村地区生活服务圈（见表5），提供便

利便捷的商业服务，普惠共享的教育、文化、

体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优化基础设施配置

与公共服务供给。

3.4.3    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优质的就业创业

            环境

统筹安排城乡区域产业项目，优化产业

空间布局，落实高质量产业项目用地，提升

产业用地效率，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农业特色地区注重发展规模农业、精品农业

和休闲农业，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完善生

产、加工、流通、体验、销售、服务产业链，建设

绿色农场、田园综合体、现代农业园区；工业

特色地区注重培育工业主导产业，鼓励利用

互联网技术、机器人技术、标准化制造、大数

据技术，创新工业技术、产品、业态与组织模

式，实现产业提质增效与创新发展；文旅特色

地区注重文旅功能融合发展，建设特色文旅

项目，发展特色民宿和乡村农家乐，合理组织

游线，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3.5   建立高效规划实施与管理机制, 推动城乡

         空间高水平治理

3.5.1    开展图则化管理与项目化管控

作为面向实施的规划，郊野单元规划在

规划编制中充分考虑了规划审批、管理与实

施要求。首先，为了提升规划实用性，仅在有

具体建设项目要求的情况下启动郊野单元规

划编制，确保规划有效落实。其次，深入衔接

规划实施，做让基层干部看得懂、用得好的规

划。郊野单元规划构建“1个文本+1个项目库

+1套图则”的规划成果体系，既简化规划成

果形式，又有效指导规划实施。最后，郊野单

元规划借鉴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图则

管控。通过图则明确建设用地、农用地、生态

用地和村庄的分类管控要求，提出重要项目、

重要建筑、重要设施和核心用地空间范围，管

控指标与管控坐标相结合，形成具有针对性

与可实施性的规划管控措施，指导与推动项

目落地建设（见图2）。

3.5.2    依托数字、化信息化等综合技术手段

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录入郊野单元规划

相关信息，实现郊野单元电子化管理。同时，

依托遥感等信息技术，建立对郊野单元规划

落实情况的实时反馈机制，开展郊野单元规

划与规划实施情况比对。一方面，纠正实施过

程中的偏差，确保规划高效实施；另一方面，

表4  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内容及目标

表5  乡村生活服务圈相应设施配置建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归纳总结绘制。

类型 内容 要求

用地存量
整治

低效工业用地 采用搬迁、整治等方式，推动低小散企业适当集聚，集约利用
土地

低效居住用地 采用下山移民、集中居住等方式，推动居民向基础好、设施完
善的城镇和乡村集聚

其他低效用地 采用完善设施、改善环境、提升效率等方式，综合提升用地
效率

产业存量
提升

农业存量提升 采用规模化农业生产或精品农业的方式，提升农业的效率或农
产品附加值

工业存量提升 淘汰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工业，改进生产工艺，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设施存量
优化

废弃厂房、建筑
等设施 开展设施的再开发与再利用，适当发展文创产业等特色服务业

各类低效利用设施 丰富设施的功能，推进设施复合利用

表3  郊野单元存量提升内容及要求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归纳总结绘制。

类型 主要内容 目标

生态环境 落实生态红线管控要求，开展综合污染治理，修复
破损生态

天蓝水净、蓝绿交织的优质生
态环境

基础设施 保障清洁饮水、畅通城乡道路，保障安全供电、供
气、供热、通信，做好环卫保洁 坚韧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

公共服务
提供普惠共享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
务，提供便利便民的商业服务，开展丰富多样的文
体服务

开放共享、便利便民、普惠优
质的城乡便民服务

产业发展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实现农旅融合，提升
产业发展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环境友好型、就业促进型多元
产业体系

景观风貌 保护乡村肌理格局，提供建筑风貌、景观节点、街
巷体系管控引导

传承有记忆的特色乡村景观
风貌

绿化美化 开展公共空间绿化，做好房前屋后绿化，美化田园
及庭院 绿树成荫的美丽村庄

农房建筑 做好农房建设质量安全保障，建设绿色农房，规模
化建设农房集聚区，提供物业服务 舒适宜居的乡村社区

类型 内容 建议规模/m2

管理设施 村委会 >300
医疗设施 卫生室 >50
文化设施 图书室、文化礼堂 >200
体育设施 室外健身场地 >200
教育设施 幼儿园 >150
养老设施 居家养老照料设施 >100
便民设施 超市、电子商务服务点、农贸市场 >50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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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馈情况，对郊野单元规划不合理的部

分进行纠正，不断完善郊野单元规划。

3.5.3    将规划转化为管理政策与管理工具

郊野单元规划注重将规划转化为可管理

可操作的技术工具及具体政策，精准推动规

划精细化实施。一方面，通过研究各类用地高

效使用方式，将用地使用的方式转化为相应

的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以法定化、规范化、

政策化的方式促进规划的有效管控；另一方

面，规划编制同步考虑项目行政审批要求，推

动一体化规划建设管理，压缩行政审批流程，

节约行政审批时间，促进规划实施。通过郊

野单元规划提取出的相应技术手段与管控政

策，综合提升乡村地区建设管理水平，促进高

水平治理。

4   结语

杭州郊野单元规划作为面向城市开发

边界以外的规划，以城乡融合的视角审视区

域整体发展。规划类型方面具有丰富的规划

层级类型，是对传统村庄规划体系的丰富与

补充，兼顾宏观指导与操作实施的法定规划，

同时也是面向存量提升的近远期相结合的规

划；规划编制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城乡融

合、以人为本、精准提质等理念。规划内容重

点突出分类引导，因地制宜提供规划建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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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通过分级传导与全域管控的方式，促进城

乡要素的高效利用；加强存量要素的挖掘与

提升，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统筹兼顾提升城

乡人居环境，塑造高品质城乡生活环境；图则

管控与政策支撑结合，实现城乡高水平治理。

杭州通过开展郊野单元规划的编制，为

乡村地区的规划编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但作为地方的规划实践，需要在下一步探索

中加以深化和完善，为乡村地区高品质发展

提供高质量的规划引导和支撑。

配套设施控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