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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然而，针对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构建和分类系

统研究还相对较少。论文基于现有绿色基础设施概念，探讨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构建体系，并提出分类系统。论文的研究成果

可丰富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existing concep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propose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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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

乡村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保障乡村基础设施 [1]。近年来，乡村基础设施在污染治

理、水利建设等方面大有改善，但是从整体来看，建设依然

薄弱，生态环境急需改善，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缺乏规划和发

展策略，需要稳步提高。

2 绿色基础设施的内涵
2.1 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

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被

较为广泛接受的概念是由美国保护基金会提出的，即一个

由水道、湿地、森林等的自然区域和其他开放空间互连的

网络 [2]。下面是对绿色基础设施概念发展历程的相关梳理 

（见表 1）。

表 1 GI 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时间
发展

历程

代表性

要素
主要目标 方法

1850—
1960

萌芽

阶段

公园、

开放空

间系统

休闲娱乐、美化改

善环境

城市设计、景观

设计等学科的定

性方法

1960—
1990

初步

形成

阶段

生态廊

道、生

态网络

生物保护、生态环

境维护

生态规划、景观

生态学、生态学

的科学方法

1990—
至今

快速

发展

阶段

绿道、

绿色基

础设施

土地保护、历史文

化保护、雨虹管理

河道修复、生态系

统服务等

水文、生态过程、

环境工程、市政

工程等多学科交

叉方法

2.2 相关概念比较
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起源来自城市绿地系统，并在灰色

基础设施的概念上，正式演化出了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框

架，并随后衍生出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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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概念比较

概念

名称
起源 要素组成 结构网络 功能

城市

绿地

系统

起源于 19 世

纪末，定义来

源 2002 年版

的 CJJ/T91—
2002《园林基

本术语标准》

公园绿地、防

护绿地、广场

用地、附属绿

地、区域绿地

成环成线，

片状布局，

多点散布

保护环境、美

化城市和提供

游憩场地

灰色

基础

设施

20 世纪初的

美国

水电、污水处

理、 垃 圾 处

理、 通 信 工

程、市政交通

等设施

点 — 线 —

面 系 统 性

覆盖

保障社会生产

生活

绿色

基础

设施

1919 年绿色

基础设施工作

小组

自 然 生 态 要

素、 人 文 要

素、城市基础

设施

互 相 连 接

的 开 放 网

络空间

生态服务、提

供休闲游憩场

所、繁荣历史

文化、提升经

济

生态

基础

设施

1984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自 然 生 态 要

素

斑 块 — 廊

道—基质

生态服务、支

持自然生态系

统

2.3 绿色基础设施构建
一种是基于大尺度郊野地的模式研究，即依托于“中心

控制点—连接通道—场地”的保护开发网络模式。另一种是

基于“开放空间—低影响交通—水—生物栖息地—新陈代

谢”的城市生命支撑网络模式，提出将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基

于城市尺度建设。

3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

3.1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概念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涉及乡村的原野生态、农业生产、乡

村生活三大系统，重点强调基础设施的生命支撑功能，其提

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去解决乡村的物质生活问题。

3.2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特征
①构成要素的复杂性。乡村的产业结构具有分散化、密

度低的特点。从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来说，乡村绿色基础设

施主要包含自然、半自然、人造型的绿色基础设施。

②价值功能的丰富性。在生态保护方面，解决生物群落

以及野生动植物的栖息、迁徙问题，提供生态服务；在乡村

服务方面，满足乡村居民游憩、居住以及农业生产等需求。

③自然生态的连通性。乡村空间相比城市较为分散，因

此乡村生态系统的连通性也被更为看重，从而降低乡村空间

的破碎化，保证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④不同尺度的协调性。在不同尺度层面，乡村绿色基础

设施的规模、性质以及关注重点均有不同的体现，需要在村

庄、乡镇、流域、区域以及国家等多层面中展开乡村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针对不同层级制定规划目标以及规划 

