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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峰湖社区规划方案述评，分析其在功能结构、道路交通、空

间景观以及绿色生态设计等方面的得失优劣，并以此为据，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特点与趋势，探讨在资源节

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背景下，我国新农村社区发展所呈现的不同于以往、相对稳定的“常态化格局”。“新

常态”主要表现在居住环境、生态景观、历史文脉、资源利用以及特色产业等 5个方面，其给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方向，但农村社区建设还应充分考虑时空变化，参考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探

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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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Rural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wo-Oriented Society Background:

An Example of Yunfeng Lake Village in Yunlong Demonstration Zone of Zh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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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planning scheme of Yunfeng Lake Village in Yunlong Demostration Zone of
Zhuzhou, analyzes its pros and cons in functional structure, road traffic, spatial landscape and green ecological design, etc.,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g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investigates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normal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 saving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New Normalization” mainly includes living environments, ecological
landscapes, historical contex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etc., which advances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direc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should also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refers to other areas’developing situations and explores its own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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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件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合理

而富有预见性的规划是开展一系列工作的先决条件。

与城市规划相比，乡村规划更强调从实际出发，从

村民利益出发，从优质生态环境出发，从农村特色

文化出发，构建有别于现代城市的景观面貌与人居

环境。在两型社会与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新格局。本文以湖南省株洲市

云龙示范区云峰湖社区为例，分析时代变化对农村

社区规划的影响、要求及农村社区规划的应对策略。

1 项目区位及发展目标

1.1 项目区位条件

项目所在城市株洲位于湖南省东部，北接省会

城市长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 8个工业
城市之一[1]。云龙示范区位于株洲市北部，在长株潭

城市群东线重要发展轴上，半径 150 km内有以长沙
为首的 8个地级市，与周边城市联系紧密，是长株潭
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五大示范区

之一，发展潜力较大[2-3]，其项目区位示意图如图1（图
1, 4，8~9，11~13来源：株洲云龙示范区官网http://www.
zzyunlong.gov.cn/Index.html）所示。

本案例位于云峰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内，南面是

六面旗主题公园，北侧为乡村酒店，周边规划高尔

夫球场，具有良好的环境优势和旅游发展特色，现

状地形主要是农田与山地，部分地区高差较大。
1.2 发展目标

作为生态旅游示范区内的农村社区，方案设计

应注重与环境的整体协调性以及两型社会倡导的集

约高效性。一方面，应充分考虑景观布局，使周边

公园、高尔夫球场的景观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同时，

利用基地高差特点，因势利导，巧妙地借山理水，利

用自然并与自然完美结合，形成富于乡村特色的居

住风貌。另一方面，在规划布局与建筑设计中应贯

彻低碳、和谐、生态等原则，运用节能减排技术，以

实现社区规划建设的集约高效性。

2 设计要素

2.1 功能结构

方案整体结构清晰，分为 6个组团，围绕社区广
场进行布置，各组团间关系紧密。商住组团 01、02

位于基地西侧，滨水商住组团 01、02位于基地东侧，
南侧布置点式低层住宅。该布局方式能很好地协调

中心开敞空间与周边院落的关系，在构图上形成整

体感与秩序感，在功能上能将居住功能与休闲游憩

功能有机联系，同时加强组团间人们之间的交往频

率。地块西侧为高尔夫场，生态环境较佳，商住组

团 01、02可以充分享受其带来的观景效果。地块东
侧为水系，其和地块的联系稍弱，如果能加强对水

体的合理利用，同样能营造滨水商住组团 01、02的
观景效果，其功能结构设计如图 2（图 2~3, 5~7, 10来
源：底图来自株洲云龙示范区官网 h t t p : / / w w w .
zzyunlong.gov.cn/Index.html，笔者绘制加工）所示。

  

在地形方面，地块内部高差较大，滨水东部地势

较低，而靠近高尔夫球场的西南部地势则明显高于

b）项目用地范围示意图

a）项目与长株潭城市群关系示意图

图1 项目区位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the project

图2 功能结构设计图
Fig. 2 Design chart of the functional configuration

申纪泽，等    两型社会背景下农村社区规划设计探讨——以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峰湖社区为例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98 2015年

