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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为积极响应国家大力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政策，论文在对天水地区乡村建设开展广泛调研

的基础上，给出目前该地区农村建筑的现状及发展的方向，并给出改善的对策。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policy of vigorously improving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rural buildings in Tianshui area, giv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rural buildings in this area, and giv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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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中国人口的分布也发生了变

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在2010年时，

乡村与城镇人口数基本持平，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

村人口逐年减少，截至 2022 年最新统计结果显示（见图 1），

2021 年末全国 14 亿人口中城镇人口有 9 亿多，但仍有约 5

亿人口长期居住在乡村地区。房屋建筑作为人们生活生产基

本保障，它的好与坏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生产质量。中国是农

业大国，中国为积极推进农村的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改善

乡村的居住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执行“两改三不

拆”。其中，两改中指出农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宅基地内

的房屋进行扩建、重建等改造，但占地面积不超过原宅基地

面积，同时也可以采用局部拆除、加建等方式来改造，以便

改善居住环境和老旧房屋的状况 [1]。

近些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城镇人口占比逐年增大，

对于城镇地区的人们来说，国家通过近年的大力建设发展，

使得各方面得到有效的改善和保障，但相对于乡村来说，由

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发展相对滞后较多，尤其是居

住条件参差不齐，房屋的建设必要粗放，没有统一的规划管理、

没有专业的图纸和施工技术人员指导施工，房屋的安全质量

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节能环保的理念就更无从谈起。施工中

基本采用湿作业的方式，施工工期长、生产效率低下，存在

较多的质量隐患，抗震性能很差。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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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文件，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第二十章就提到要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习总书记也在 2020 年中农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提升农村住房质量。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施行，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一系列举措告诉我们在大力提倡绿色

低碳生活的当下，针对乡村建设改善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 1 中国人口分布变化情况

2 天水乡村地区房屋情况
天水地处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位置，位于甘肃省东部，

东连陕西，南接陇南市，西邻甘南藏族自治州，北依定西市

和天水市。境内高山、河谷、丘陵、盆地交错，气候垂直分布，

地域差异明显。该区域处于中国南北地震带上，历史上地震

多发且震级较高，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由

于该区域处于黄土高原，整体为山地地貌，局部形成黄土丘

陵地貌，西北区域山体较为平坦，河流小溪相对较少，东南

区域山体陡峭，河流相对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关系和经济

条件决定了建筑特色和材料，该区域农村房屋整体结构形式

较为统一，个别有地方特色。根据前期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

该区域房屋主要有三类。

2.1 早期遗留的房屋，以土木结构为主
天水农村房屋的结构在选材上区别于陕西等地民居的青

砖墙，也区别于南方以木材为主，早期的房屋因地制宜地主

要选用黄土、木骨架、夯土墙。在相对偏远的村庄，大量遗

留下来 20 世纪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房屋，少量的是砖木结

构，墙体采用夯土墙或者土坯墙等，但这部分房屋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影响之后，大部分已经成为危

房或急需改造翻新（见图 2）。

2.2 21 世纪初建造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的坡屋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为改善居住环境，将以往的

土木结构房屋进行拆除后新建，村民依然因地制宜根据当地

材料的特点，墙体多采用黏土砖，使用极少量的混凝土、屋

顶使用木材作为骨架建造而成。通过村民之间的帮助，经过

大量的湿作业和很低的工作效率，建造出来房屋，院落则以

合院式为主（见图 3）。这期间的房屋较之前的土木结构房

屋来说，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从抗震性能、保温隔热方面来

说，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 [2]。

图 2 土木结构房屋

图 3 砖木结构房屋

2.3 近年建造的房屋多为砖混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 10 年间新建

或改建的房屋多为砖混结构。屋顶形式也由单一的坡屋顶形

式增加为平屋顶。由于发展不均衡，交通便利且靠近乡镇的

村庄，建筑的外观形式多样，有传统院落式，也有建成 2~3
层小型别墅的形式，在交通不便或者偏远的乡村，房屋依然

以传统院落为主（见图 4）。

图 4 新建的砖混结构房屋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前期大量的调研结果显示，天水乡村地区房屋较为

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建筑结构及材料选择不佳
农村房屋的建设标准不统一，存在着房屋结构不合理、

地基不牢固、墙体材料差等问题。房屋的质量参差不齐，部

分房屋存在漏水、墙体开裂等质量问题，这给农村居民带来

了安全隐患。无论是遗留下来的还是近年新建的房屋建筑，

结构形式多采用传统砖木、砖混结构建造，建筑材料大量使

用黏土砖，价格昂贵且不环保，而且建造过程中湿作业量大、

导致结构自重也大，非常不利于抗震 [3]。

3.2 施工队伍专业能力低
房屋基本为村民自己组织人员建造而成，由于自建房的

面积通常不大，最多为 3 层，且工程量小，房主为节约成本，

一般不会去找也很难找到具有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房主通

常自己组建施工队或者联系没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来完

成工程建设，队伍中多为当地的泥瓦师傅，他们除了经验，

几乎毫无专业的基建知识，其余施工人员大多为外出务工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5%8D%97%E8%97%8F%E6%97%8F%E8%87%AA%E6%B2%BB%E5%B7%9E?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8%A5%BF%E5%B8%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0%B4%E5%B8%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B0%B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9F%9F%E5%B7%AE%E5%BC%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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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整个建设队伍专业能力较低。建造过程简易低效、小作

