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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op-level Planning Strategy of Shanghai Future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Vitalization

乡村振兴背景下上海未来乡村社区顶层规划战略思考

张  雁    ZHANG Yan

随着乡村振兴建设向纵深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乡村产业规模

初步形成。乡村振兴背景下，上海乡村建设应在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智慧、组织全面振兴上进行积极的探索。着

眼于乡村高质量振兴和未来乡村社区共同体主线，初步探析上海未来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的重要意义、重点场景、规划

体系和建设路径。上海创建未来乡村社区应在“上海2035”总体规划的引领下完善体系建设，形成系统性的创建框架和

顶层设计；以场景、科技、服务、治理等创建手段，形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With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a preliminary rural industry system has been formed via some typical 

measures including improvement of rural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Under such context, Shanghai is supposed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exploring the full 

carry-out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combined perspectives from rural industry, talents, culture, ecology, smart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quality rural vit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rural community. It aims to initially discus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rural community life unit in Shanghai and explore its basic planning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rural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should be guided by Shanghai 2035 to ameliorate the planning system, 

establish a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top-level design, and shape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rural vitalization in mega-cities with 

scenes, technologies, services, a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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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1年11月30日，上海与全国52个城市

共同发布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

海倡议》 （以下简称“《上海倡议》”）。《上海倡

议》提出，着力通过“三个转型”，即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转型、以多元协作的社区治理转型

和以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和社会全面进步[1]。此外，为进一步落实《上海

倡议》精神，共同开启一场全面提升上海社区

品质的行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全

国第一个《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将构建15分钟乡村社区生活圈。这是继2018

年《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发布

之后，“社区生活圈”理念进一步延伸到上海

全域。作为面向未来的上海规划建设新起点、

五个新城建设新契机，通过“多彩睦邻的怡然

生活、活力多元的创新生产、乡野逸趣的自然

生态、多方共治的安全治理”4个维度和“睦

邻友好、健康养老、智慧治理、旅游休闲、自然

生态、艺术文创、未来创业、创新生产”等未来

乡村社区场景设计作为规划指引，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宜养、宜学的幸福乡村与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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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展示“让年轻人回乡生活和就业，让

儿童回归大自然和本真，让都市人实现美好田

园梦”的上海未来乡村社区美好愿景[2]。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抓手。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农村的发展和

科技化水平的提高依旧需要高品质、高质量生

活的有效支撑。在“上海2035”总体规划的实

施过程中，探索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战略和未来

乡村社区实施对于推进农业农村工作、探索都

市乡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   推进“未来乡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人类对于城市和乡村生活的满意程度，

或者说是特定地区的居民宜居程度和社会吸

引力，主要由环境状况、生态气候、社会治安水

平、住房负担能力、交通便捷程度、社会教育质

量及社区服务水平等相关特征因素构成[3]。市

民对上海这座城市高品质、高质量的期望不单

在城市也在乡村，“未来乡村社区”建设对上

海城市高品质下的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

意义。

（1）打造超大城市未来乡村社区的内在

要求

加快推进未来乡村社区的构建，是扎实推

动乡村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设的内在要

求，符合上海打造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城郊融合

的现状，契合打造凸显乡村地区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4]，从而成为上海未来乡

村社区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一张

“金名片”。

（2）探索乡村社区发展新思路的重要机遇

“五个新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城乡要素

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为各种新技术的功能

施展提供了真实的社会依托和实施空间。在此

机遇下，与过去的乡村建设活动相比，城乡规

划要逐渐摒弃空间为主的概念，充分发挥资源

共享、规划手段要专业融合的特点，重点考虑

“未来乡村社区”以“人的生活场景”营造为

核心，将关注点从乡村本身转移到村民生活、

人口流动上。通过推进社区“15分钟生活圈”

