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城镇规划看旅游型城乡聚居———以江西省婺源北片乡镇和村庄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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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江西省婺源北片乡镇和村庄规划的工作实践为例 , 依据道氏迪亚斯人类聚居学的原理和吴良镛先生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的理
论基础, 从城乡型聚居和旅游型城乡聚居对比入手 ,对旅游型城乡聚居的发展理念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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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城乡结合部乡村聚居的探访》一文中介绍了城

乡型聚居的原理概念[ 1] 。城乡型聚居包括城乡结合部( 即郊

区) 和从乡村游离出的小城镇 , 它是城市型聚居和乡村型聚

居的衔接和过渡, 如同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细胞间质。在《城

乡结合部村落聚落的变迁》和《城乡结合部乡村聚居的探访》

中, 笔者已详细论述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与演变[ 2] 。小城镇

分类广 , 有农业乡镇、工业乡镇、旅游乡镇、生态乡镇等, 不同

城镇强调侧重点的不同。笔者重点阐述旅游特性的小城镇

和城乡型聚居。

1  小城镇与城乡型聚居

小城镇是城乡型聚居的一部分, 且是范围最广、最重要

的一部分。笔者将小城镇涵盖范围界定为村庄、乡和镇, 而

不包括县城等中小型城市, 准确意义上说是小乡镇。小城镇

是联系城乡的纽带和桥梁, 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上位

它是一个基层社区, 对下位它是为农村服务的腹地, 它既有

城市的一般共性, 又有农村的乡土性, 是城乡型聚居的集大

成者。

依据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概说 , 人类聚居由5 种基

本要素组成 : 自然、人类、社会、建筑和支撑网络。而吴良镛

先生借鉴道氏“人类聚居学”提出人居环境划分为五大系统 :

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支撑系统[ 3] 。自

然指气候、水资源、土地、植物、动物、地理、地形、资源、能源

等, 整体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聚居的基础; 人是个体

的聚居者, 分析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与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等

有关机制原理是人类聚居的单元组成; 人与人在相互交往和

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相互社会关系, 分析由人群组成的社

会团体相互交往的体系和合理组织各种人居环境空间是人

类聚居的群体组成; 住宅、社区设施、城市中心等组成居住系

统, 如何安排共同空地( 即公共空间) 和所有其他非建筑物及

类似用途的空间是人类聚居的物质组成; 公共服务设施系

统、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物质环境规划等

组成支撑系统, 分析连为一体的人工和自然的联系系统、技

术支持保障系统。

通过此次江西省婺源北片广大乡镇和村庄规划的社会

实践可知, 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针对旅游型聚居应各有侧重

点( 表1) 。旅游型城乡聚居的体系构成分别为以下重点: 自

然系统侧重于生态方面 ; 人类系统侧重于人口规模的控制 ;

社会系统侧重于公共配套设施方面; 居住系统侧重于对传统

历史古聚落和古建筑的保护; 支撑系统则侧重于道路交通

方面。

2  旅游型城乡聚居与小城镇规划实例

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依据 , 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

保护、旅游和发展是旅游型城乡聚居的三大主题。旅游型城

乡聚居既然强调的是旅游产业, 那么就有超一般的自然环境

和人文环境, 比如婺源县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其最

大的特色就是不同时季的显山露水的农耕景观、大量保存较

完整的徽派传统聚落景观及历史悠久的硕儒和学者人文景

观, 相伴而来的是这些聚居景观在旅游产业价值开发前的保

护规划和措施。如果任旅游发展而不保护, 那么会造成先污

染后治理的后果, 则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后就没有旅游价

值了。所以此次婺北乡镇规划重要的是保护, 而根本不需要

阐述旅游, 当地各景区无论大小都编制旅游产业规划而没有

保护规划, 实在令人担忧。应该说 , 保护和旅游的目的是为

了发展 , 有保护武装的旅游发展才能更持久。

表1 城乡型聚居和旅游型城乡聚居的对比

城乡型聚居 旅游型城乡聚居

自然系统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被城市的
人工环境所替代, 从事农业
的土地被城市化所侵蚀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景观如
农田、林地、果园、丘陵、森
林等予以全面保护

人类系统 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

农业人口向县城等大中小
型城市适度转移, 因有旅
游产业的支撑, 从事服务
行业的非农业人口增多,
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激增

