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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Beigou Village in Beijing

提升乡村社区韧性的规划策略探讨*

——以北京市北沟村为例

闫  琳   王月波   荣  钰   麦贤敏   YAN Lin, WANG Yuebo, RONG Yu, MAI Xianmin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后半程，乡村社区面临多重复杂的挑战与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乡村社区系统独特的自适应

性与自调节性相关“社区韧性”问题引发多方关注。在乡村规划中如何提升社区韧性尚需学界深入研究与探讨。以北

京市北沟村规划实践为例，通过对乡村社区韧性的概念解析与既有文献研究，提出基于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4个维度

分析乡村社区韧性特征与变化的思路，构建提升乡村社区韧性的规划策略框架。北沟村多年规划实践表明，在乡村规划

中充分尊重乡村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度保持乡村社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能够有效地逐步修复和提升乡村社区的综合

韧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With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rural communities are facing multiple complex challenges and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development needs. The unique adaptability and self-regulatory "community resilience" of the rural community system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ow to enhance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rural planning needs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lanning practice of Beigou Village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studies the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proposes the idea of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based on four dimensions 

of ecology,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so as to construct a planning strategy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Years of planning practice in Beigou Village show that fully respecting the basic law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planning and appropriately maintaining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can effectively gradually restore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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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社会治理与规划领域中，乡村社区

发展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备受关注的议题。近年

来，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

村空间规划实践广泛展开，面对乡村社区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研究者们对乡村社区系统独特

的自适应性与自调节性给予了更多关注，社区

韧性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乡村社区的韧性特征亦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独

特性。针对乡村社区韧性的研究在西方社区研

究中具有深厚的基础，而我国独特的乡村社会

系统，在很多维度上与之既有呼应，也有差异。

本文以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规划实践

为例，尝试对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特征与变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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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乡村社区韧性形成概念示意图

Fig.1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in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行解析，探讨北沟村规划中提升乡村社区韧性

的规划策略及实施效果，以期为韧性乡村规划

实践提供借鉴。

1   乡村社区韧性的概念与研究基础

1.1   概念解析与国外相关研究

“韧性”概念源起于物理学与机械学领域，

扩展到多个学科借鉴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

重要理论概念之一[1]，是指事物受到外力影响

或冲击后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我恢复能力。

从1970年代霍林[2]提出“生态韧性”的概念，

到1990年代的“社会—生态”韧性研究[3-4]，促

成了后来布朗等[5]提出社区韧性概念，强调“社

区居民在不利条件下共同协作的能力”。

21世纪初，英国学者尼尔•阿杰等[6]将韧性

思维应用于乡村社区领域，此后学者们开始系

统研究乡村社区中的韧性特征，其中生态、经济

和社会是最常见的3个研究方向[7]。生态韧性视

角主要研究人类社区在自然与人为灾害中可以

持续存活的因素，以及通过安全防灾工程等建

设提升“被动反应能力”的做法[8-14]；经济、社

会韧性视角则研究人类社区通过保持社会结

构抵御外部扰动的能力等，更加关注社区作为

人群组织的“主动反应能力”。例如，面对经济

衰退、社会组织衰落等，社区通过集体协作和个

人行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和开发社区的资

源来适应变化或做出转变，而社区居民间的良

好沟通关系、社会组织等社区社会资源网络对

增强社区韧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5-17]。此外，

一些其他视角的研究，如部分个体对社区的重

大影响、社区组织的幸福度、归属感、包容性等

要素，也对社区韧性有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

些可归类为文化或感知等层面的要素。乡村社

区韧性研究整体呈现“系统性”和“多维度”

