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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5年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科学论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和实践，该

论断已经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与此同时，浙江作为“两山”理念的起源地，已

经形成大量实践：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

浙江省乡村规划伴随“两山”理念的发展不断

演进，构成“两山”理念的重要社会实践。本文

通过梳理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的浙江省

乡村规划历程，剖析“两山”理念对乡村规划实

践的影响，阐述其经验与启示。这不仅是对历史

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处于快速变革中的规划实

践的梳理与探索，富有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两山”理念的研究，主要

从哲学层面的理论内涵和典型区域的实践指导

价值展开[1]，部分学者如陈耀龙[2]等注重“两山”

理念在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生态补偿机制或区

域生态治理中的运用；还有部分学者从理论运

用的角度出发，试图建构“两山”理念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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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讨并展望“两山”理念与浙江乡村规划间的系统持续影响。在近20年间的浙江乡村实践历程中，乡村规划伴随

着“两山”理念的起源和发展，同时又受到“两山”理念的深刻影响，形成分析和考察“两山”理念的重要“窗口”。

通过对“两山”理念形成过程与内涵演进的系统梳理，揭示其在发展观、方法论和本体认知3方面对乡村规划产生的重

要影响。基于浙江乡村规划发展中综合性、体系性和政策性的趋势分析，阐释该影响具体表现为规划的生态观、系统观、

美学观、创新观和民生观的持续改变，以及其作为政策工具属性的强化，并以此作为阶段性的经验总结。最终指出“两

山”理念在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改革为背景的新阶段，对村庄规划还存在转化路径和全要素框架

组织等方面的需求。

This paper analyzes, discusses and prospects the sustainable impact of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concept on Zhejiang rur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rural practice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past 20 years, 
rural planning is accompanied by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oncep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eeply influenced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analyze and investigate the concept.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i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ural planning in 
thre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concept,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cogni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policy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lann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ains that the influences 
are embodied in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ecological, systematic, aesthetic, innovativenes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concepts of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attribute as a policy tool, and takes this a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t the current 
stage.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in the new stage with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till needs a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total-factor framework organization of rural planning.

“两山”理念；美丽乡村；乡村规划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concept; beautiful countryside; rural planning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1）03-0109-06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10315



110 | 规划实践

体制[3]。浙江省虽然积累了大量乡村规划的实践

经验，但相关研究有限，其成果主要集中于3个方

面：一是各地区的实践经验，多以见诸报端的文

宣为主；二是对其政策历程的分析，如马仁锋、武

前波[4-5]对浙江乡村建设历程及政策的分析；三

是杨晓光、余建忠[6]34-90主编的《从“千万工程”

到“美丽乡村”》一书，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浙江

省乡村规划的实践与探索历程。

而关于“两山”理念与浙江乡村规划的

相关性研究极少，目前成果仅有赵四东、史诗

悦等[7-8]基于“两山”理念的乡村振兴发展机

理、“两山”理念视角下“千万工程”的实践

机理与模式创新研究。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对

“两山”理念与乡村规划建设的分析未系统揭

示“两山”理念与乡村规划之间的联系。为此，

本文以“两山”理念影响下的浙江乡村规划

发展脉络为主线，分析其演变特征，阐述“两

山”理念对浙江规划的深刻影响，并形成指导

未来的可能方向。

1   “两山”理念的形成、内涵及对乡村

规划实践的启示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新

的党章也指出“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意识”。“两山”理念即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一科学论断。“两山”理念起源于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的实践和思考，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9]，随着理念的萌发和探

索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两山”理念对

国际国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1   “两山”理念的形成过程

“两山”理念经历了形成、完善和确立3个

阶段。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前往作为“千万工程”首批示范村的安吉余

村进行考察，第一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标志“两山”理念开

始形成[10]（见图1）。伴随着“千万工程”的全

面开展和对乡村建设发展的一系列思考，2006

年3月习近平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关系的认识提出“三个阶段论”的阐述①，标

志着“两山”理念的进一步成熟。党的十八大

以来，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取得巨

大成效，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思考生态文

明建设，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回答学生关于环境保护的提问时全面地阐

释了“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标志着“两山”