建设，以新技术实现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系统

升级，依托新技术建构城乡均等化的乡村社区

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服务水平，

最终克服乡村人口外流态势，形成乡村社区人

口的聚集效应[5]，为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新的重要思路。

（3）未来乡村社区是实现乡村振兴最美

好的形态表达

未来乡村社区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乡村

发展思路，未来乡村社区注重与“三农”强关

联、科技智慧产品的综合运用，室内空间的崭

新体验，并与田园生态强关联，进一步提高农

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在盘活土地的基础上，

注入更多产业形态，注重人才的高度回流，同

时也让更多的乡村资源“走出去”，更多的城

市资源“走进来”。在整个城乡互动过程中，赋

予乡村地区更多的活力和机会，实现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的幸福生

活和自身的收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2   “五位一体”——创建上海未来乡村

     社区顶层规划体系

上海未来乡村社区的创建应该从“产业

升级、空间优化、基础保障、实施策略、管理服

务”5个方面进行创新的顶层规划设计。

 （1）产业升级：平台搭建、产业植入，打

造数字乡村

产业是未来乡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根

据上海不同乡村的地理特点、资源禀赋，以“三

创”（科创、文创、农创）产业共融为重要前提，

其中，科创包括科技众创，健康医药、智慧医

养、生态康养等；文创包括文创工坊、创意商品

设计、戏曲工作室、主题创意体验馆、研学教育

等；农创包括乡村名宿、田园风光、数字农业、

植物工厂等。

在产业发展业态配置的基础上，构建一

个面向“企业、政府、居民”的智慧信息平台，

以服务乡村、服务乡民为目标，构建未来乡村

社区智慧服务平台（见图1），建设一个数字底

座；一个运营中心；打造包含党建、农旅、创业、

积分等在内的N个应用的大场景；同时融合社

会事业多领域，开展跨部门多业务协同应用，

承接未来乡村社区服务应用商城，提供“政府、

运营、居民”三端服务能力；在强化后端服务

的同时，提升前端的分析预判。

（2）空间优化：空间布局、场景创新，彰显

独特魅力

乡村空间正在由不断收缩向基本稳定转

变，乡村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显现，乡村对城

市、对百姓越来越不可或缺，从承担农产品保

障供应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变，由承担

附属功能向承担核心功能转变。因此，乡村的

空间布局一定要与复合功能下的产业导入相

对应，才能更好地将一二三产融合并在空间上

得以落地。

在此基础上，秉承空间布局、功能整合、集

图1　未来乡村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建设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uture rural community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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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设、用地集聚、土地集约和指标核定，并注

重对乡村肌理和乡村风貌的保护，注重创意和

田园美学的呈现，建设产村一体、“数字社区+

便捷社区+田园社区+旅游景区”四区合一的

复合社区，形成田园般的、出行便捷、具有水乡

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的未来乡村社区。

上海的都市乡村低碳发展，一是要逐步改

变村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出行方式；二

是要引入或就地培训科技农业、科技生活的专

业力量，使之因地制宜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畜禽养殖管理等传统第一产业发展模块，以及