特征。

1.2   国内相关研究基础

国内对乡村社区韧性的相关研究比较丰

富，大多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角度切入，研究

在我国独特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乡村社

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征的变化以

及如何实现自我适应和自我调节的过程等。从

城乡规划角度开展乡村社区韧性特征研究起

步较晚，近5年学者以乡村社区韧性为主题的

研究开始逐步增多。其中，董晓婉等[18]较为系

统地综述了国际乡村社区韧性研究的概念与

应用；魏艺等[19-22]针对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特征

要点提出若干行为模式重构；丁金华、刘善崇

等[23-29]结合国内乡村社区规划案例展开具体

方法论的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对乡村社区韧

性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典型个案的深度分析，为

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从一个时间截面进

行的理论研究，或针对某一地区开展的特殊发

展模式研究，缺乏从城乡规划学科视角出发基

于较长周期来探讨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的变化

特征，并探讨已有乡村规划如何影响乡村社区

韧性的研究。在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城乡结构显著变化的新阶段，相关研究需求愈

发迫切，亟需进一步探索如何系统地认识影响

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的关键因素，并通过规划修

复和加强乡村社区韧性。

1.3   乡村社区韧性的特征概述

许倬云[30]在《万古江河》中提出，中国文

化的核心特征是一种广博的兼容并蓄，尤其是

在外来要素的介入和冲击下，能够通过自我调

整、吸纳、混合而达成一种新的社会融合与文

化共生。乡村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母体和最长

久的社区载体，充分体现了这种特性：在空间

维度上，我国乡村社区保留着与地域生态紧密

相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时间维度上，则展

现了一种不断应对外界影响而呈现的混和与

适应并最终形成融入与演替的稳定性。这种不

断冲击融合的相对平衡状态，是我国乡村社区

韧性特征的核心表现（见图1）。

借鉴前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我国乡村

社区而言，这种根植于地缘和血缘的自适应性

与自调节性，受到地方生态本底、经济条件、社

会历程和文化积淀4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在我

国乡村社区发展的演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驱

动作用，更是持续支撑乡村社区应对外来冲击

的重要能力[31-32]。因此本文将从生态、经济、社

会、文化4个维度对我国乡村社区韧性特征与

变化趋势进行研究。

2   乡村社区的韧性特征与变化

2.1   生态韧性：从“天人合一”的朴素选址

        到“人定胜天”的空间改造，坚而不韧

乡村社区是人类社区中“生态熵值”最

高的地区。生态系统本身的平衡适应性以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乡村社区的生态韧

性。从我国传统村落的格局中可知，乡村社区

一直遵循着朴素的、“天人合一”的选址建造

模式。例如，在水系发达地区，村庄选址往往

采用“远干流、近支流、居高避洪”的原则[33]；

在山区，村落背面山上的树木总是最茂盛，那

是为防风固土、保障安全的风水林；在村庄内

部，房屋大多顺应水系或地势而错落布局，既

减少了对地质结构的破坏，更大幅降低了房

屋建造成本；村内的河道、水塘、树林也往往

被保护得很好，承载了较多的生态廊道和栖

息地功能。这些村落格局中展现出的对大自

然的敬畏之心，以及与自然契合的建造模式，

具有强大的生态韧性。

但随着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凭借工

业化的支撑，部分乡村建设模式开始转变，以

强大的掌控力和与自然对抗的方式进行乡村

布局及建设。以交通出行、产业需求为出发点

的空间选址，以集约用地、集中规整为原则的

空间布局，以经济效率和建设成本为标准的

建造模式，以追求效率而开山平坡、硬化处理

等的村庄建设，虽改造了自然生态格局、改善

了人民的生活便利度，但往往还是需要构建

更强大的人工安全系统。例如，某山区生态搬

迁村为了扩展村庄用地填平了原有的泄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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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结果导致某次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大

量房屋，后续规划不得不重新挖筑新的防洪

沟（见图2）。可见，在“人定胜天”的空间改

造思路下，乡村社区的生态韧性看似更加“坚

固”，但在韧性方面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2   经济韧性：从多元互补的复合经济到单

        化农业经济，脆而不韧

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乡村社区的经济业

态其实一直是非常丰富的。由于一家一户小农

经济的回报非常低，农民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

增加一些副业或者兼业来实现家庭收入的稳

定，所以在很多传统村落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木工、瓦匠、铁匠等手艺人，以及豆腐、酿酒和

副食买卖等传统商业。这些业态在当前很多乡

村社区仍然普遍存在（见图3）。这种业态的复

合化在美国、日本等地区也曾经大量出现，很

大程度支撑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34]。各产业环

节的互补使得乡村社区在不同空间层面都实

现了自给自足，大幅提升了乡村社区和农户家

庭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传统乡村社区的经济

韧性特征相对而言是比较明显的。

然而随着我国城乡产业政策的几次重大

变革，我国乡村地区的业态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乡村不仅长期作为城市农产品的主要供给

地区，而且产业越来越走向单一化。20世纪

八九十年代鼓励村镇工业发展的政策带来乡

村工业的繁荣，也出现一定的混乱。此后，国家

对乡村工业的严格限制，以及城镇化主导下的

城乡剪刀差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成为农民在

乡村几乎唯一能够长期从事的职业，其回报

率也在不断下降。一些乡村规划尝试进一步从

“规模经济”视角大力倡导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结果往往是农产品的品类越单一，其面临自然