坊式的建造方式，安全、成本和工期无法保障 [4]。

3.3 房屋建设规划存在漏洞
农村房屋的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房屋的分布不合

理，道路交通不便。农村房屋的建设往往缺乏统一规划，导

致房屋布局混乱，影响了农村的整体美观和居住环境。由于

受“风水”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在山区的一些房屋建造过程

中，大部分村民选择在依山傍水的集雨地带或河道旁建房，

一旦发生山洪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灾难在所难免；还有村

民按自己的建房时间表操作，并且不是成排房子一起建造，

导致村庄道路行走不方便，有些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建筑面

积，在房屋二层处阳台悬挑出较大部分，导致巷道两侧户与

户之间的房屋在二层的间距很小，几乎是窗户挨着窗户，毫

无隐私可言，通风采光很差。

3.4 随意加盖现象突出
靠近城镇的近郊乡村，由于房屋有一定的出租收益，拆

除重建需要花费较大的资金，部分村民会选择在原建筑拆掉

屋顶后，加盖 1~2 层房屋，形成现有房屋，从而满足出租

和自住的需求。这些房屋多为砖混结构的挑檐式坡屋顶和平

屋顶，原先房屋的地基、结构构件能否满足现有结构的承重，

都是未知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3.5 房屋布局不合理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设计，村民依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简

单草图的描绘后开展施工建设。尤其近年建造的部分农村房

屋的功能设计不合理，导致房间之间的空气流动受到阻碍，

从而影响室内的空气质量和舒适度，房间的采光受到影响，

使得室内光线不足，还有些房屋布局不合理导致某些空间被

浪费，无法充分地利用。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增加的问题，

例如楼梯过陡、走道狭窄等，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4 主要原因分析
4.1 村民的经济限制

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为有限，人们在建房时往往

受到资金的限制，无法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选购高质量的建筑

材料和聘请专业的施工团队，导致选择较为简单和经济的材

料和施工方式。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农村房屋建筑使用的材

料质量较差，如水泥、砖块、钢筋等，这会影响房屋的结

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农村房屋建筑往往没有专业的设计师

进行设计，很多房屋的结构、布局、功能等方面都存在问

题，导致房屋使用不便。农村房屋建筑的施工工艺相对落

后，很多施工队伍缺乏专业技能和经验，导致施工质量难以 
保证。

4.2 专业知识的缺乏
农村地区缺乏专业建筑设计师和施工队伍，许多房屋是

由农民自己或本地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容易出现建筑结构、材料选择、施工质量等方面的

问题。另外还受到观念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人们的建筑观念

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房屋建筑出现问题，如过度追求面子、

风水等因素，导致房屋设计不合理、结构不稳定等问题。

4.3 建筑监管不足
相比城市来说，农村房屋建筑的监管力度相对较弱，缺乏

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执法力度，相关管理部门人员有限，也很难

深入到每个村庄去进行监管。村民在建造房屋时，没有经过统

一科学的规划，长期以来都是村民自发的进行建造，从而形成

的自然村落，村庄的布局通常都是因地制宜，天水的农村多地

处山区，村庄通常依山而建或者依河而建，导致房屋存在的安

全隐患不能得到有效的防范，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4.4 意识和文化差异
农村地区的居民对于建筑质量和耐久性的重视程度可能

较低，他们更注重实用性和经济性，对于建筑质量管理和维

护保养的重要性意识较为淡薄。

5 改善的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天水地区农村房屋建筑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下改善建议：

①增强村民的建筑质量意识。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

农村房屋建筑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向村民普及建筑质

量和耐久性的重要性，增强村民的意识。同时，加强对村民

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参与到房屋建设中来。②加强建筑监管。政府应加大对农

村房屋建筑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和执法力度，确

保房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同时，加强对村庄规划的管理，

科学合理地进行村庄布局，避免因地形、地势等原因导致的

安全隐患 [5]。③优化建筑结构及材料选择。在满足基本功能

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优质的建筑材料和先进的建筑结

构，提高房屋的抗震性能、保温隔热等方面的性能。同时，

加强对传统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的研究和改进，

提高房屋的整体质量。④引导村民采用绿色建筑理念。鼓励

村民在房屋建设中采用绿色建筑理念，如节能、环保、可持

续发展等，提高房屋的绿色环保性能。同时，加强对新型建

筑材料和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动农村房屋建筑的绿色发

展。⑤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房屋建筑的政

策支持力度，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为农村房屋建设提供资

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加强对农村房屋建筑

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农村房屋建设的整体水平。

总之，天水地区农村房屋建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着诸

多问题，需要政府、村民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改善，以促进农村房屋建筑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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