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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国土规划中对农业空间规划关注不足的问题，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农业空间规划的内容和传导关系进行研

究。基于对原有相关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和传导方式的回顾以及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要求的分析，提

出农业空间规划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农业空间规划内容各有侧重但上下之间是一个可传导的

体系，同时农业空间规划内容应体现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对省市县乡四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的内

容重点和传导框架进行探索。

With regard to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ural spatial planning in current territorial planning practice, a preliminary study is taken 
on the planning contents of rural space and the conduction in the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Based on reviews of the planning 
contents of r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land use planning 
and agricultural planning. As the examination result of territorial planning task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rural spatial planning i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project and its planning practice in each level of territorial planning should be a top-down conductive 
system with different focuses, and with differentiated rural spatial planning outcomes. Consequently, through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textu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ce planning and suggests the conductive requirements in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and town-leve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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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的“农业空间”，是与

“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并列的空间类型，其内

涵是指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为主的功能空间[1]。

当前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虽正在全面展开，但

针对农业空间的系统性规划尚处在实践探讨阶

段，在内容体系和传导关系等方面仍需要结合

各地实践探索予以总结。本文在系统梳理农业

空间相关既有规划的基础上，从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构建的要求出发，结合各层次规划实践探

讨了省市县乡四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农

业空间规划的内容重点、体系关系和传导框架，

以期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农

业空间相关内容的编制实践提供参考。

1 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的农业空间规划

1.1   规划的重要性

农业空间承担了落实粮食安全和乡村振

兴两大重要的国家战略任务，其高质量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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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支撑。同时，农业空间本

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城镇化的大背景

下，农业空间内部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都处于

一个不断转型变化的过程中，并且这三者之间

的变化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这就决定了

农业空间的动态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同时，农

业空间是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之间的过渡性

空间，是一个兼具保护与发展需求的空间，在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主导功能之外还承担

着一定的生态维育和服务城镇的功能。因此，

农业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对整个国土空间的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对农业空间开发、保护和

利用的科学统筹安排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

要任务。

1.2   规划的目标

农业空间规划的目标是保障农业空间的

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空间的质量和效率，

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空间支撑。农

业空间规划的任务是要在合理判断城镇化和

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识别农业空间内部农业、

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关键问题及其在空间上的

体现，以及农业空间与生态、城镇空间的矛盾

冲突，在规划期内寻找面向一定发展目标的科

学合理且可行的农业空间内部人口、产业和土

地等要素的匹配关系和空间组织模式，提出实

现这种模式的空间策略。

2 既有规划中的农业空间相关内容回顾

2.1   发展规划

传统意义上涉及农业空间的发展规划以

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乡村振兴规划为代表。主体

功能区规划主要是在省级以上层级制定①，重

点是界定发展单元的主体功能、目标和发展政

策，其中农业空间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发

展的战略布局，农产品主产区的市县划定及相

应的发展目标和政策重点。新一轮乡村振兴规

划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动、财政支持[2]，

其编制基本上贯穿国家及省市县乡各个层级，

以目标和政策安排为主。

2.2   城乡规划

原城市规划体系侧重于对建设空间和非建

设空间的区分，重点关注对建设空间的安排[3]。随

着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的转型，对非建设空间的

关注增多，但本质上仍然倾向于将农业生产空间

和以村庄、集镇为主的乡村建设空间分而治之。在

乡村非集中建设地域，保护管控的刚性传导机制

相对较弱[4]。

城镇体系规划几乎不涉及对农业空间的

直接安排。市级及以下层级的总体规划侧重于

对农村建设空间的安排，包括镇村体系、村庄布

局、设施配置等方面。除了永久基本农田作为建

设空间拓展的限制性要素外，一般的农业生产

空间通常被作为“图底”背景环境看待。随着

规划对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的关注，通常会将

农业空间划分为差异化的发展分区，并以类似

政策区形式的“结构性”图纸表达，对农业的

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但由于分区缺乏科学支撑，

实际中很少能真正实施。以农村地区为主要规

划对象的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内容也集中于各

类建设用地的布局和建设要求以及资源保护和

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具体安排。

2.3   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指标和边界的

层层下传，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和范围

进行保护。因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涉及农业空

间的重点内容包括落实上级确定的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并向下分解相关保护指标、优