东部。而商住组团 01、02与滨水商住组团 01、02的
层数都控制在 4~5层，这使得景观天际线高度呈现由
东向西递增的趋势。东部滨湖较低地势能加强水体

的景观渗透效果，增强地块的亲水性，而西南部的

略高地势能使更多住户享受高尔夫球场的景观面，

强化了视线通廊。南部的点式低层住宅在空间形式

上打破了行列式的布局方式，使得方案更加富于节

奏感，高度上和东面的滨水商住组团相统一；在功

能上，东西方向间隙能方便南侧主题公园的景观渗

透，做到将设计充分融入周边环境。此外，方案中

超过一半的住宅楼均布置有底层商业，其连成线形

商业系统和居住有机融合，使得用地更加集约，同时

将最佳空间让位于居住，从另一个角度保证了居民

的舒适度。

方案在功能结构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1）底层
商业连续布局形式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不可否认，该

布局方式能形成整体商业流线，具有人流导向功能，

但是考虑区块为安置小区的主要功能，以及农村居

民的购买力，底层商业量偏多，不能很好地提高土

地利用率，且过多底层商业会对上层居民日常生活

带来一定的干扰。2）东部部分滨水居住组团建筑朝
向存在问题，东西偏角过大，如图 3 所示。

2.2 道路交通

2.2.1 人行交通

方案中人行交通结构清晰、合理顺畅。交通流线

可以分为外围商业人行和组团内部人行 2类。其中，
外围商业流线整体连贯，从东、西、北 3个方向覆盖
地块，形成完整的商业带，服务区域内外，可实现

一定的经济效益；内部步行道以各区块为单位成组

团式布置，结构分明。此外，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的

步行轴线串联 2类人行道，使交通流线有机统一。地
块设人行出入口 2处，分别在北面与东面，其中，北

面为主入口，东面为次入口，主次分明。北面的主

入口能引导地块北侧云峰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人流，

同时，其位于两种交通流线的交汇处，还能统领人

行交通；而东面的次入口包括集体宿舍入口，能缓

解主入口的人行交通压力，同时也加强了方案和水

系的联系。人行交通设计如图 4所示。

人行交通组织存在主入口到社区广场的人行轴

线完整性不强、次入口的交通导向功能偏弱等不足，

需要进一步优化。建议加强完善主轴线设计以及增

设东西方向的人行次轴，具体优化设计如下：

1）在主轴强化方面，社区广场位于地块中心位
置，统领其他组团，但与南面组团联系较弱；由人

行主入口到社区广场的轴线塑造，从空间设计上看，

只经历了由收到放的过程，缺乏层次与变化，故需

加强主轴带来的层次性与南北连通性。

2）在次轴塑造方面，由于东部人行次入口导向
性偏弱，增加次轴能加强人流导向以及水体与地块

的联系；此外，将中心广场与东面居住组团相连，能

使中心广场具有更高的利用率。

步行交通优化示意图如图 5所示。

图3 东部滨水组团朝向问题
Fig. 3 Orientation problems of residential waterfront clusters

图4 人行交通设计图
Fig. 4 Design chart of pedestrian traffic

图5 步行交通优化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for pedestrian traffic 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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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车行交通

方案北部和东部为临城市道路，西面为规划区

道路，主要车行出入口 2处，分设在地块东西面，每
条出入口车行道上设交通管制。15 m× 15 m尽端式
回车场 2个，设在地块南部点式低层居住组团与滨
水商住组团 02中。地面停车位若干，散布于地块中，
无地下停车场。内部车行交通组织整体流畅，能串

联起各宅间路和外围商业流线，起到骨架作用。此

外，交通管制能有效控制车流量与车速，保证居民

生活的便捷与舒适性。不足之处是东北部的滨水居

住组团 01中北部小组团的车行便捷性稍差，有进一
步优化的空间，车行交通设计见图 6。

2.3 空间景观

在空间景观方面，整体“斑块”“廊道”“基质”

清晰分明，各部分有机统一，富有节奏感，空间景

观设计图如图 7所示。

建筑“斑块”以外街内院形式布局，形成商业

和居住相对分离、互不干扰的形式；景观“斑块”