理念的全面确立[11]。

1.2   “两山”理念思想内涵

伴随着“两山”理念的发展，人们对其认

识也逐渐加深，其内涵可以从本体和外围两个

方面加以阐释。

就“两山”理念的本体内涵，主要包括辩

证的两个方面：“金山银山”喻指经济发展及其

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条件；“绿水青山”喻指作为

人们生产生活所依赖的优质生态环境。“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方面是告诫人们应当认识

到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需要进行严格认真

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引导人们转换发展方式，以

更加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因此，“两山”理念的本体内涵即为“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是关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关于

发展观的认知。

在“两山”理念的形成过程中，人们逐渐

认识到其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系统思维、创新

观念和民生共享等博大思想，内涵极为丰富生

动的理论体系。可总结为以下4个重要观念。

（1）“两山”理念的生态系统观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生

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帐、算长远账、算整体

账、算综合账”②。

（2）“两山”理念的融合创新观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

在人，关键在思路”③。

（3）“两山”理念的民生福祉观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

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④。

（4）“两山”理念的综合治理观

生态问题必须综合施政，必须综合治理，因

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

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⑤。

通过对本体内涵和外围意义的解读，有助

于全面认识“两山”理念，从而为规划编制和

空间治理提供明确的实践逻辑（见图2）。

1.3   “两山”理念对乡村规划实践的启示

“两山”理念的提出，首先在于其作为一

种发展的价值判断，对规划的主体提出了新的

要求，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要知道放

弃，要知道选择”⑥。要树立保护和改善自然生

态环境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价值观念，摒

弃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效益谋取一时经济增长

的生产观念与做法，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

环境的期待，积极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高质量

① 2006年3月23日，习近平发表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的文章《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指出：“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

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阶段是

既要金山银山，但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

有柴烧。第三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形成了一

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

② 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以及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

③ 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④ 2013年4月8日至10日，习近平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以及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

⑤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以及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

⑥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指出。

注释：

图1  浙江安吉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
Fig.1  Stone tablet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n Yu Village, Anji,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
DE0IH2O505249U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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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协调有序发展，创造绿色低碳的发展方

式，维护、促进生态美的实现；并且需要规划主

体建立内在的自觉和长期坚守。

其次，“两山”理念对规划而言，在于探索

和建立一种体系化的思想逻辑和方法框架。这

种逻辑方法简言之就是在生态文明思想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之下

的包括生态系统观、融合创新观、民生福祉观、

综合治理观等在内的具体路径。

最后，“两山”理念强化了对规划属性的再

认识。“两山”理念之下，规划不仅是美丽中国

的建设蓝图，更是一系列重大变革中的政策工

具，尤其是在空间资源科学管控方面，必要时也

形成对政策本身的反馈和调整。

2   浙江乡村规划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浙江的乡村规划是“两山”理念的集中体

现，是分析和考察“两山”理念重要影响的“窗

口”。乡村规划对浙江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的各阶段纲

领性文件均明确指出“科学规划是村庄整治和

建设的前提”。浙江省自2003年启动实施“千万

工程”以来，始终坚持“两山”理念，持之以恒

地推进美丽浙江建设，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

展之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其总结为乡村振

兴的“浙江经验”：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

引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两山”理念成为

推进“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节全过程⑦。

2.1   浙江乡村规划的发展历程

浙江乡村规划的发展与从“千万工程”到

美丽乡村的建设历程一致，大体经历了3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2003—2007年。这一时期主要

任务是从整治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入手，

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使农村局部面貌

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二阶段是2008—2010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要求，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使全省绝大多

数村庄得到了较好的整治，农村面貌发生整体

的变化。第三阶段是2011年至今⑧。这一阶段主

要是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使农村的面貌逐步发生根本的变化。浙江乡

村规划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庄布点

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村居设计”层级

体系，以及包括整治规划、美丽宜居规划在内的

丰富类型，在贯彻理念、指导实施方面形成若干

基本经验（见表1）。

在浙江省乡村规划发展过程中，受“两山”