乡村特色产业开发、人居配套等第二、第三产

业发展模块低碳政策落实的全过程。帮助诊断

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式，对症消

除低碳发展阻力。

在空间场景的创造上，创新性、重点性地

突出党建场景、田园场景两个特色场景，进一

步突出党建统领的政治优势和发展潜力，彰显

乡村的独特风貌，打造一个治理现代、独具乡

愁特色的未来乡村社区。其中，党建场景中建

立以“党建+”为统领的创新发展新模式，诠

释以当地乡村精神为特色的党建新内涵，打造

“榜样即场景、党员即连接、分享即获得、氛围

即体验”的未来党建场景。田园场景中，依托

“创、集、游、智、道”全要素的田园主题景观，

建设“秀美田野、秀丽水体”，打造“产业与生

态深度融合、山水与乡村融为一体、村居与田

野相得益彰”的未来乡村田园生活。

（3）交通市政：城村一体，实现城乡共荣

提升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绿色交通

为倡导、环保市政为基础，打通城市与乡村的

联系通道；强化数字化引领下的交通体系、市

政设施体系的乡村微循环；将枢纽型网络化的

城市交通规划理念与乡村交通便捷出行结合

起来；在重要乡村建筑功能区之间建设风雨连

廊和通道，规划“100—300—500 m”街区步

行生活圈；实现社区人车分流；适度配建乡村

社区公共停车位和机械立体停车位；5分钟可

一键智能取车；社区集成（加油、加气、充电）

交通服务驿站，停车位充电桩100%覆盖；未来

渐进式考虑无人车、无人机送快递、外卖服务，

30 min内从社区到家门口，让人畅其行、车畅

其道、物畅其流。

（4）实施策略：建筑赋能，打造未来典范

运用“技术赋能+理念赋能”的规划建设

模式，即充分利用数字化、装配化、立体绿化、

低碳及节能化技术，融合建筑全装修交付、智

能家居应用、灵活共享的可变空间设计，打造

一个将人本化理念融入建筑空间的未来乡村

社区。

（5）管理服务：服务优享，增强乡村社区

品质

以满足本地村民、外来创业就业人群的需

求为重点，建设“小街区 + 优配套 + 双便捷 + 

高复合”的品质社区，在乡村社区综合整治中

试点信用体系融入基层治理，依托乡村管家，

通过信息化系统平台，采用“平台+管家”服

务模式，实现物业、商业、生活、政务等服务功

能的集成，既为社区管家提供信息化服务的工

具，又让居民能够快捷地分享和使用各种信

息，同时全方位享受社区提供的服务，完成一

站式24小时生活圈[6]。

3   上海未来乡村社区重点场景打造要点

3.1   未来党建场景

新时代社区党建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石，应以“区域党建联盟”创新党建形

式，激发党建活力（见图2）。通过党建联盟这

一平台，资源共享、互通互联，探索寻求区域乡

村经济发展的共同点，竞争中显合作，打造上

海乡村党建特殊品牌，以党建带动社会经济等

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推广、可持

续发展的乡村基层治理建设模式。

党建是与每一个人相关的具体行动。沉浸

式党建，既可以借助多媒体、场景化方式进行，

也可以指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点滴：每一位优秀

的党员都可以构成党员教育的场景，每一位党

员都能成为链接群众的渠道；每一场活动都要

营造最佳体验，让每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因此，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为G端、B端、C

端提供场景化学习应用体验（见图3），进而在

组织上成立区域党建联合体，在内容上党建工

作统领其他各项具体工作，在形式上线上线下

同步联动进行，进一步实现区域共建、区域共

管、区域共享、区域共商和区域共谋。

3.2   未来田园场景

田园场景是乡村未来社区场景的重要体

现，是城市居民向往农村生活的重要标志，也是

农民生产、生活、生态的重要承载，因此可以根

图2　未来党建场景-组织架构示意图

Fig.2  Future Party building scene - schematic diagram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未来党建场景-建筑室内效果意向示意图

Fig.3  Future Party building scene - example of interior desig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或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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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资源

条件，从创、集、游、智、道等方面进行概括和呈

现。创，包括田园艺术文化工作平台、农业双创

孵化区（见图4a）、农业创业大舞台等；集，包括

田园集市（见图4b）、田园艺术品展览等；游，包

括农业主题公园（见图4c）、乡野文化布局、情

趣流线等；智，包括科技农业培育区、智慧新零

售区（见图4d）、农业自然科普区；道，包括大地

景观、田园风貌、定制化田园、社区形象等。

3.3   未来邻里场景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加注重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以构建极为重要的和谐

社会、安全社会。因此，以创新的社区性、便利

性、文化性、连接性（4C）为引导的社区邻里

场景构建是未来乡村社区打造的重要理念；通

过“4C”引导，从“单中心的邻里服务模式”