社会系统

沿用传统的城乡社会关系,
依赖于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宗
族关系的社会群体, 但这种
社会关系正在变化, 转变观
念,向城市理念靠拢

沿用传统的城乡社会关
系,依赖于传统的血缘关
系和宗族关系的社会群
体,但这种社会关系正在
变化,转变观念 ,向城市理
念靠拢; 与之相配套的公
共保障系统将完善

居住系统
传统聚落、传统历史风貌荡
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
建筑

传统聚落、古民居、古建
筑、小尺度的建筑情境保
存较好, 且要予以充分保
护,与周边生态环境协调

支撑系统 日益完善的道路、市政等系
统,交通日益发达

日益完善的道路、市政、公
共设施等系统与旅游服务
体系相协调

  在旅游型城乡聚居的五大系统中: 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

安全, 控制人口与环境承载的协调, 保护古聚落和古建筑的

空间形态是旅游型城乡聚居的保护内容; 发展道路交通体

系、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 提高旅游服务意识和旅游硬件

设施是旅游型城乡聚居的发展内容。

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4] :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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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大限度地承载多少人口, 占用多大用地, 就容纳多少规

模的效应; 环境的最大承载力决定聚居系统的规模效应, 环

境容量的舒适度决定适度的聚居规模; 生态环境容量即社会

保障承载负荷量是人类、社会、居住、支撑四大系统的重要衡

量杠杆。

研究人类系统的构成因素中人口的规模效应起决定作

用。随着《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和今后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实

施,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概念就不再出现在人口规模的

计算方法中, 对于人口分类性质将重新定义。人口规模的预

测不仅从自身的现状规模和发展状态入手, 更多应考虑所处

区域在更大范围的人口分配情况。比如婺源北片各个乡镇

的人口预测计算时, 通过从区域村镇体系规划的宏观视野中

综合权衡分析, 重点镇至一般镇、一般乡、集镇由大到小的规

模体系呈金字塔状渐次递减, 机械增长人口和流动人口参考

基数也呈递减态势, 婺北地区的乡镇人口参考基数体系依次

是江湾镇、清华镇( 图1) 、沱川乡、浙源乡( 图2) 、溪头乡、段莘

乡、江湾大畈集镇( 图3) 、浙源沱口集镇( 图4) 等。

图1 清华镇镇区建设规划方案       图2 浙源乡镇区建设规划方案       图3 江湾大畈集镇建设规划方案

图4 浙源沱口集镇建设规划方案

3  小结

社会系统和支撑系统是城乡聚居构成的保障系统 , 是旅

游型城乡聚居的生命支撑体系。旅游型城乡聚居必须配备

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和通畅的道路交通系统, 这就如同

旅馆的星级指标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分公益性服务

设施如教育、行政、医疗、电信、邮政、电力、给水、排水、消防、

客运、能源设施等和商业服务设施如商业、贸易、金融、旅游

度假、停车等, 旅游型聚居对其的要求除完善外, 更强调的是

物质和人文的舒适度和高质量。道路交通系统包括静态交

通和动态交通, 除公路、铁路、航运、码头、客运、货运等设施

外 , 针对旅游型聚居突出的问题是停车 , 尤其是古聚落小街

巷周边、景区周边的停车问题。比如清华镇彩虹桥景区的停

车问题、自驾游入镇区的停车问题、沱川乡与理坑古聚落区

之间的停车问题等。

居住系统的承前启后在旅游型城乡聚居的村镇历史文

化保护规划当中得到充分体现[ 5] 。旅游型聚居的居住系统

是狭隘的, 仅体现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延续性、风貌的完整

性就可以了。从整体布局、协调发展的原则下, 重视大量的

文物古迹单位( 县级文保或准备入县级文保) 保护的同时, 重

点保护构成古聚落整体空间环境和风貌特色的建筑群落、人

文与自然环境聚落。在文物古迹单位的周边划定核心保护

区, 在古聚落整体空间形态周边划定风貌控制区, 在古聚落

区与新聚落区共同组成的区域周边划定协调发展区。但值

得注意的是 , 需保护的传统聚落不是不建设, 如果不对传统

街巷进行现代化排线布管等市政设施的建设, 如果传统古聚

落不住人, 那么传统聚落就会因缺少生活的延续性、失去生

命力而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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