理念影响，在单体层面、区域层面和实施层面3

个维度发生了以下主要演进。

（1）从重点整治、全面提升到特色塑造

受“两山”理念中综合治理观和生态系统

观的影响，单体层面乡村规划从早期遏制环境

恶化的工程应对发展为中后期的综合整治和特

色塑造。

“千万工程”中的村庄规划首先以整治规

划的形式开展。第一阶段，主要针对建设空间中

由垃圾、污水等导致的村庄人居环境滞后和村

庄建设杂乱无序问题，该阶段的村庄规划主要

以工程性措施为手段，遏制村庄生态环境的快

速恶化，并结合农房整治，实施针对性的环境治

理。第二阶段，由于受益群众意愿的进一步提升

和对无差别投入的反思，提出了综合整治、分类

整治的思路，内容进一步包括农房整治、庭院美

化和基础设施提升等。

美丽乡村阶段村庄整治规划逐渐被美丽宜

居规划所替代，对照上阶段的整治规划，该阶段

发生了3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规划范围扩展

为村庄全域，即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

间进行综合部署；二是开始形成村庄规划、村庄

设计一体两级的编制方法；三是进一步完善民

生设施建设，其重点由基础设施开始转向生活

服务设施。

在美丽乡村阶段，特色问题受到重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12]221《从规划开始强调特色》一

文指出：规划需充分体现出农村社区的区域特

点、产业特征和文化特征，形成特色、注重品位、

突出魅力。这一阶段的实践成果形成了两方面

的影响：一是完善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

民族村的保护要求，改变了历史文化村落整体

风貌毁损、周边环境恶化的状况；二是村居设计

得以加强，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和设计机构参与

的乡建运动蓬勃开展，杭派、甬派等具有地域特

色的新型民居作品广泛出现。

（2）从分类指导、全局谋划到带状引领

在整治规划编制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

真正解决乡村问题需要重视区域统筹发展。从

“两山”理念的系统观出发，习近平总书记[12]43

曾提及：就“三农”论“三农”已经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跳出“三农”抓

“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从

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围绕“两山”理

念的系统观，乡村规划开始突破“就村论村”

的困境，从区域城乡关系寻求乡村的发展路径。

2004年，基于快速城市化中城乡间人口流

动的影响，浙江省撤村并点政策推出，村庄布

点（局）规划产生，采取“合并小型村、缩减自

然村、拆除空心村、搬迁高山村、保护文化村、改

造城中村、推进中心村建设”的思路[6]60，以县

（市、区）域为主要单元进行全域布局，实现不

同单元内的村庄协调有序发展。该类型规划实

用性极强，贯穿“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的全

过程，有效地支撑了整治规划和美丽宜居规划。

其后，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和美丽乡村

精品带规划作为区域层面进行的一项非法定专

项规划出现，作为对村庄布点（局）规划的补

充和提升，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全域各类风貌要

⑦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报告》。

⑧一说该阶段可进一步分为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阶段。

注释：

图2  “两山”理念思想内涵解读
Fig.2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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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自然、产业、人文等）的组织、梳理和提炼，

形成整体风貌结构和空间组织，并引申出带有

主题性质的美丽乡村精品带（线路）。美丽乡村

精品带规划与特色主题风貌结合后，往往促使

带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些具有景观优势

的魅力地区（见图3），开始形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特色乡村产业。

（3）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空间管制的

逐步结合

“两山”理念强调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生态经济优势，结合产业转型的绿色发展是理