的分布具有韵律感，主要为景观主轴上的入口广场

与中心社区广场以及各院落中心。商业“廊道”于

地块外侧串联各居住组团，形成联系；中部景观“廊

道”串联主次景观节点，统领各组团；此外，方案东

西向视线通廊能结合地形变化引入山水景色，提供富

于情趣的交流共享空间。组团布局设计如图 8所示。

在竖向设计方面，建筑层数基本控制在3~5层，高
度适合。方案能充分利用场地地形，依山就势，层层

叠落，使东面水体的景观效能得到更大发挥，而且营

造出和谐而富有变化的城市天际线，场地剖面示意图

如图 9所示。

方案在空间景观设计方面的不足主要有：

1）对水系的考虑不够。虽然东面滨水商住组团
01、02能享受水系带来的景观效果，但水系和地块两
者仍然较为孤立，联系不强。因地形大体变化趋势是

由西向东依次降低，建议将东部水系引入地块，进行

方案结构优化，形成由水系构成的组团中心或者景观

节点，再将其引入水系和社区广场串联，打造一条东

西向的景观轴。和目前方案相比，优化设计并不会占

用更多的建设用地，但能大大加强景观与生态效果。

优化策略参见图 5步行交通优化示意图。
2）对不同区块居住组团的差异考虑不够。西部

居住组团 01、02与东部滨水居住组团 01、02的布局模
式缺乏变化。西部居住组团由于邻近高尔夫球场，具

有自然山体等景观优势，在建筑布局方面可以适当加

强居住的围合感，以强化东西向视线通廊，增强景观

的引入；而东部滨水居住组团 01、02也应在契合地形
条件的前提下适当改变布局形式，加强和水体的联

系。总之，东西两部分的建筑布局应该考虑不同景观

特点，灵活布置。

图7 空间景观设计图
Fig. 7 Design chart of space landscape

图9 场地剖面示意图
Fig. 9 Sectional drawing of the site

图6 车行交通设计图
Fig. 6 Design chart of vehicle traffic

图8 组团布局模式示意图
Fig. 8 The pattern chart of clusters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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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绿色生态设计

本案虽为农村社区规划设计，但在绿色生态方

面考虑较多，这也反映出在两型社会背景下“永续

和谐”理念的倡导与执行力度。方案大到整体布局，

小到建筑单体乃至户型设计都贯穿“绿色生态”要

求，遵循绿色生态设计的一般原则，着重突出舒适、

节能、环保等绿色设计目标。
2.4.1 自然条件利用

由于湖南省在气候类型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多吹东南季风，冬季多吹西北季风，方案中绝

大部分建筑的朝向和风向成角 30°~50°，能在夏季
有效引导风向，形成穿堂风，在冬季阻挡西北寒风。

通过自然通风的模拟，项目建筑布局基本合理，通

风较为顺畅，场地内基本没有风速大于 5 m/s的区域
及静风区和旋流区。经过日照模拟分析，全部住宅

均能满足大寒日不低于 2 h的日照要求，符合《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要求。绿色通风设计如图 10所示。

2.4.2 住宅户型设计

住宅户型如图 11所示。

在户型设计中统一标准，90 m2两房，135 m2四房，

保证客厅、主卧面宽大致相等，同时统一窗户尺寸，

这样既有利于未来的房型分配，又能节省造价。此

外，卫生间开门与入户门错开，避免不良气味的直

线流动。强调餐厅与客厅的联通，通过南向大阳台

和主卧凸窗设计增加采光采景效果，同时在夏季引

入穿堂风。
2.4.3 节能技术应用

在保温隔热技术方面，方案主要采用外墙保温

的方法，将保温材料置于建筑物外墙的外侧，基本

上可以消除建筑各个部位的“热桥”影响[4]，从而充

分发挥轻质高效保温材料的优异效能。相对于外墙

内保温和夹心保温墙体，外墙保温方式可使用较薄

的保温材料，达到较高的节能效果，还能减少自然

界温度、湿度、紫外线等对主体结构的影响，另外

还可以丰富建筑立面造型效果 [ 5]。建筑外保温系统

示意图如图 12所示。
 

在照明节能方面，方案设正常照明、应急照明

及景观照明 3种照明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切
换。各公共走道、楼梯间以及变配电所等场所均设