策略 [3]。

⑤自然景观的地域性。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受地域自然环

境的影响大，更富有自然性。

3.3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
①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乡村绿色基础设施营造出多层级

多类型的自然开放空间、绿色景观空间，提供了丰富的休闲

游憩、景观欣赏空间。

②降低自然灾害威胁。通过指导乡村空间规划，帮助识

别和确定危险区域，规避对乡村空间有严重安全威胁的灾害

发生。同时建立生态廊道、修复开放自然空间、增加生态斑

点等手段也是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威胁的措施。

③提高土地经济价值。拥有了更好的人居环境品质后，

乡村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游、乡村康养游等新兴产业得

到发展，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得到优化，保证了乡村自然生

态空间的完整性，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进一步提升。

④保护乡村的景观空间特性。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可以有

效保护乡村的景观文化空间，保护乡村的场所特征、文化底

蕴等，有效避免因开发建设导致的乡村风貌同质化以及生活

方式的丧失。

3.4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现状
首先，自然空间萎缩，生态系统破碎化。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 年全国湿地面积为 53.9 万公顷，比

2015 年减少了 1.5 万公顷。中国第七次国家林业资源清查数

据显示，2019 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为 23.04%，比上次调查下

降了 0.17 个百分点。乡村发展伴随着不同规模的开发建设，

溪流水道、河塘、沼泽等乡土景观元素数量大幅度减少，生

态格局变得支离破碎，从而减弱了生态基质其生态功能的发

挥。其次灰色基础设施过多，绿色界面硬化。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 470 万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占

比超过80%。硬化路面使得雨水无法下渗对地下水形成补充，

间接导致了各种生态负效应，生态环境的矛盾在不断加剧。

同时，生态廊道堵塞，网络连通度降低。建设工程阻碍了水

系或绿网的连通，导致水系流量、面积减少，局部滨水空间、

河道沟渠等水体被堵塞或填埋。乡村景观风貌受损，地域文

化消散。粗放的建设开发模式破坏了山水格局、地域文化，

同时建设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地域文化元素和文化氛围

受损，乡村地区生态风貌与内涵无法得到彰显。

4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分类及策略
4.1 分类

乡村活动主要围绕着乡村生态、生活以及生产进行，乡

村绿色基础设施分布在方方面面，涵盖村落整体辐射周边环

境，细化至区域每一个角落。将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分层级

分类，大类包括开放空间配套绿地、低影响交通和生态基

础设施三大类，再细分七个小类，各小类下划分组成元素 

（见表 3）。该分类强调乡村的发展建设空间和生态保护空

间的范围，以构建乡村尺度的生态系统，增强乡村空间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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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支撑系统。