化农用地结构、划定农业生产相关用途分区、确定

农用地和村庄土地整治重点等。土地利用专项规

划体系中涉及农业空间的部分主要包括基本农

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土地复垦规划等。

2.4   农业部门规划

农业部门规划以农业区划为代表，主要在

国家和区域层面编制，早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

揭示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农

业生产的地域分异规律，从而对农村产业结构

和布局提出发展建议，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合理

配置[5]，包括农业自然条件区划、农业产业区划

（如茶桑果种植区划等）、以地域分异为主的综

合农业区划和农业技术改革区划[6]。21世纪以

来，农业区划的发展趋势开始向重点培育优势

农产品和优势产区转变[7]。地方层面的农业部门

规划类型比较多元，包括现代农业、特色农业、

都市农业等各类农业现代化相关主题的规划[8]。

2.5   既有规划的不足与问题

从对原有相关规划中农业空间的内容回顾

可以看出，各类规划对农业空间的安排都是从部

门的工作重点出发，或侧重于宏观政策导向，或

侧重于产业布局，或侧重于建设空间形态，或侧

重于耕地保护，尚未形成一个对农业空间进行整

体思考和统筹安排的综合性规划。此外，从传导

的角度来说，土地利用规划强调自上而下的刚性

传导，以指标和边界为主要传导方式，上级规划

对下级规划的约束性较强。发展规划、城乡规划

和农业部门规划的传导则以战略指引和结构性

引导为主，自上而下传导的刚性偏弱，弹性更大。

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农业空间规划任务

3.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目标是优化国土

空间的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构建的要求，一是对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的全覆

盖，强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二是与事权对

应，不同层级规划的内容各有侧重，编制深度也

应有所差异：国家级重战略，省级重协调，市级则

兼具协调性和实施性，县级和乡镇级重实施；三

是强调自上而下的传导与落实，上级规划要明确

对下级规划的传导要求，下级规划不得突破上级

规划的管控要求。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要实现

国家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的落实[9]，首先要体现

国家意志，将国家粮食安全等底线约束的要求和

可持续发展等战略导向通过指标等方式逐级传

导，最终实现国家管控与引导的落实。

3.2   现行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和技术文件的

农业空间规划内容

从省市两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规范性审查

①部分地级市也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但并未在全国范围普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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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具体内容

目标 落实国家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确定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约
束性指标，以及常住人口规模等预期性指标

空间

底线 明确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的范围

生产
优化农业（畜牧业）生产空间布局，引导布局都市农业，提高就近粮食保障能力和蔬菜自
给率，重点保护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草地，明确具备整治潜力的区域，以及生态退耕、
耕地补充的区域

生活 明确城镇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空间结构，提出村庄布局优化的原则和要求

支撑 设施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构建乡村生活圈
行动 提出农用地综合整治、低效建设用地整治等综合整治目标、重点区域和重大工程等要求

要点来看，省级涉及农业空间的内容主要包

括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两项

约束性指标、乡村空间布局和促进乡村振兴

的原则和要求，以及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要求3个方面；市级的审查要点主要提出要对

省级要点进行深化细化，未新增内容[10]。

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省指南》”）和《市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市

指南》”）来看，省级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的内

容重点是明确主体功能、农业空间的战略格

局，制定目标指标和要求。市级规划中农业空

间规划的内容主要可以总结为目标、空间和支

撑3个方面[11]（见表1）。

总体来看，《省指南》中的农业空间规划

内容是“政策性”强于“空间性”，《市指南》

则侧重于表达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布

局以及设施和行动等方面的要求，但对于农

业现代化转型等一些农业空间的变化趋势响

应不够。部分地方技术标准给出了一些导向，

如在农业生产空间方面，重点强调对农业现

代化发展空间支撑的要求，提出现代农业集

中发展的重点区域、各类农业产业平台的位

置和规模的安排等规划内容②，然而具体要求

尚不明确。但不管是省级还是市级，现有技术

标准基本是将农业空间规划内容切分为生产

空间和村庄两大部分，没有将农业空间作为

一个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有机整体系统看

待。此外，各层级规划内容之间的传导关系也

不明显。

3.3   农业空间规划内容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首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

