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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Improvement and Planning Response Paths in Cold Rural Areas
寒地乡村韧性提升与规划响应路径

袁  青   曲涵嘉   冷  红    YUAN Qing, QU Hanjia, LENG Hong

随着城镇化高速发展，乡村地区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乡村韧性，即乡村主动

适应和调节外部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准确认知乡村现状并及时采取规划应对措施，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以东北地区为

例，对寒地乡村韧性进行剖析，研究乡村的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文化韧性和工程韧性等5个韧性构成及存在

问题。进一步分析韧性提升的意义和影响因素，并探讨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规划响应路径，将韧性提升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以期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rural areas face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tudy of rural resilience is mainly about the ability of rural areas 

to actively adapt to and adjust to external risks, which is helpful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ake timely planning measur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his paper takes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resilience of cold rural areas, and studies the five resilience compon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areas, includ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economic resilience, social resilience, cultural resil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ilience.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factors of resilience improvement, explores the planning response paths of 

resilience improvement of cold rural areas and integrates resilience promotion into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territory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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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系

统不仅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发展缺乏动力、

生态环境被破坏、风貌丧失等严峻问题，同时

也时常受到自然扰动及人为扰动的侵袭和冲

击，致使系统整体运行不稳定[1]，吸收抵御外

部风险的韧性能力逐渐减弱，从而影响自身的

发展。而研究乡村韧性，即乡村主动适应和调

节外部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准确认知乡村系统

当前的实际情况，并及时采取规划应对措施，

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城市和乡村的研究中，韧性通常被

理解为一个系统、社区或社会暴露在缓慢或快

速的冲击或干扰下，通过保护和恢复其基本结

构和功能来抵抗、吸收、适应和从冲击或干扰

中恢复的能力[2]。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

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风险日益加

剧，乡村问题逐渐受到重视，韧性开始被用于

乡村研究。学者们提出乡村韧性的概念，即乡

村应对由社会、政治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

力和扰动的能力，受到外界干扰还能保持正常

运转状态、吸引资源集聚从而积极应对挑战和

变化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态系统应对灾害和从

灾害中恢复的能力[3-5]。此外，部分学者基于乡

村居民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反应，总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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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韧性的特征[6]，进一步分析乡村韧性的影

响因素，包括乡村内部的生态环境、农民的归

属感、乡村就业和经济发展状况等[7-8]，研究总

体聚焦于乡村政策与管制、气候及自然灾害对

乡村韧性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以韧性理念为指导，提出乡村

人居环境作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巨系统，承载

着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9]，是乡村系

统物质空间反应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协调

发展乡村社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双重矛

盾[10]。部分研究针对实际乡村案例或乡村系统

进行相关的韧性评价，确定评价指标并建立不

同的评价模型；研究乡村聚落韧性的影响因素

及作用机制，建立韧性发展的框架[11]61， [12]8；从

产业选择、产业布局、设施配套和组织治理等

方面研究乡村韧性发展策略等[13-14]。

总体而言，乡村韧性可理解为乡村系统通

过调整内部要素、结构等方式应对干扰，从而

促进系统由原有的均衡状态向新的均衡状态

转变。而研究乡村韧性，就是研究乡村发展过

程中面对内外部影响所展现的稳定性、抗风险

性和抗冲击能力。目前，对乡村韧性的研究多

集中在乡村韧性的应用领域、社会—生态层面

对乡村韧性的影响、乡村韧性评价3个方面[15]。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落实，对乡村系统