有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照明，采用自带蓄电池灯具

作为应急电源。在灯具及光源选择上，优先采用细

管高效节能灯、T5荧光灯（配电子式镇流器）等符
合节能标准的光源和灯具。屋顶、庭院、环艺景观

照明优先选用节能灯、LED灯，住宅装修尽量采用节
能型光源。各项照明设计均按照GB50034—2004《建
筑照明设计标准》执行，在最大程度上节约用电。之

外，窗户节能考虑中空 LOW-E铝合金窗，并通过设
计透水地面、节水器具和中水处理系统来高效利用

水资源。

在节能方面，稍显不足的是对太阳能利用的考

虑不多，建议在供暖方面增设太阳能热水器，在保

温隔热方面设计诸如屋顶架空层、覆土绿化屋面等，

以实现调节温度和美观的作用。

图11 住宅户型图
Fig. 11 Residential unit plan

图10 绿色通风设计图
Fig. 10 The chart of green ventilation design

图12 建筑外保温系统示意图
Fig. 12 Schematics of building exterior ins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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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社区规划“新常态”

云峰湖农村社区的规划设计方案虽然在某些细

节方面还存在不足，但作为省级两型社区示范点，其

代表性较强，能很好地反映出当今新型城镇化与两

型社会背景下我国农村社区规划设计的一些“常态

化”特点，反映出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应该重点考

虑的问题。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

有明确了过去农村发展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

结合时代背景要求，才能找到今后的发展方向，使

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新常态”。笔者将这些“新常

态”概括为居住环境、生态景观、历史文脉、资源

利用以及特色产业 5个方面。
3.1 居住环境

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的目的可以概括为满足功

能与审美两方面的需求[6]。过去，传统城市规划强调

城市的大力发展与建设，忽略农村的布局与规划，使

得农村发展落后，城乡二元结构更趋明显。农村的

建设可以概括为“摆房子”，缺乏对环境质量、基础

设施、整体风貌等的把握。两型社会与新型城镇化

背景对农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本案中，居住环境的“新常态”体现在：充分

考虑场地高差，建筑布局层层推进，强调秩序；对

建筑层数的合理把握，营造和谐的社区天际线；对

于公共空间（例如市民休闲广场）的重点设计及多

种户型的设置、细节考虑等。对居住环境的优化设

计是规划工作的核心部分，是提升人对地域认同感

和场所归属感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部分农村地区，

居住环境质量低下，人们很难产生地域认同感。因

此，在今后的乡村社区建设中，对居住环境的考虑

应该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7]。
3.2 生态景观

在过去的农村规划中，经常单纯注重土地城镇

化，到处挖山填湖，开发建设，导致了千村一面，毫

无生气。环境友好型的社会需求导向不仅要求城乡

发展建设对周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小，而且应该争

取开发建设的“图”与周边景观的“底”和谐呼应，

形成统一整体的城乡发展蓝图。因此，应该从过去

简单、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集约、生

态环保的发展模式。

本案中，设计者对东面的水体、西南面的高尔夫

球场及其山体虽然有所考虑，但是在功能布局与景

观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与生态环境的友好交互性。

基地虽处在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内，依山傍水，但各

设计要素没有和周边的自然要素形成和谐共生的

“图底关系”，在生态景观的优化设计方面，方案尚

未能达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常态化”要求。这种对

周边生态景观要素考虑不够的方案较多，其原因有

很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当属经济效益。为解决

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出台对应的政策进行调控，此

外，增设更加严格的项目审批程序来加以保障，最

终实现生态景观格局的“新常态”转变。
3.3 历史文脉

历史文脉的“新常态”体现在对特色文化传统的

批判继承以及协调其与旅游带来的过度商业化之间

的矛盾。文脉是一个在特定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

畴，具有较广泛的外延，简单来说是“一种文化的

脉络”[8]。城乡的形成伴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不可

避免会打上历史的烙印，进而形成地域间的文化差

异和民风民俗。正是由于这种区域差别与城乡差异，

很多久居城市的人才愿意去到乡村感受特有的文化

风俗。而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较快，越来越

多的乡村正成为城市的“后花园”，传统的大线条、

粗放型规划不仅不能从深层次发掘乡村文化的优势，

而且会使传统的乡土文脉遭受严重破坏，或导致农村

“千村一面”，或使得其浸染上浓厚的商业气息[9] 。
湖南凤凰古城在 2 0 世纪被誉为“中国最美小

城”，特别是在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清波碧

流的沱江、自然古朴的木船（见图 13a，图 13为笔者
自摄）、错落有致的吊脚楼（见图 13b）、神秘美丽的
古老传说等，勾起了许多人对她的向往。而随着旅

游行业的兴盛，整个小镇逐渐失去了她的文脉与内

涵，随处可见的店铺招牌、商业广告、商业铺面等，

古城街道被商业浸染，古城小镇变得日益拥挤而浮

躁（见图 13c）；而入夜后的凤凰，灯光璀璨，犹如
开屏的孔雀一般，夜色下灯红酒绿的酒吧，喧嚣嘈

杂的沿河，躁动疯狂的人群，让人仿佛置身于秦淮

河畔（见图 13d）。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的