念的重要内涵，在“两山”理念推动下，浙江乡

村规划发展的后期，表现出与产业、治理和空间

管制的逐渐结合。

在美丽乡村阶段，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村庄

规划的重要内容，该阶段将实施“生态经济推

进行动”作为美丽乡村的四大行动之一，要求

发展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低耗、低排放

工业等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要求。首先，规划开始

考虑村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将村庄整治与村庄

资源的综合利用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特色农业、

庭院经济、民宿、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形成“一

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其次，在美丽

乡村建设基础上，对具有景观资源的村庄或者

乡村带进行景区化建设，发展休闲经济，谓之

“万村景区化”；最后，结合政策导向，在部分村

庄发展电商产业和田园综合体等，在相应的规

划中，把产业规划作为村庄规划的主要内容予

以强化。

与此同时，乡村规划在编制方法上不断强

化公众参与，通过深入了解民意、采纳村民意见、

加强与村级组织的协作和面向村民的宣传、编制

通俗易懂的使用手册，以及根据村民不同状况提

供有选择的整治措施等，满足基层治理的需要。

在空间管制上，规划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村集

聚，控制一般村的规模，保留发展特色村，禁止收

缩村的农民建房审批，并开始加强与土地利用、

生态环保、产业和基础设施等规划的衔接。

2.2   基本经验

观察浙江省乡村规划在从“千万工程”到

美丽乡村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在“两山”理

念指导下形成了以下6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1）生态思想和技术的全面融入

“两山”理念强调“要把生态环境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⑨。它对乡村规划

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各类型规划中生态思想和

技术的全面融入。一是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思

想普遍作为规划指导原则；二是生态技术逐渐

被应用于乡村规划中，例如整治规划设计的生

态工程技术和生态修复措施、美丽建设规划中

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运用、空间管制结果与生

态承载力、生态敏感性、生态适宜性等的评价分

注释：

阶段 纲领性文件 原则 目标 任务要求 实施成效

第一阶段
（2003—
2007年）

《关于实施“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的通知》

1．农民自愿、因地制宜；
2．规划先行、统筹安排；
3．保护生态、协调发展；
4．以民为本、整体推进；
5．各方支持、密切协作

对全省10 000个
左右的行政村进行
全面整治，并把其
中1 000个左右的
行政村建设成为全
面小康示范村

示范村：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2．加快发展集体经济；
3．丰富群众精神文明；
4．实施村庄环境整治（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
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
整治村：
1．环境整治；
2．设施配套；
3．布局合理

建成“全面小康示
范村”1 181个，整
治村10 303个，农
村 局 部 面 貌 发 生
较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
（2008—
2010年）

《关于深入实施
“ 千 村 示 范 、万
村整治”工程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1．坚持农民主体；
2．坚持规划引领；
3．坚持注重特色；
4．坚持建管并重；
5．坚持量力而行

力争使全省绝大部
分村庄环境得到较
好整治，农村基础
设 施 得 到 显 著 改
善，城乡之间在人
居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社会事
业等方面的差距明
显缩小

1．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水平；
2．切实解决农民安全饮水问题；
3．推行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4．开展农村卫生改厕；
5．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6．治理农村河道池塘水沟；
7．提高农村住房抗灾避灾能力；
8．推进农村信息化、电气化建设；
9．提高村庄绿化水平；
10．建设农村新社区

完成16 486个村
环境综合整治，全
省 绝 大 多 数 村 庄
得到较好整治，农
村 面 貌 发 生 整 体
的变化

第三阶段
（2011年

至今）

《浙江省美丽乡
村 建 设 行 动 计
划（2011—2015
年）》《浙江省深
化美丽乡村建设
行动计划（2016
—2020）》

1．坚持以人为本；
2．坚持因地制宜；
3．坚持生态优先；
4．坚持以县为主

力争全省70%左右
县（市、区）达到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要
求，60%以上的乡
镇开展整乡整镇美
丽乡村建设

1．实施“生态人居建设行动”，推进农村人口集聚、生
态家园建设、基础设施配套；
2．实施“生态环境提升行动”，完善农村环保设施、推
广农村节能节材技术、推进农村环境连线成片综合
整治、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建立卫生长效管护制度；
3．实施“生态经济推进行动”，发展乡村生态农业、发
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乡村低耗、低排放工业；
4．实施“生态文化培育行动”，培育特色文化村、开展
宣传教育、转变生活方式、促进乡村社会和谐

培 育 美 丽 乡 村 先
进县24个，农村面
貌 逐 步 发 生 根 本
的变化

表1  浙江省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3阶段内容与要求

Tab.1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of three stages of rural renovation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⑨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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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紧密相关。

（2）问题导向下的系统强化

“两山”理念提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

工程”⑩，规划中的系统观首先表现为“全域”，

即规划对象从人居空间向地理空间全要素的

转变，进而构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实施更加积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其次表

现为城乡一体和区域统筹，乡村的问题只能在

“一体化”层面得以解决，该思想在不同层次规

划都有所表现和强化；最后，表现为规划内容的

综合性，任何层次规划都不再只是关注某一个

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工程性规划，而是通过“多

规合一”来实现包括生态、产业、土地等内容的

协调。

（3）美学价值观的逐渐改变

在“两山”理念指导下，一种新的美学价

值观正在形成，即以生态化、乡土化、特色化为

要点的“生态美学”（见图4）。它表现为开始排

斥过于整齐划一和标准化的“城市化”做法，

提倡更加自然有机的空间布局、更具地方特征

的乡土风情，以及允许自由选择的美化措施等。

（4）融合发展的绿色创新

“两山”理念指出，“我们决不可再走用绿

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老路，绝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指出正确