的韧性展开深入研究变得愈发重要，但当前对

于韧性的研究多着重于城市地区，对乡村韧性

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不同地域特征、不同发

展背景下乡村韧性的研究尚显不足。

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个

省份，共有147个县（包括县级市和自治县）、

1 628个镇、722个乡和28 681个行政村，乡

村聚落多呈现集聚形态，规模较大的集中在中

部的东北平原，南部分布密度高于北部，并且

呈现出由边缘向内部地区逐渐降低的空间规

模分异特征[16]。

由于东北地区具有特殊的寒地气候环境

和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乡

村分布与形态、数量与规模、空间功能组织以

及文化与历史等方面的特征都区别于其他地

域的乡村[17]，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本文以寒

地乡村为研究对象，对寒地乡村韧性进行解

析，并从规划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韧性提升策

略，以期为乡村韧性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研

究基础。

1  寒地乡村韧性构成及存在问题

不同学者对于乡村韧性的构成存在不

同视角的认识，但是较为公认的乡村韧性包

括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工程韧

性[18-19]，[20]99，还有学者认为乡村韧性还应

包括文化韧性[21-22]和制度韧性[23]。笔者以既

有研究为基础，结合寒地乡村建设发展实际

情况，主要聚焦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

性、文化韧性和工程韧性等方面，针对寒地

乡村韧性开展定性分析并发现存在的问题。

1.1  生态韧性

自然生态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提供了

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22]130。生态韧性

作为对生态系统不断优化的一种动态时序能

力，能够降低乡村生态脆弱性，使乡村人居环

境具有适应突变扰动以及缓慢变化的能力，

更好地应对灾害危机，并及时恢复健康和稳

定[11]62。寒地乡村生态韧性包括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两个方面。

寒地乡村的自然资源丰富，乡村耕地总

计近4亿亩（约26.7万km²），草原近7亿亩（约

46.7万km²），林地约6.8亿亩（约45.3万km²），

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22%[24]。耕地和草地分布

于平原和台地、丘陵、山地，林地分布于山地

和丘陵[25]。寒地乡村主要分布的东北平原是全

球3大黑土地之一，其黑土区占全球黑土总面

积的12%，是宝贵的耕地资源，也是世界上最

肥沃的土壤之一[26]，适于多种作物生产，也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林地和

草地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大兴安岭、小兴安

岭和长白山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森林蓄积量

最多的天然林区。寒地乡村温带草地面积大，

类型多，牧草资源丰富，是重要的天然生态屏

障和畜牧业基地。东北地区被列入国际湿地公

约保护区名录的重要湿地有18处，约占我国

的1/3，同时东北地区也是我国内陆沼泽湿地

分布面积最大的区域，沼泽湿地占全国湿地面

积的48.3%[27]，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平衡，维持区域水平衡，是国家重要的生

态屏障。但是近年来，寒地乡村黑土区可开垦

耕地面积逐年减小，高强度利用导致土地肥力

透支，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森

林采育失调，林区面临产业发展和居民生产生

活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挑战[28]，而对湿地的开垦

和对地下水的抽取灌溉又使湿地面积减少，水

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明显降低。草地退化严

重、面积锐减、生产力下降[29]。这些问题都降低

了乡村的生态韧性。

寒地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江河

水质情况近年持续向好，林场、草原和湿地对于

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土

壤环境污染方面，寒地乡村整体处于中低风险

水平，有少部分地区镉、汞超标[30]。此外，自然灾

害给乡村人居环境带来的问题不容小觑。低温

冷冻和雪灾等自然灾害在东北地区乡村时有发

生，甚至2022年共有1.12亿人次受灾，这对经济

方面和社会方面都造成巨大损失[31]。冬季当积

雪阻塞道路时，会影响燃料、生产原料、牲畜饲

料、农产品和食品的运输[32]。洪灾和内涝也是寒

地乡村较为常见的自然灾害，导致房屋、道路、

农田和各类设施受损，使得农作物面临减产或

者绝收，同时危害乡村居民的健康。此外，地质

灾害也是东北地区乡村中值得关注的自然灾害

之一，如2022年黑龙江等地受到泥石流灾害，

1万多hm²农作物受灾，造成2千多亿元的直接

经济损失。不良地质条件如侵蚀沟的发展会侵

吞耕地、阻碍交通和耕作，并且还会增加河流泥

沙，诱发自然地质灾害，使寒地乡村生态韧性变

差，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1.2  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是农业系统在诸如自然灾害、

政策导向和市场变化等客观存在的外界干扰

下，保证其原有特征不被抹除和关键功能不会

丧失的能力。乡村经济韧性主要包括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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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御风险恢复能力、适应组织调节能力、转

型创新能力3个方面[33]。抵御与恢复能力与乡

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状态有关，乡村产业经济体

量越大，面对干扰的抵抗恢复能力就越高；适

应调节能力强调乡村在承受干扰后能够及时

调节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做出相应准确的变

动；创新转型能力则是指在经过整治后，乡村

的经济系统能否快速定位到新型高效的经济

发展路径。

寒地乡村农业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东北平原幅员辽阔，黑土耕地资源丰富，

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较高，常年粮食人

均产量远高于同期全国的人均水平，农产品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享誉国内外，并且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链，农业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畜牧业和