向“泛中心的邻里服务模式转变”，形成邻里

交流、互助、活动、服务的生活圈，形成远亲不

如近邻的邻里氛围，同时也通过《乡村邻里公

约》的制定，紧紧围绕“邻里中心”，按照满足

5—10分钟步行距离、24小时全链化服务响应

的要求，集成邻里文化、服务、活动、交流等多

项内容，复合布置居民5分钟生活需求的邻里

场景功能（见图5）。未来乡村社区里将采用电

子认证、数字身份证、人脸识别、信用积分等方

式，建立共享、声望两大积分体系，与村民行为

规范关联，居民可通过志愿服务、邻里之间互

帮互助而获得积分。通过积分兑换，可以享受

社区个性化、定制化的特别服务。采用一定的

数字化手段体现关爱、交流、共享、互助、和谐。

3.4   未来教育场景

从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社区乡村服务

提升、品牌影响扩大等要求出发，线上线下相

结合，进一步整合学习需求、教育资源、教学空

间，营造共享终身学习的环境（见图6）。服务

社区全人群教育需求，解决托育、入幼，拓展课

外教育渠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延伸和覆

盖，同时结合农村发展要求，将农业科普、培训

植入其中，实现产业教育化、教育产业化。

3.5   未来建筑场景

营造交通导向发展的TOD高低错落、疏密

有致的乡村建筑空间布局和风格，高效盘活乡

村社区内外空间并有序衔接；充分考虑村民的

居住特点和生活生产习惯，建筑采用现代智能

化内部装修，合理分隔内部使用空间，利用建筑

本身标识性，分时分区利用室内外空间和场地，

促进空间功能的复合利用。在建筑引导下贯通

公共空间、社区、生产农田的景观风貌及标识系

统，利用乡村河道水系与景观绿地，既有独立又

有延续，营造有情趣的建筑风格和乡村风貌。

倡导应用装配式建筑技术与绿色、低碳、

节能的建材。居住建筑装配率达50%以上，公

共建筑装配率达60%以上。主要通过优化各建

筑模块的尺寸和种类，实现建筑构件的通用性

与预制性，重点应用在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

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等内容，尽可能为村民

提供菜单式的个性装修定制服务。

采用装配式建筑形式和低碳保暖材料，采

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

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

的代表。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

（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

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

而成。

同时采用装配式内装，使后续工业化产品

能实现即拆即装，最终让更安全更环保的修缮

方案得以实行。

4   上海“未来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路径

在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背景下，围

绕当前上海乡村振兴建设实际，本文认为构建

未来乡村社区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均等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继2016年上海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之

a 农业双创孵化区意向照片

c 农业主题公园效果意向示意图

b 田园集市效果意向示意图

d 智慧新零售区意向示意图

图4　未来田园场景

Fig.4  Future pastoral scen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或自绘。

图5　未来邻里场景—邻里交流空间效果意向示意图

Fig.5  Future neighborhood scene - example of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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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足乡村实际，需把“15分钟”尺度的服