表 3 绿色基础设施分类表

分类（大类） 分类（小类） 元素

开放空间配套

绿地

（小型场地）

农业生产 
空间

农业生产场地，包括晒场、打谷场等

公共活动 
空间

广场绿地、集体生活空间等，包括村

口、渡口、广场、停车场、开放展示

空间、祠堂、庙宇等

低影响交通

（连接廊道）

交通运输 街巷空间，包括人行道、街巷等

线性绿廊 绿道系统等

生态基础设施

（网络中心）

自然基底

自然资源属性的林地、草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以及沙地、盐碱地、沼

泽地等

人工基底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人工水域

及灌溉系统等，包括水田、牧草地、

果园、茶园、其他园地、水浇地、苗

圃、旱地等

人工绿化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包括宅旁

绿化、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及

铁路防护绿地、公园、游园等各类

防护绿地

4.2 概念阐述

4.2.1 开放空间配套绿地
开放空间配套绿地是分类中较为小型的生态空间，与

低影响交通相连，以服务村民活动为主，受人类活动影 

响大。

开放性空间中包含农业生产空间、公共活动空间。其中

农业生产空间中包含晒场、打谷场等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附加

场地，此类空间一般是村民进行农业生产加工活动的场地，

但若不使用，便是保留具有纪念意义的游客参观场地。公共

活动空间是指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公共活

动场地，在乡村，河边、街头、院坝等主要活动人群为村民

的空间，此类空间通常由本地的居民使用，并在该空间进行

休闲活动。同时在村口、渡口，通常设有用于对外展示的广

场、停车场和开放展示空间，还有具有一定功能性的祠堂、

庙宇。

4.2.2 低影响交通
低影响交通作为区域联系的纽带，连接开放空间配套绿

地和生态基础设施，构建重要生态廊道空间，通过联系不同

生态系统与自然景观，实现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连通性

与完整性。

低影响交通包括绿色交通运输空间及线性绿廊。绿色交

通运输空间部分包括村内街巷，步道可以体现当地文化特

色，通过加工手法和景观上的设计进行线性绿化处理，两侧

形成线性绿色空间。线性绿廊则是指一些绿道系统，具有观

赏景观作用和生态景观作用，如水系廊道和保护性廊道。水

系廊道是沿着河流沟渠等形成的生态空间，保护性廊道帮助

野生动物迁徙繁殖，给植物生长提供生态位。

4.2.3 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基础设施具备明显生态效益和保护价值，且相对较

为集中的土地，是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空间。

生态基础设施中包括自然基底、人工基底和人工绿化三

个大类。自然基底包含自然资源属性的林地、草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以及沙地、盐碱地、沼泽地等，其中水域则包

括如自然河溪和湖泊等这样自然环境形成的天然绿色基础。

人工基底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人工水域及灌溉系

统等，包括水田、苗圃、牧草地、旱地、水浇地、果园、茶

园和其他园地等，是人类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加工、结合生产

等活动所形成的，若后期养护不当的话，其功能性就会减弱。

人工绿化是人为痕迹较大、受人类主观性形象影响的部分，

主要内容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包括公园、游园、宅旁

绿化、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及铁路防护绿地等各类防护

绿地，这部分的绿化作为最容易被影响的部分，往往与村民

及游客的生活息息相关。

4.3 策略措施

4.3.1 开放空间的保护和营造

乡村开放空间拥有自然、经济以及人文等多重特征属性，

承载邻里交往、生产生活以及集体记忆等功能。一是增强开

放空间的多功能特性。将不同类型的乡村开放空间分类梳

理，引入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等产业，

进行乡村开放空间的再营造。二是保护和丰富开放空间绿色

植物。结合生物滞留池、雨水花园、多层次绿色植物配置等

设计，减少不透水表面覆盖面积，优先选择乡土树种，建立

良好健康的生态环境。

4.3.2 廊道的增强连接和功能提升

增加绿色空间的整体性和网络连接性，构建慢行系统，

利用街巷空间和线性绿廊连接开放空间。一是构建乡村的慢

行交通网络系统。利用慢行步道、村庄街巷、水系沟渠等

元素，连接广场、村口、庭院等重要开放空间，提高开放

空间的可达性和活力。二是增强自然廊道连通性。以乡村

的地形地貌、水文水系等自然基底为基础规划自然廊道的

连接线路，疏通水系网络，减少乡村绿色生态空间的破碎化 

程度。

4.3.3 生态基础设施的生态改造与系统整合

生态基础设施作为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网络中心，是调

节乡村绿色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设施保护自然基底格局。

规划设计适宜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制定具体

的保护策略，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同时优化人工基底结

构。人工基底主要由农田、池塘和经济林等构成。对于农田

和经济林可采用多样化的种植模式，如立体种养、轮作、间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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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由于乡村的过度开发和无序扩张，目前乡村存在严重的

生态问题，自然空间大量萎缩，生态系统破碎化；对于灰色

基础设施过于依赖，导致绿色界面硬化，引起各种生态负效

应；生态廊道堵塞，网络连通度降低；等等。基于乡村现状

问题，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是乡村生命生态支撑网络的基础，

是解决乡村生态问题、改善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关键。通过

对乡村绿色基础设施概念界定及分类初探，明确乡村绿色基

础设施所承担的功能，完善并优化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确保乡

村环境的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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