林下产业等也是寒地乡村的重要产业，与农

业共同为经济韧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

与发达地区相比，寒地乡村经济发展还是相

对滞后，经济实力较弱。一方面，农业在规模、

专业生产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生产要

素有所不足，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持续发展，

农民增收速度较慢。另一方面，乡村产业仍以

传统农业为主，产业类型单一，产业结构处于

严重失衡状态，非农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现

状亟待改善[34]。与此同时，近年来东北地区乡

村人口不断流失，2010—2020年间乡村人

口减少31.4%，远高于全国21.6%的平均水

平，净外流人口高达1 057.2万人[35]91，由此带

来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的短缺极大影响了寒

地乡村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寒地

乡村的经济韧性。

此外，寒地乡村以大江河、大湖泊、大平

原、大湿地、大森林等独特的自然风光闻名于

世，特有的冰雪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对国内外

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

良好基础。一些寒地乡村充分利用季节特性，

整合夏季和冬季旅游资源，推出森林之旅、湿

地之旅、名湖之旅、民俗之旅、冰雪之旅等乡村

旅游线路和产品，为寒地乡村的产业转型和经

济发展提供支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同时，

也可以带动乡村地区周边民宿餐饮等服务行

业的发展，增强乡村地区的经济韧性。但是，

目前寒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刚起步，尚存在规模

小、类型单一、服务落后、同质化经营等问题。

总体而言，从经济韧性的视角出发，寒地

乡村产业经济的抵御风险恢复能力、适应组织

调节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都有待提升。

1.3  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强调对社会造成影响时的抵御

能力和恢复能力[36]，主要表征在人力资源和社

会组织两个方面。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

革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下，若人力资源适度流

动、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则乡村社会系统具

有韧性。

乡村社会韧性关注的本质是居民，居民是

乡村社会网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人力

资源还是社会组织，乡村社会韧性都离不开乡

村中的人。然而近年来，东北地区乡村人口流

失严重，乡村处于净流出状态已长达20年[37]，

其中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乡村人口流向省外的

现象尤为严重，黑龙江省在以往的10年间乡

村人口甚至减少了35.5%[35]91。人口外流导致

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减少，且流失的人口以人力

资本水平较高的青年劳动力和农村户籍人口

为主。当前虽然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但东北地区的乡村青壮年人口

仍不断流失，老年人滞留乡村，老龄化问题尤

为突出，年龄结构上出现“空心”问题。乡村

社会组织单一，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乡村居

民在乡村公共事务参与方面，无论是参与的动

力和参与的能力都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

社会韧性的缺失。

1.4  文化韧性

文化韧性一般多在社会学领域被强调，

主要是指文化系统在受到冲击和侵袭后系统

演进升级的能力[38]。作为昂昂溪渔猎文化和新

开流石器文化的发祥地[39]，地处东北地区的寒

地乡村拥有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一定的历史

延续性和独特性。受到严寒气候、地域环境和

历史传承等方面的影响，寒地乡村拥有特殊的

农耕文化、休闲文化、冰雪文化、居住文化、饮

食文化和少数民族渔猎文化，也有诞生和发扬

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二人转娱乐文化和近年来

兴起的网络直播文化，乡村居民有豪爽、乐观

和大气的性格。

寒地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建筑及场所

空间，但是目前寒地乡村存在文化建设资金投

入不足、文化服务设施分布不均且内容同质化

等问题。此外，寒地乡村居民自身文化水平有

限，缺乏保护、传承、利用和建设寒地乡村文化

的思维和能力，乡村文化韧性有待提升。

1.5  工程韧性

乡村工程韧性是指面临如地震、火灾、雪

灾等自然灾害时，乡村能否及时获取外界救援

物资的能力，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后乡村开展救

治的能力，以及乡村能否及时预警、降低灾害

影响的能力，多数表征在乡村预防灾害或抵御

灾害影响的设施储备状况[20]100。

由于寒地乡村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为落

后，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与城

市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卫生厕

所、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更为重要的

是，面对气象和地质等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

件时，各类防灾预警设施在类型、数量及运行

机制等方面均显现出明显的不足，且受到干扰

后难以快速恢复。此外，乡村公共卫生服务设

施存在数量不足，配置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

的短板，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滞

后，没有构建起完善的乡村基层公共卫生安全

网络，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难以充分

发挥预警、防控和救助作用，不仅直接威胁到

基础设施状况和居民的人身安全，还会对乡村

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2  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意义和影响因素

剖析

2.1  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意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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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寒地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Fig.1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lience in cold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

要求。东北地区国土面积辽阔，寒地乡村数量

多且分布广泛，寒地乡村振兴是国家整体乡

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韧性提升对于

推进寒地乡村可持续发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东北地区拥有世界3大黑土区之一

的东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

储备基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寒地乡村承载着国家粮食

生产的重大责任；东北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自

然资源丰富，是祖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也是重要的生态碳汇库，寒地乡村还承载

着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重要责任。寒地乡村

人居环境的韧性提升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推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

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影响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因素