袁正新教授认为，商业气氛过于浓厚，淹没了古城

的文化气息，建议当地旅游管理部门采取相应措施，

外迁商铺，实行“去商业化”。

过度的商业化会减少游客的出行动机，与前几

年相比，凤凰古城现今的游览人数已大大减少。缺

乏了消费主体，旅游行业不可能长久兴盛，因此，过

度商业化最终带来的不是经济效益的提升，而是文

脉与旅游产业的两败俱伤。反观云峰湖村的规划方

案，其对周边的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确有所考虑，但

对地方文化元素考虑较少，使得方案较为平淡，缺

乏亮点。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协调好文

化传承与旅游商业化之间的矛盾，实现“既要金山

银山，又要绿水青山”[10]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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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资源利用

资源节约型的社会要求导向，旨在通过采取法

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措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

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1]。而具体到乡村社区规

划建设方面，纵观我国广大乡村的发展现状，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的配置情况以及整体建设条

件都极大滞后于城市；另外，乡村区域较广、地区

差异显著等因素也是创建资源节约型新农村社区必

须克服的障碍。

作为规划工作者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现状，因

为在乡村规划建设中贯彻“资源节约”这一理念具

备诸多城市没有的优势。如虽然乡村地区建设条件

落后、起点低，但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状况更

利于某些技术措施从一而终地完整介入，这比城市

的半途改建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如若发挥了农村

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势，则有机会实现新材料、新技

术的合理利用，从而实现跳跃式发展。再如，由于

农村自然资源丰富，一些经济高效的资源技术（如

太阳能利用、沼气回收等），相比于城市，更适于在

农村地区广泛应用。因此，建设节约型新农村是资

源利用“新常态”的体现方式，也是时代的需要，其

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可靠性。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

区引入新知识、新技术，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对

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云峰湖社区的

规划方案中，对自然风能的利用、住宅户型设计中

的各种考究以及一系列的节能技术的运用等，充分

展示了新农村资源利用“新常态”。
3.5 产业结构

在经济、技术迅猛发展的城市，各种高附加值产

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上网购模式的普及，人们

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传统的产业结构也正在

发生重大调整。农村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农产品

的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目前对农产品市场的研究

也在不断完善。但作为决策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人

对食物的消费量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上限，换言之，1

个人每天大致只能消耗约 3 000 卡路里的热量。这意
味着人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同样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

峰值，它基本不会因为价格、收入等的变化而产生

大幅度改变。这就意味着由于农产品增产、供过于

求而导致价格下降，而人们对这些低附加值产品的

需求也相对稳定，从而导致农民的收入反而减少。因

此，新型农村的发展必须跳出传统种植、养殖的传

统产业结构，通过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旅游资源等，

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提高

农业产业层次和整体水平，通过与二、三产业的联

动发展，以实现新农村产业结构的“新常态”。

4 结语

两型社会与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给农村社区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实践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两型社区建设理念具

体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

的研究与实践中探索。除此以外，由于全国各地区

自然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以及发展潜力不尽

相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没有也不可能有单一不变

的规划建设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

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的、动态的[12-13]。因此，我们

对“新常态”的理解就不能陷入“单一”“不变”等

误区，而应充分考虑时空变化，参考其他地区的发

展情况，全面而综合地反思行动的合理性，从而探

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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