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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重城市规划，轻村镇规划，目前以村镇区域为尺度的规划尚不完善，将村镇视为一个体系
的整体规划欠缺，并且重编制轻实施评估，村镇规划多为实施不到位。 为了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将村镇视为一个体系
进行区域空间规划尤其重要。 为了确保规划实施到位，探讨了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设计思路，拟
定指标体系构建———监测信息获取———评估———预警———调控的基本路线，并列举系统构建的初步设想，计划选定
示范区进行试验。 该设计思路的构建为系统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技术利于确保村镇规划的实施，利于农村土地
集约利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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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 have emphasized the urban planning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e often ignore the villages and
towns planning. Nowadays, the villages and towns planning is imperfect. The villages and towns planning lacks of
considering the planning system as a entirety. Moreover, Many plac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planning, but
ign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As a result, The villages and towns planning often carrys out insufficiently.
Considering the towns and villages as a system in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becomes more
eff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 the design ideas of the villages'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formulate a basic line: construction of index system, obtaining monitoring information,
evaluation, warning and regulation. In addition, we list the preliminary idea for constructing system, and plan to do a test
o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clusion, this design idea establish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ystem development, this
technology can help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be conducive to land intensive us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and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gional spatiale planning;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warning and regulation; villages and
town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快

速推进，城乡的差距不断扩大，村镇的发展值得关注[1-3]。

长期以来我国重城市建设，轻乡村建设，导致乡村建设

存在缺乏科学规划的问题[4]。 并且我国目前以村镇区域

为尺度的规划不完善， 以村镇视为一个体系的整体规

划欠缺，而且村镇规划多紊乱、实施不到位[5]。 这直接关

系到了村镇的发展， 可见将村镇视为一个体系进行区

域空间规划尤其重要。

目前我国的规划重编制，轻实施评估与调控。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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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研究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目前关

于规划实施评估的理论研究及经验案例明显不足，规

划实施评估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规划的发展[6-9]。 为

了确保规划的实施到位，规划实施后的监测、评估、预

警与调控是不可或缺的。 本研究从村镇区域空间规划

的问题出发，将村镇视为一个体系，探讨村镇区域空间

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设计思路， 制定指标体系构

建———监测信息获取———评估———预警———调控的基

本路线，以村镇土地利用、居民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为目标层来监测、评估、预警和调控村镇区域空间规划

实施，全方位地确保村镇区域空间规划的实施，并提出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的构建初步设

想。

1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与监测系统总体设计

1.1 系统流程设计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设计的基

本路线是： 指标体系构建———监测信息获取———评

估———预警———调控。 系统总路线（图 1）：基于村镇区
域空间规划实施示范点的实地调查，国家相关标准，专

家经验和相应的量化、 权重方法构建指标体系； 利用

RS、GIS 等多种技术获取空间和非空间数据，实现规划

实施监测信息多种数据的获取和融合；基于获取数据，

使用定量、定性与定位结合的方法，依据指标体系做出

规划实施评估，并生成评估报告；基于评估报告确定警

情，分析警源，并对此进行预警，生成预警报告；最后针

对警情制定相应的优化调控措施方案， 并为规划的修
编提供反馈意见。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规划实施评估与调控的首要工

作，直接决定评估方向和需要监测的数据。 指标选取是
基于科学性、代表性、简明性、全域性、可操作性和规划
与现状结合的原则[10-12]。 通过对 4 个示范村镇的调查，
从村镇实情和村镇区域空间规划的特点出发，依据《村
镇规划标准》（GB 50188—93）、《城乡用地评定标准》
（CJJ 132-2009）等多项有关村镇规划的国家标准，利用
频度统计法、 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设置筛选指
标[13-14]，最终确定指标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居民点、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表 1）。 为了使评估指标量纲统
一， 通过建立指标标准化模型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15]。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将规划实施状况看成 1个
系统， 将规划实施评估的目标分为 “目标层———准则
层———指标层”3 个层次，并对各指标赋予权重，确定
各指标的贡献程度[16-19]。

1.3 监测信息的获取和融合
建立规划实施动态监测系统，动态掌握规划实施

情况，为规划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撑 [20-21]。 本研究基于指
标体系选定需要监测的数据。 规划实施监测数据有多
种数据格式，需要通过数据融合技术将数据统一存储
到地理信息数据库内 [22]，为规划实施的评估奠定基础。
按空间相关数据的性质可划分为空间数据和非空间
数据 [23] （表 2），通过 GIS、RS 技术对空间数据进行提
取 [20]，应用 SQL SERVER 和 GIS 技术对非空间数据进
行输入存储， 最后将全部数据融入到 GeoDatabase 统
一管理 [24]。

1.4 规划实施评估
目前规划实施评估以机制和政策研究为主， 较少

将数理方法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25]。 传统研究以定性为
主， 单一进行指标计算的评估方法越来越难以满足规
划评估的目的和要求[26]。 为了让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
施情况有一个量化的成果表达， 本研究基于指标体系
和监测数据地理信息库，利用定性、定量和定位相结合
的方法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26]，并建立数理模型，
最后成评估报告。 定性方法使用专家打分法，利用专家
的经验建立专家经验库，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打分 [18]；
定量方法使用对比分析方法 （实施情况的值和目标值
的对比，对规划实施效果的一个量化衡量，侧重单项评
价）和分层式多指标综合评价法[27]（将相关指标分层，对

村镇整体发展情况的衡量，侧重综合评价）；定位评估图 1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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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复垦率