灾害和市场动荡的风险越大，甚至某种农作物

的丰收可能反而会带来产品收益的大幅下降。

而一些单纯依靠旅游服务发展起来的村庄，也

长期得不到可持续的产业动力，乡村产业链的

断裂，使一二三产融合变得十分困难，单一而

脆弱的经济结构削弱了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也反映了乡村社区经济韧性的下降。

2.3   社会韧性：从人群混杂的复杂社会到单

        一群体的社会改良，纯而不韧

乡村社会的核心组成要素是人。历史上我

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通道是开放的、顺畅的，一

方面大量乡村人口可以通过考试、务工、经商

等途径走出去，实现多元的社会就业；另一方

面也有很多人在退休后仍然可以选择告老还

乡或回家种田，也带回大量资源、人脉和信息。

因此传统乡村社区的人群身份是十分多元的，

社会关系也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但传统的宗

族血缘关系又恰恰消解了这种复杂关系，保持

了乡村社会的持续稳定，并在融合中促进了乡

村社区的繁荣。因此，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具

备良好的韧性特征。

然而随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乡村

社会人群构成在一次次“改良”中变得更加

“纯粹”，而部分城乡规划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一些地区为提升土地效率和价值进行撤村并

点，打破了乡村人群的社会关系；城乡户籍和

土地制度的壁垒又限制了城市人群回乡的机

会，将人力资源和信息阻隔在村外；还有一些

规划通过把农村人群“搬出去”，将乡村建设

成为仅供游客游览的景区或高端酒店等。其带

来的后果是乡村社区人口构成越来越单一，不

仅削弱了乡村自身的发展能力，更难抵御外部

动荡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大量

乡村产业倒闭，缺少就业岗位和经济支撑的乡

村社会问题凸显。可见越纯粹的乡村社会结构

越脆弱，乡村社区韧性正在严重弱化。

2.4   文化韧性：从乡土文明的自发生长到城

        市文明的强势植入，美而不韧

“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根，蕴含着农民

对生活最真实的努力与拼搏，同时也包含着最

淳朴的隐忍与坚强。这种基于传统道德、理法

和规矩而形成的文化共识拥有强大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多种外来文化

的冲击下更具有重要的缓冲和消化作用，成为

乡村社会演变过程中最稳定的磐石。很多传统

村落发展都体现了乡土文化与时代新文化的

融合，如一些外来商贾在本地做买卖、建大宅

带来的商贸、医药、市井文化，或一些文化名人

归隐田园后带回的建筑、诗歌、美学文化等，逐

渐与村内文化融合后形成新的文化传承。

然而，当前城乡文化的割裂与价值导向

的单一化，却使乡村社区中原本的文化稳定性

受到巨大冲击。一些乡村规划与建设方式更强

化了这种城市视角的价值评判。从早期乡村建

图2  某山区村庄规划改造被占用的沟道

Fig.2  The occupied channel of a village is planned to be reconstructed
资料来源：笔者规划实践案例。

图3  福建省长汀县塘背村的传统乡村集市和手工豆腐坊

Fig.3  The village market and handmade tofu shop in Tangbei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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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的“城市模版”到当前一些“求新求特”