内容应该形成一个自上而下从目标、空间到行

动逐级深化的完整体系。对应于不同层级政府

的管控事权和规划特征，各层级的农业空间规

划内容应有所差异。我国农业空间区域性差异

较大，省级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除了协调性还

应当具有战略性的特征，针对农业空间自身的

特征和趋势，明确省内农业空间发展的战略指

引。市级规划中农业空间的规划内容主要在市

域层面。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市管县”

体系下，市级政府针对市域的事权重点是协调，

农业空间管控的事权在县级政府。因此，市级规

划中农业空间规划内容侧重于结构性管控，县、

镇级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的内容以实施性为

主。虽然各层级农业空间规划内容各有侧重，但

上下层级之间必须可传导、可反馈，如省级确定

耕地保护和乡村布局的要求必须在市级规划中

细化落实，市级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指标必须

在县级落实并划定保护边界，市级确定的农业

平台县级必须按要求落实等。

其次，农业空间规划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

程。农业空间是一个涉及生产、生活的完整系统，

对农业空间的安排应该统筹考虑其内部人地产

之间关系，如村庄布局要与人口规模、结构变化

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统筹考虑。同时，农业空间

规划应该与生态空间与城镇空间协同考虑，如城

镇空间周边农业空间在生产空间的配置上要考

虑服务城镇的功能需求，对重要生态地区农业空

间要同时考虑其承担的生态功能维育要求等。

4 各层级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内容重点

与传导要求

4.1   各层级规划的内容重点

4.1.1 省级规划以政策制定为主

省级规划兼具战略性、综合性、协调性和

约束性，需要对重大战略做出空间响应，统筹

省域全要素空间治理、统筹多层面价值需求，

并有效传导国土空间管控要求[12]。省级农业空

间规划应以政策引导为主，其内容侧重于确定

目标（指标）、空间的战略布局和支撑体系的

规划导向。规划需要落实全国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体现主体功能，从乡村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用地总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等方面确定目标及规划指标；结合各省农

业生产特点，明确农业战略布局；结合乡村振

兴，提出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村

庄分类和布局优化的导向，以及设施配置、农

业空间综合整治的目标及导向性要求。以四川

省某省级次区域规划③为例，农业空间规划的

重点是分解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识

别重点区域并明确划定要求；从当地农牧业生

产条件出发，谋划高原特色农产品生产战略布

局；针对该地区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主体功能协

调农牧业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依据自然本

底特征、农牧民生产方式、乡村居民点区位特

征及设施配置条件，识别就地城镇化、适度干

预就地集聚、劳动力双栖型就地城镇化和牧民

定居等模式，提出乡村人口分布优化和乡村居

民点布局优化的导向（见图1-图2）。

4.1.2 市级规划重点针对“域”，体现协调性

市级规划中的农业空间规划需要充分

发挥协调性并有效指导县级规划的编制，侧

重于确定目标（指标）、空间结构性布局和支

撑体系的配置要求。目标（指标）方面重点

是承接省级规划确定的相关目标（指标）并

向县级规划分解；根据省级规划确定的主体

功能和农业战略布局，确定农业现代化的方

向和空间组织模式，明确包括规模农业、都市

农业和特色农业等在内的农业生产空间的结

构性安排；提出与农业生产空间相匹配的村

庄分类和布局优化要求；划示农田保护区和

表1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农业空间的内容
Tab.1  The planning contents of rural space in municip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②《浙江省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试行）》和《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③四川省针对省域面积广阔、省内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在编制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增加了省级专项规划即五大次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作为对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的补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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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区在内的农业类规划分区；确定各