基于寒地乡村韧性现存问题进一步分析

总结其影响因素（见图1），为韧性提升和优化

提供参考。

（1）区域性经济衰退是影响寒地乡村人

居环境韧性提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东北地

区出现持续性的区域性经济衰退，虽然当前经

济处于平稳恢复中，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得到

提升，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城乡经济发

展的整体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政府对于

乡村建设的资金投入远远不足，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无法满足寒地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和灾害

防范的需要，制约经济韧性、工程韧性、社会韧

性和文化韧性的提升。今后寒地乡村发展应改

变传统发展模式，与中心村、周边乡村建立分

工协作，实现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经

济对外开放度，打造“精而特”的产业发展路

径，以确保寒地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

力，推动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2）寒地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提升面临

人口规模收缩带来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

展持续走低影响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另一方

面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和气候环境严酷导致乡

村人口不断外流。人口规模减少势必影响经济

发展，又会导致经济水平的下滑，而经济下滑

则会加剧人口的外流。当前寒地乡村应明确精

明收缩的发展战略[40]，同时也要科学制定人口

发展策略，遏制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的持续收

缩。此外，采取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并发展

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或者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以防止东北地区人才的持续外流。这些对

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都会产生较大

的推力。

（3）寒冷的气候环境是影响寒地乡村韧

性提升的挑战。东北地区寒地乡村处于温带与

寒带之间的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寒冷的气候环

境降低了乡村人居环境的宜居性，对于乡村人

居环境的生态韧性产生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了

社会韧性和工程韧性，但同时也是特色产业发

展和地域文化积淀的机遇，利用得当会对经济

韧性和文化韧性产生一定的促进提升作用。

3  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规划响应路径

规划是提升乡村韧性的重要措施，通过

规划的有效干预能够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抵抗

风险的能力，因此探讨寒地乡村韧性提升的规

划响应路径，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是

十分必要的。

3.1 依托韧性评价识别风险

传统乡村规划思考模式与现实寒地乡村

建设发展不匹配，严寒地区现行的乡村规划

难以应对愈加复杂的韧性风险问题；模式化

的、侧重于单一目标导向的乡村规划思维也

不足以应对自然及人类活动扰动对动态发展

的乡村人地关系带来的冲击。笔者学术团队

根据评价模型计算黑龙江省117个县域单元

的乡村暴露性、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阈

值，发现黑龙江省乡村脆弱性程度较高，且县

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41]。明确国土空

间治理背景下乡村韧性的风险表征，得到的

乡村韧性评价结果与目前“双评价”相互补

充，有助于完善县、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评价

体系，对黑龙江省乡村地区的国土空间治理

目标及发展定位和空间用途管制有一定的指

引和修正作用。

提升寒地乡村韧性，首先要摸清韧性底

数，因此开展乡村韧性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应

结合地域特点和寒地乡村人居环境的现状，构

建韧性评价体系，针对寒地乡村开展韧性评

价，并将其作为乡村韧性提升与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衔接的纽带。

依托寒地乡村韧性评价结果，进一步深

入识别当前寒地乡村韧性所面临的风险类型，

明确风险等级，全面系统地分析乡村发展的短

板因素和存在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对国土空间

规划“双评价”进行校验、补充和完善。从国

土空间规划视角出发，乡村韧性的风险识别能

够反映乡村地区生态环境、经济产业、社会文

化和工程设施等方面的潜在问题。

3.2  整体提升与重点提升相结合

寒地乡村韧性的提升，既需要实现整体

韧性的综合提升，也需要明确韧性提升的重

点。一方面，乡村韧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寒地

乡村韧性的提升应是全面提升乡村抵抗不同

风险和不同扰动冲击的能力，包含多个维度韧

性的提升。既应考虑洪水、地震、泥石流、火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短期、快速的灾害性冲击

对乡村人身安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造成的

致命性破坏，也应考虑人口外流、老龄化、空心

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长期、缓慢型的冲

击对乡村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带来的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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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影响。另一方面，寒地乡村韧性的提升虽然

整体需要面对区域性经济衰退、人口规模收缩

和寒冷气候环境的重大挑战，但是位于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的寒地乡村面临的韧性风险各不