单位耕地面积产值

土地整治实现率

土地利用非法变更、超红线情况

宅基地面积比率

宅基地密度

户均宅基地

宅基地闲置率

户自来水普及率

污水处理厂个数

污水集中处理率

交通通达度

道路里程数

户通电率

邮政局个数

移动通信基站个数

通宽带村个数

单位耕地面积渠道里程数

中学数量

小学数量

幼儿园、托儿所数量

派出所个数

消防设施情况

医院数量

卫生站数量

人均文化场馆面积

人均运动设施面积

银行个数

农贸市场个数

敬老院个数

生产总值增长率

人均收入增长率

第二、三产业比例

单位 GDP 能耗水平

准则层

耕地

土地整治

违建

宅基地

给水

排水

通路

通电

通讯

农灌设施

教育设施

行政办公

医疗卫生

文化体育

商业金融

社会保障

产值、比例、能耗

目标层

土地利用

居民点

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

表 1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获取途径

规划成果和动

态监测系统

入户调查和统

计资料

主要内容

遥感影像

地形图、数字高程数据（DEM）、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规划实施成果数据

全国土地第二次调查数据

村镇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土地利用、居民点、基础设施统

计数据

数据类型

空间数据

非空间数据

表 2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数据

主要是利用 GIS的空间分析功能[28]，利用叠置分析方法

（主要对违建、土地变更等的分析）、缓冲区方法（对基

础设施的分析）、连片度分析（对耕地连片度的分析）和

最近邻模型（对基础设施的分析）。

1.5 规划实施预警

目前有关土地利用预警系统的研究较少， 针对村

镇土地研究构建的预警系统则更少， 有关土地利用预

警研究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 [29-31]，同样规划实施预警系

统研究也较少， 为了对不符合规划实施标准情况进行

实时预警， 需要在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中设立预

警这一环节。 此预警体系的基本路线是：分析规划实施

评估报告———确定警情———分析警源———发布警

报———生成预警报告。 预警方法应用综合预测模型，采

用回归分析法、灰色预测方法[29]。 首先全面分析规划实

施评估报告，提取出不符合标准的信息，对各项超出或

低于规划实施标准范围的指标进行预警， 分析警情的

原因， 对其中规划实施的不合理情况的程度进行等级

评定，分为一般严重、较严重和非常严重 3 个等级，并

按照判定标准，分别设置红色、橙色和黄色预警的警情

信号，此警情信号是效仿天气预报的形式，目的是让警

情更直观通俗的表达，最后生成预警报告。

1.6 规划实施警情优化调控

为了及时调整和解决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不符

合标准的情况，需要对规划实施警情进行优化调控。 首

先基于预警报告分析警源的原因， 对警情制定相应的

优化调控措施。 主要的优化调控措施是通过对选定的

示范区调查、相关资料和专家建议而制定，主要从土地

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居民点、产业目标层出发，最后构

建优化调控规则库。

2 系统构建思路

基于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设计思路，初步探讨

该系统的构建思路。 该系统面向的是村镇体系，涉及内

容较广，该系统采用开放和集成一体化的思路，建立了

系统的总体结构 （图 2）。 选用 ArcGIS为系统软件的平
台，为系统的扩展提供基础平台层面的技术保证；系统

数据库设计遵循 OpenGIS标准，采用开放式设计来建立

空间数据建库，注重对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的描述和

组织，实现统一的存储和管理，系统的数据格式是在国

家和行业标准基础上扩展， 同时系统提供多种数据接

口。功能实现方面：基于组件式技术开发，结合用户的现

有功能需求， 提供各种应用接口保证系统的扩充能力；

应用软件接口：系统注重接口的设计充分考虑本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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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其他系统的无缝连接，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利用事件

驱动和封装的思想为应用软件提供接口；系统层次结构

采用的是 3 层结构模型，分为数据层（后台数据库）、业

务逻辑层和表现层 （面向用户）。 选用 SQL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For Windows 作为数据库管理系统，

选用 ArcSDE 10.1、ArcEngine10.1 作为 GIS 应用平台，

选用 Visual Studio 2012（包括 VB.net、C#、VC等）作为系

统开发平台。 本系统注重实用性，并计划选 4个示范区
进行试验示范，通过验收后逐步推广。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我国目前村镇发展问题和村镇规划实施普遍

不到位的问题，进行村镇区域空间规划突显意义，村镇

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技术研究可以确保其实

施到位。 本研究提出了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

监测系统的设计思路， 拟定了指标体系构建———监测

信息获取———评估———预警———调控的基本路线。 提

出了规划实施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规划实施监测信息

的获取和融合、规划实施的评估、规划实施的预警和优

化调控思路和技术。 最后提出系统构建的初步思路，计

划选择示范区进行试验示范， 为后期的系统构建和运

行奠定基础。

通过该项研究得出： 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

与监测系统，是一个视村镇为一个体系，动态监测规划

实施情况，实时评估，对实施不到位情况进行预警，优

化调控规划实施， 给予规划修编反馈意见的动态、实

时、良性循环的系统。 该系统有利于推进村镇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村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新农村建设，统筹

城乡发展。 但村镇区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与监测系统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数据类型多样和数据量大，该系统

的建立和运行需要通过 GIS、RS、数据库等多项技术的
融合，并且需要不断的试验调整，需要通过示范区运行

示范，最后才可以推广使用。 该系统是面向规划管理部

门的，需要注重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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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双文元,郝晋珉,余述琼,等.基于压力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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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条件下， 资金利用及其管理水平有改进的空
间。 由此，在提高资金利用方面，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
强农用工业建设、 农村信息化建设等都是提高资金利
用的有效途径。 另外，实行以“高”扶“低”政策，从资金
利用高效率地区抽调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对低效率地
区进行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帮扶，可提高基层部门财政
支农资金管理的水平。

（4）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农林水事务支出的
投入对支农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继续推动农村劳动
力城市化转移，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第一产业从
业人员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劳动技能，是妥善解决财
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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