类基础及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求和包括重大行

动、重点空间在内的农业空间综合整治要求。

以中部某市为例，农业空间规划在落实省级

战略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并

以“双评价”为基础向县级分解，以及在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的基础上，划分以粮

食生产为主的现代农业片区、特色农产品生

产为主的特色农业片区、都市农业片区、种养

结片区和休闲农业片区等差异化的乡村产业

分区，作为土地资源配置、村庄分类引导及其

他政策制定的依据之一。如现代农业片区以

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为基本导向，引导乡村

人口适度集聚，区内村庄以集聚发展类和整

治提升类为主；休闲农业片区、特色农业片区

应有一定数量的特色保护类村庄，为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见图3）。

4.1.3 县级规划实现管控的空间落实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侧重于底线管控

的落实，以及地方发展与国家战略和政策框架

的协同[13]。县级是管控实施的抓手，农业空间

规划需要在此层级实现管控要求的空间落实。

因此，除目标（指标）的落实分解之外，县级

规划中农业空间规划的重点任务还包括提出

各类农业生产空间和产业平台的布局安排，确

定镇村体系及村庄分类，划定农田保护区和乡

村发展区两类规划分区，明确乡村生活圈及设

施配置标准，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用

地整治、村庄整治等重大行动及其重点空间范

围等。如西南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划定了农

业生产空间边界并明确了农业产业平台布点和管

控要求的基础上，完成了县域村庄分类和生活圈

的配置方案（见图4-图5）。

4.1.4 镇级规划落实各类任务，划定空间边界

镇级规划上承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

引详细规划，要落实县级规划的安排并面向具

体的实施，在一些地区可直接作为实施乡村管

理的依据[14]。镇级规划中的农业空间规划需要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目标（指标），

完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图斑落位，以及划

定农业生产基地、农业生产服务区等农业产业

平台和村庄建设等空间边界，并将上位规划确

定的乡村支撑体系中涉及农业空间整治、农田

建设任务等行动安排落地。如东部某镇级规划

的空间布局方案，不仅落实了粮食、特色林果

等农业生产基地的空间边界，也明确了农业生

图2  乡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导向

Fig.2  Rural residen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guid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农业空间规划结构图

Fig.1  The plann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中部某市乡村产业空间结构规划图

Fig.3  The plann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industry of a city in central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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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服务平台的空间边界，同时还划定保留村庄

的边界，并在现状的基础上标示搬迁撤并类村

庄的空间分布（见图6）。

4.2   各层级规划内容的传导关系

不同层级农业空间规划从内容来看，均包括

目标（指标）、空间及支撑体系3大板块，上下层次

规划的内容存在清晰的传导关系。其中，目标（指

标）的传导以定量的逐级分解和主体功能的逐级

图6  东部某镇级规划空间布局方案

Fig.6  The planning spatial layout of a town in east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西南某县级规划村庄分类

Fig.4  The classification of villages of a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西南某县级规划城乡生活圈配置

Fig.5  The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 circle planning 
of a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农业空间规划内容的传导关系

Fig.7  The conduction of rural planning contents i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深化为主要的传导方式。空间的传导包括底线、分

区和分类3项核心内容的传导。对于耕地及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这一项底线管控型的内容，省级规划

确定全省的保护目标（指标）并向下分解；市级

规划进一步将保护目标（指标）向县级规划分解

并划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作为县级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的指引；县级规划进一步向下分解

保护目标（指标）并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由镇级规划承担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图斑空

间落位的具体工作。空间分区的传导遵循由格局、

结构、布局再到边界的逐级深化，省级规划通过制

定农业生产空间格局来明确对全省农业生产空间

的战略性安排；市级规划在省级规划的指导下进

一步深化，在市域范围内协调农业生产关系，对全

市的农业生产空间做出结构性安排；县级规划承

接市级规划的结构性要求，完成基地、平台等各类

农业生产空间的空间落位；最终由镇级规划确定

管控的空间边界。分类的传导则遵循由要求向分

类再向边界的传导路径，省级规划确定全省村庄

分类的基本导向，由市级规划明确分类要求，在县

级规划中确定镇村体系和具体的村庄分类，最终

在镇级规划中落实村庄建设管控边界。支撑体系

相关内容的传导也遵循由导向到要求再到空间和

任务落实的路径（见图7）。

5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如何通过规划编

制和实施促进农业空间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土

空间规划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中，农业空间规划的内容应该是自上而下不

断深化落实的体系，各级规划的内容应各有侧

重。省级规划以目标和战略引导为主，市级规

划在省级目标战略落实的基础上形成结构性

管控，县级应在市级基础上进行空间深化和落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省级国土空间规

划 编 制 指 南（ 试 行 ）[EB/OL].（2020-01-17）
[2021-03-02]. http://gi.mnr.gov.cn/202001/
t20200120_2498397.html.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Guidelines for 
provinci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ilot edition)
[EB/OL]. (2020-01-17) [2021-03-02]. http://gi.mnr.
gov.cn/202001/t20200120_2498397.html.
张志杰，陈淼.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北京村庄规划