相同，需要结合寒地乡村韧性所面临的风险类

型和风险级别来判定乡村韧性提升的重点，明

确乡村韧性提升的主次和时序，并采取相应的

提升策略。

当前寒地乡村的重点是要实现“精明收

缩”，妥善应对“收缩型乡村”。应遵循城乡共

生融合发展的收缩目标和存量减量收缩的原

则，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对乡村地

区进行“精准提升”，生态修复，退耕还林，同

时鼓励人口向“宜居、宜业、宜游”的地区集

中，实现有效集聚；同时，根据寒地建设条件、

文化、产业及交通条件等，综合选择适宜的中

心村，打造特色乡村。寒地乡村可以结合自身

特色及现有的黑土、林、草、湿地资源，构建自

身特色产业体系，推动农业形态创新，促进传

统单一的农林业生产功能向经济、生态和服务

等多功能转变，打造具有寒地乡村品牌特色的

绿色产品，同时带动农林产品加工、冰雪运动、

旅游消费等产业的发展。

3.3  将韧性提升逐级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随着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

进一步推进，以韧性理念为指导，将韧性提升

作为重要目标融入不同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

中显得愈加重要。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

注重战略性和导向性，市县层面的国土空间

规划注重统筹谋划、分解落实，乡镇层面的规

划侧重实施性和精准性，村庄层面的规划注

重落地性[42]43。寒地乡村韧性的提升应依托国

土空间规划，明确不同层级规划的工作任务，

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于韧性提升的任务

承接（见图2）。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保证国家战略的传导

落地，严格划定“三区三线”，提升乡村生态韧

性。根据气候条件及资源禀赋特征，因地制宜

地划定农业发展区，建设保护性耕作示范区，

建立黑土区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寒地黑土区耕

地的保护力度，根据相关政策和战略的实施，

推动永久基本农田的落实、实现耕地的有效规

划，重视保护森林、湿地、草原等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实现生态安全。通过对黑龙江省兴安

岭塔河县、哈尔滨尚志市、虎林市等乡村生态

红线划定的研究[43]219，在划定“三区三线”后，

韧性规划主要针对限制开发区进行规划，防止

城乡建设、农工矿业污染、资源采集等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并且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可以

通过低影响低密度的产业开发，增加地区收

入，为寒地乡村建设提供资金基础。此外，提升

土地集约利用度，根据土地资源特性及分布等

对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利用。

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在严格划定“三区

三线”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城镇和乡村的综合

发展，总体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和公共资

源配置等，以城区为中心，镇为纽带，推进以现

代农林牧渔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发扬东北

地区第一产业的优势条件，实现农业发展、休

闲旅游、绿色生态镇村的融合发展；促进环境

资源的循环利用，采用低能耗的智能产业，结

合新时代网络资源，实现城乡产业融合，打造

现代绿色产业链，重点提升乡村生态韧性、经

济韧性和社会韧性。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在落实上级规划约

束性指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寒地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生态环境，明确寒地乡村产业的发

展定位，细化和完善规划用途分区、全域土地

布局，统筹安排基础设施，提升寒地乡村的生

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工程韧性。以

牡丹江宁安市为例[43]222，为达到生态功能和

乡村功能的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形成乡村生

态服务系统，提高生态韧性的目的，应尽可

能实现乡村系统与生态网络空间和功能的融

合。对用地规模、用地边界和乡村节点进行管

控，根据乡村的规模和区位以及生态环境特

征，划定生态红线范围；根据土地利用情况，

调整和优化乡村土地利用边界；解析乡村及

其农产业与生态网络结构的作用关系，并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来增加乡村系统对生态的适

应能力和修复能力，增加乡村的生态服务功

能。通过调整城乡周边的用地结构及布局来

提高通风系统效能，使严寒气候适应支撑生

态网络，生态韧性稳步提升。

村庄规划是全面提升寒地乡村韧性的主

要载体，应结合村庄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地方特

色，统筹土地、产业、设施和文化资源，编制符

合乡村发展需要的村庄详细建设规划。结合寒

地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短板，完善市政

道路等基础设施，统筹和完善公共卫生设施、

各项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布局，通过对供暖结

构优化、对公共空间进行气候适应性设计、控

制公共空间服务半径、完善场所空间建设等规

划策略提升工程韧性[44]。此外，由于寒地乡村

具有浓重“乡土社会”的性质，政府可以根据

公众需求，提出适于公众参与的设计方案和实

图2 寒地乡村规划分级编制要点
Fig.2  Key points of gradation of rural planning in cold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在参考文献[42] 43基础上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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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途径，并通过“补贴”或“奖励”制度吸引

公众参与建设。

4 结语

乡村是一个主体多元、要素复杂的大系

统，乡村韧性的研究对于解决乡村现存短板问

题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聚焦寒地乡村，基于既有相关研究，从生

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文化韧性和工程

韧性等5个维度出发分析并发现问题。结合当

前国土空间规划背景，提出适于寒地乡村人居

环境的韧性提升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乡村韧

性的提升涉及多个维度，因此应加强多学科领

域的交叉研究，为乡村韧性研究提供更具科学

性的理论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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