却与周边环境十分不搭的网红建筑，还有精美

如盆景一样的乡村环境、高端却大门紧锁的院

落会所、闲置的文化书屋或健身器材等，不仅

失去了乡村原本的文化味道，更疏离了乡村社

区的关系网络，造成乡村年轻一代的迷茫与焦

虑，大幅削弱了乡村社区的文化韧性。

2.5   规划与乡村社区韧性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我国传统乡村社区

具有鲜明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韧性，然而

在复杂的城乡发展过程中，在追求效率和秩序

的目标导向下，我国乡村社区的韧性正在呈现

持续削弱的趋势，这给乡村规划带来一定的困

难与挑战。因此，如何遵循乡村发展的基本规

律，并通过规划逐步修复和提升乡村社区的综

合韧性，是乡村规划领域亟待回答的问题。笔

者将结合规划团队多年来在北京市怀柔区渤

海镇北沟村开展的一系列规划实践工作，尝试

从上述4个视角探索提升乡村社区韧性的规划

策略。

3   提升乡村社区韧性的北沟村规划实践

     探索

3.1   北沟村基本概况及特征

北沟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东北

部，距怀柔主城区约14 km、距北京中心城区

约60 km。村域面积3.34 km²。东部邻慕田峪

长城景区仅0.9 km，与慕田峪村、辛营村和

田仙峪村共同组成“长城国际文化村”群落

（见图4-图5）。

生态环境方面，北沟村位于慕田峪长城脚

下的一条山谷尽头，村落依山就势。村域内拥

有近9 000亩（6 km²）的山场，大部分为板栗

林。每年6、7月板栗开花时节，满山遍野栗花

飘香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景致。但同时北沟也是

地质较为敏感的山区沟谷，一条自然冲沟自北

向南穿村而过，周边也有山洪、泥石流和地震

等不稳定因素，村庄建设空间十分有限。

经济产业方面，作为一个传统山区农业

村，长期以来村民就业和收入主要依托板栗、

核桃等林果种植产业，收入并不高。自2010年

起，以萨洋为代表的国外建筑师依托长城资

源，开始在村里启动了乡村餐饮、酒店与民宿

产业，从而带动了北沟的乡村旅游业发展。经

过约10年时间和多次产业升级换代，这里已经

成为北京市最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村民

的就业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包括民宿接待、特

色餐饮、房屋出租和劳务输出等多种类型。

人口社会方面，北沟村共148户，常住人

口多年来保持在约300人。从2007年到2022

年，村里人口结构出现明显老龄化特征，年轻

人和儿童的人数占比持续下降。2022年，60

岁以上老人已经占总人口的29%，预计10年后

将接近50%。近几年，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

多元化，人口还呈现回流和增长态势，已经从

340多人增长到接近400人。加上一年上万人

次的常态化游客，村内日常人气十分活跃。

文化特色方面，北沟村在村内能人带动

下，经过多年的社区治理与内外融合，形成“长

城国际文化、传统儒学文化、板栗种植文化、乡

村民宿文化”等突出的文化名片，已经成为北

京近郊乡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多年来，北沟村获得众多优秀称号，长期

保持着较好的社区发展状态，极大程度地保留

了村庄社区的“韧性”特征。笔者团队自2007

年起为北沟村持续开展了10余年的规划服务，

完成了3版不同类型的村庄规划及各类专项规

划，不仅系统观察了该村庄社区的演变过程，

更是作为责任规划师持续尝试在规划干预和

社区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基于多年跟踪服务实

践，本文尝试探讨通过适度保持复杂性来保护

和提升乡村社区韧性的规划思路。

3.2   生态韧性规划策略：充分尊重生态系统

        的自生性与多样性

北沟村独特的生态特征是一把双刃剑，持

续的发展需求和有限的发展空间是始终存在

的矛盾。村内也曾经因用地不足而出现部分挖

山填沟的做法，导致村庄生态压力持续提升，

促进了村庄管理者的反思。

在历次规划中，规划团队首先提出的就是

要以保障生态和安全为根本，充分尊重生态系

图4  北沟村区位图与鸟瞰图

Fig.4  Location and aerial view of Beigou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团队北沟村庄规划成果。

图5  北沟村河道采用的相对自然的改造方式

Fig.5  A more natural transformation method for the river channel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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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自调节能力，摒弃盲目改造自然的思想，积

极探索生态适宜性的建设模式。在村落发展空

间的选址上结合生态评价，守住生态红线，避让

和预留生态廊道。空间布局上尽量考虑如何实

现对自然系统的最小冲击，尤其不可破坏水脉、

土脉和文脉，同时进一步锚固村落安全防护系

统，重疏不添堵。在村落建设中尽量减少对本地

自然要素的冲击，依山就势、因地制宜，通过更

细致的规划和竖向设计减少填挖土方，重点是

减少过度的人工干预，预留生态缝隙。

例如，在针对村内现有的行洪沟整治过程

中，以增强村内行洪排水能力、提升河道生态

价值为原则，尽可能遵循原本的河道走向和宽

度，尽可能采用生态护坡组成乡村河道，在使

用相对频繁的村庄中心地区，采用毛石与植被

相结合的方式构成河道弹性生态堤岸。同时，

沿河道种植乡土树种绿化河岸，并通过雨水收

集、截留回用的方法适当蓄水，既可以缓解汛

期村庄路面漫水的问题，也增加了村庄的水景

魅力（见图5）。

3.3   经济韧性规划策略：给予乡村多元产业

        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北沟村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偶然加必然的