转型的探索[J].上海城市规划，2018（6）：58-62.
ZHANG Zhijie, CHEN Miao. Exploration of Beijing 
village planning trans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6): 58-62.
成受明，程新良. 城乡统筹规划研究[J]. 现代城市

研究，2005（7）：50-52.
CHENG Shouming, CHENG Xinliang. On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planning[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05(7): 50-52.
郭炎，许红梅，李志刚，等. 多尺度多维度融合视

角下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探讨[J]. 上海城

市规划，2019（4）：70-77.
GUO Yan, XU Hongmei, LI Zhigang, et al. Study 
on national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coun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4): 70-77.

张晓明. 高速城市化时期村镇规划的区域性研究

[D]. 北京：清华大学，2010.
ZHANG Xiaoming. Regionality of village and 
town planning under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period[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0.
张肇鑫，向涛，朱丕荣，等. 为农村经济和自然的

和谐发展做好基础工作（一）——纪念农业资

源区划工作60周年[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9，30（4）：6-10.
ZHANG Zhaoxin, XIANG Tao, ZHU Pirong, et 
al. The foundation work for the rural economy and 
natur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to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 
regionalization works[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09, 30(4): 6-10.
陈德利.“农业区划”路在何方[J]. 中国农业资源

与区划，2003（5）：60-62.
CHEN Deli. Where is the way out for "agriculture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03(5): 60-62.
周灿芳. 我国区域农业规划研究进展[J]. 广东农

业科学，2010，37（6）：301-304.
ZHOU Canfang. Research progress on regional 
agricul tural  plan in China[J] .  Guangdo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0, 37(6): 301-304.
张京祥，林怀策，陈浩.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40年的变

迁与改革[J].经济地理，2018，38（7）：1-6.
ZHANG Jingxiang, LIN Huaice, CHEN Hao. 40-
Year changes and reforms of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7):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

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EB/OL].
（2019-05-28）[2021-03-02]. http://gi.mnr.gov.
cn/201905/t20190530_2439129.html.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Document on 
carrying ou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EB/OL]. 
(2019-05-28) [2021-03-02]. http://gi.mnr.gov.
cn/201905/t20190530_2439129.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指南（试行）[EB/OL].（2020-09-25）[2021-
03-02]. https://www.cgs.gov.cn/tzgg/tzgg/202009/
t20200925_655566.html.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Guidelines for municip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ilot edition)[EB/OL]. (2020-
09-25) [2021-03-02]. https://www.cgs.gov.cn/tzgg/
tzgg/202009/t20200925_655566.html.
余云州，王朝宇，陈川. 新时代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的特性与构建——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探索[J]. 城
市规划，2020，44（11）：23-29，37.
YU Yunzhou, WANG Chaoyu, CHEN Chuan.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ment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planning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new era: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11): 23-29, 37.
王新哲，钱慧，刘振宇. 治理视角下县级国土空间总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实，镇级是对县级的补充和落实。

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空间在自然地理、生产

资源、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区域差

异，不同的农业空间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不

同，其规划的任务和内容也应有所差异。本文针对

农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对省市县乡各级农业空间

规划的内容和传导要求进行了探索。但如何在农

业空间规划中更好地回应区域特色和差异性，更

有效地指导实践，还需要深化研究。同时，考虑到

农业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包含农林牧副渔等相关

内容，本文重点对以种植业为主的陆域农业空间

内容与传导的研究为主，对于各层级规划中林业、

渔业等其他陆域、海域农业空间的内容体系和传

导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研究。

体规划定位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0（3）：65-72.
WANG Xinzhe, QIAN Hui, LIU Zhenyu.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unty-level territorial master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3): 65-72.
彭震伟，张立，董舒婷，等.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必要性、定位与重点内容[J]. 城市规划学

刊，2020（1）：31-36.
PENG Zhenwei, ZHANG Li, DONG Shuting, et 
al. The necessity, orientation and key contents of 
township level comprehensive spatial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1): 31-36.

[14]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