务半径进行扩大。按照“行政村”“自然村”两

级配置，自然村层级（乡村邻里中心）的服务

半径是300—500 m，主要提供家门口的服务；

行政村层级（乡村便民中心）的服务半径是

800—1 000 m，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复合型服

务，比如老人、儿童所需的活动空间和公共服

务设施。让行政服务、养老幼托、生产培训、市

政交通、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

服务设施落地“最后100米”，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融合[7]。

（2）差异化配置的社区场景设计

乡村社区生活圈的蓝图不是唯一的，而是

要结合未来发展方向，差异化配置功能服务。

尤其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部分，部分城市功

能必然会转移到乡村。因此，上海未来乡村社

区需聚焦公平与差异、品质与关怀、更新与利

用、复合与集约为价值坐标，以多彩睦邻的怡

然生活、活力多元的创新生产、乡野逸趣的自

然生态和多方共治的安全治理为4大维度，聚

焦智慧治理、睦邻友好、健康养老、自然生态、

创新生产、未来创业、艺术文创和旅游休闲8大

主场景设计，构建场景集成创新体系，为村民、

创客提供多维共享、多元复合的活力社区、宜

业宜居、灵活共享的双创社区、低碳技术、微碳

示范的绿色社区，打造花园乡村社区。

（3）以田园生态为基本格局

区别于城市未来乡村社区，乡村社区生活

圈是生产、生活、生态高度融合的空间单元，更

是山水林田湖草共存的生态单元，因此除了实

现让年轻人回乡生活和就业的活力提升目标

外，还需让老年人在乡村快乐生活，让儿童回

归大自然和本真，让都市人实现美好田园梦[8]。

因此，可根据郊区乡村开发能力及潜力设置不

同标准的现代农业生产功能、休闲农业、创意

农业休闲功能，也可配备CSA（社区支持农业）

的菜园（菜田）空间、田园度假空间、田园休

闲养生空间等[9]，进一步凸显未来乡村社区的

优越性和独特性。

（4）打造一站式家门口服务综合体  

按照数字乡村顶层体系要求，倡导复合与

集约，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功能整合与共享，

围绕便民服务中心（行政村）、邻里驿站（自

然村）打造一站式家门口服务综合体，为百姓

提供“衣食住行闲”的“一站式”服务，主

要包括行政服务、养老幼托、生产培训、市政交

通、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

设施。同时，应结合乡村自身的特点，在满足不

同人群基本生活需求和乡村基本治理要求的

基础上，以邻里共享服务节点为平台，村庄可

按需选配园区、旅游、农业、商业等服务模块，

融入党群、便民服务，电商物流、游客服务等功

能，进一步释放乡村资源活力和特色。

（5）以数字化系统设计为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政策支持和科技进步

的交叉口，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0]，也是“十四五”时期“治

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目标的重要内涵。基于此，

面向乡村管理者（村委和社区运营方）、居民/游

客/商家/创客两大类主体，全面推进社区管理服

务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升级，通过数字化赋

能，建设平台、强化数字；并入上海两网管理系

统，打造共治型、平安型、宜居型、发展型的城市

近郊田园未来乡村社区，打通基层数字治理“最

后100米”，实现“数字乡村一张图，乡村治理一

网办”，引领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示范高地。

（6）以乡村“六共”为治理基础

按照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共创治理

机制、共商社区需求、共绘规划蓝图、共享建设

成果、共建社区家园、共维治理成效”六共模

式，集民意、安民心、惠民生，“六共融合”建设

未来乡村社区[11]。探索构建未来乡村社区自治、

法治、德治体制。建立健全村民自主议事制度，

定期召开协商会解决社区管理、服务问题，提升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创建乡村治理网

上服务平台，实现“一村一码”，家门口办事。完

善村规民约，加强道德讲堂、德育基地等载体建

设，探索运行“道德积分银行”；强化乡村文化、

乡村民俗文化宣传，推动文化教养全覆盖。

5   结语

未来乡村社区建设是一项以人为核心的

工程，是具有前瞻性的乡村发展思路，它的根

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乡

村社区与“三农”强关联[12]，需要保留乡村特

色、文化特色，同时植入符合当下趋势和未来

发展中可能需要的元素。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

图6　智慧学习平台构建示意图

Fig.6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platfor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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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在盘活土地的基础上，以人本化、生态

化、数字化为导向，以创新化场景设计，让乡

村变得更加“宜居、宜游、宜业”，让更多人留

在乡村，也要让更多的乡村资源“走出去”，

更多的城市资源“走进来”，最终形成一个

新兴乡村功能单元，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

展，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创业创新的乡村

环境。

总之，上海创建未来乡村社区应在“上海

2035”总体规划的引领下完善体系建设，形成

系统性的创建框架和顶层设计；以场景、科技、

服务、治理等创建手段，形成具有超大城市特

色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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