的方式是“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

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同

时，要实现这种“两山”转化，“关键在人，关键

在思路” ，所以绿色创新是“两山”理念的核

心之一。在浙江省的乡村规划中，绿色创新成为

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关键命题，例如，依托美丽乡

村，创新发展民宿等美丽经济，依托农田整理发

展田园综合体，试点坡地城镇和点状供地政策，

这些都可视为规划在绿色创新层面上的尝试。

（5）民生观念的持续固化

“两山”理念始终从民生视角看待环境发

展。自“千万工程”以来的整治规划、宜居规划，

均强调从群众最迫切需求入手，通过以人民为

主体的编制思想，针对实际问题而展开技术思

路。在乡村规划编制中，强调通过入户访谈、现

场咨询、可选择的措施和与村庄主体的充分沟

通等社区规划的手法去强化村民的主体定位。

（6）管理视野的规划角色

“两山”理念认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

罚” ，美丽中国等生态发展目标需要通过不断

的社会治理才能实现。因此，从“千万工程”到

美丽乡村，规划与管理、重大政策的结合是一个

显著特征，其中每一个阶段的规划均强调空间

划设和管制措施的有效供给，而规划对长期战

略下的阶段性有限目标进行综合统筹和系统集

成，规划作为“政策工具”的属性更为显著。

3   结论与展望

在近20年间的浙江省发展历程中，“两山”

理念对乡村规划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

用。在发展观上，“两山”理念要求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自觉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协调发展；在

方法论上，要求系统组织、融合创新、以人为本

和综合治理。在此背景影响下，浙江乡村规划

呈现综合性、体系性和政策性的演化，并引起

了生态观、系统观、美学观、创新观和民生观等

规划思想的持续改变，以及其作为政策工具属

性的强化。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未来“两

山”理念将可能从转换路径和全要素框架两个

方面影响乡村规划的技术方法和内容体系乃至

促使理论重构。

其一，“两山”转换的途径问题。“两山”理

念指出，要将生态环境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

的优势，但转化路径在目前推进的乡村实践中

并未完全体现。转化路径是落实“两山”理念

的关键环节，涉及多方面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建

立，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GEP/GDP”评

估核算、生态补偿、自然资源确权、绿色生产要

素流通交易等。路径的建设可能会给乡村规划

带来更多技术和方法的革新，但如何与规划编

制紧密结合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这

些探索只在部分项目中得以体现，例如“两山”

指数概念的提出等。此外，受“两山”理念辩证

发展观和转化路径建设的双重影响，针对乡村

生态环境、乡村人居系统和乡村振兴目标，乡村

规划将进一步审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联

注释：

图3  浙江安吉天荒坪镇余村村庄规划——村居设计
Fig.3  Planning of Yu Village, Tianhuangping Town, Anji, Zhejiang Province 
(residential design)

资料来源：《“两山”理念的规划实践——以安吉余村为例》。

图4  浙江安吉天荒坪镇余村村庄规划——矿坑生态修复
Fig.4  Planning of Yu Village, Tianhuangping Town, Anji, Zhejiang Province (mining 
pi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资料来源：《“两山”理念的规划实践——以安吉余村为例》。

⑩同④。

同⑥。

同③。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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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而实现乡村规划的理论突破。

其二，“两山”理念的全要素框架。在浙江

省某些特定区域出现了以“两山”理念为导向

的乡村规划总体框架的探索。例如，安吉余村规

划将整个村庄视为一个包含人类活动的半人工

生态系统，把村庄规划视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

的空间融合过程，从生态服务价值提升的角度

重构包括生态格局优化、产业产品策划、空间环

境提升、绿色生活指引4个方面的村庄规划总

体框架[13]（见图5）。该探索工作虽还不具有广

泛的指导意义，但对具体实践带来全新的规划

视角和内容体系。未来乡村规划需要在“两山”

理念全要素框架中进一步完善规划体系，重点

解决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势以及魅力地区特

色村、乡村带的保留和提升所引起的次区域乡

村问题，并将“两山”理念贯彻落实至包含绿

色生活方式转变的生态生产生活全领域。

图5  安吉余村村庄规划框架
Fig.5  Planning framework of Yu Village, Anji,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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