共同成果。独特的生态和人文资源吸引了外来

投资建设主体，使村庄开始从传统农业向乡村

旅游转型。但是村委书记很早就意识到，村庄

有限的资源和承载力无法以单一的旅游产业

支撑发展，持续提出将农业与乡村旅游进行一

体化发展的思路。

为支撑这一思路，历次规划分别从“锚

固产业体系、细化资源盘整、倡导多元融合”

几个方面不断细化乡村产业发展策略，提供

更加精细化的产业发展建议。例如，在首次规

划中就提出围绕乡村特色资源、挖掘特色价

值的产业发展思路，倡导围绕生态、文化和空

间3类资源进行多元化产业培育；在第2版规

划中则进一步借助已经初见成效的乡村酒店

和特色民宿，融合开发本地特色农产品和文

化产品，以形成更多元的吸引力；而在最新的

规划服务中则提出着重从宅基地、林场和劳

动力3个角度开展村内的资源盘整（见图6）。

通过细化梳理村内宅基地潜力资源，提出以

房养老、企业代管、村民分红、民宿升级等宅

基地发展策略；通过细化村庄果园林地种植

和产品买卖相关问题，提出委托集体合作社

打理、农旅融合转型发展、林地整体回收经营

3种思路；通过调查了解村民特色民宿经营

中的困惑和尝试，提出借助新媒体和电商运

营方式，鼓励开展民宿打包运营、村民旅游向

导、特色生态产品打造等建议。同时，规划建

议通过鼓励成立村企联合平台公司作为中间

平台，将分散的资源要素快速整合，形成产品

库、资金库、人才库等（见图7）。

3.4   社会韧性规划策略：立足城乡融合促进

        乡村人群的丰富性

北沟村持续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村

庄人口的持续融合与优化。面对与广大乡村相

似的人口流失与老龄化问题，北沟村的带头人

村委书记回乡创业后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要让留在乡村的人实现“尊严地生活”，更要

让乡村成为更多人愿意留下或生活的地区。北

沟村不仅通过良好的乡村环境建设吸引了外

国人、外来企业、城里人到村里投资，更是以村

图6  北沟村建设用地使用情况及民宿等级分类图

Fig.6  Construction land use and homestay classification map in Beigou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北沟村村企合作模式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in Beigou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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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名义进行担保、协调，不仅保障了外来

者和村民的共同权益，而且不断督促着村民跟

上时代步伐开展新的尝试。

在历次规划中，笔者规划团队和村里达成

共识，坚持以“嵌入式”的途径让乡村酒店“隐

藏”到村庄的各个角落，通过对外部公共空间

的精细化改造，既保持了乡土味道，又持续让

村民与外来人群进行充分沟通；通过对村内大

小停车空间的精细化改造，营造可以相互置换

的停车空间与村庄休闲空间；通过见缝插针的

特色建筑、环境节点、景观小品的建设，实现移

步换景，提升村庄吸引力。

10多年来，村内设施逐步升级，从特色小

餐馆到乡村高档餐厅，从传统农家乐到特色精

品民宿，从村民大戏台到乡村艺术美术馆，到

北沟村的人越来越多，回北沟村的人也越来越

多。目前北沟村已成为一个人群混合、产业多

元的村落（见图8）。可见，在城乡融合的新时

代，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城乡大结构去思考

人群真正的“改良”，这种改良需要人群的持

续融合与更新[36]。

3.5   文化韧性规划策略：延续和彰显中国乡

        土文化的价值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每个地方都有让大

家留念的东西，不要小看这种幸福感，因为这种

幸福感能留得住人。”北沟村的独特魅力使得

村民对本村有自豪感、归属感与幸福感。北沟村

规划通过空间设计手法、乡村传统文化教育宣

传、多种文化与交流形式等提升文化韧性。

图9  北沟村村庄环境提升设计图

Fig.9   Environment enhancement design of Beigou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北沟村休闲农旅新村民组织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w villagers' organization 
for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Beigou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多年来，规划始终坚持要充分挖掘和彰

显村庄特色文化价值，通过多种空间设计手

法融入彰显乡村特色的环境要素与符号，围

绕村里的石磨、地窖、大槐树、石头墙等历史

要素，营造朴素但充满记忆的文化场所，不断

强化村民对乡村自身环境美感和文化价值的

认同（见图9）。同时，协助村集体通过文化观

影、老年食堂、日常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乡村

传统文化教育和宣传，并与时俱进地引入多

种文化活动与交流形式，如组织登山徒步、生

态骑行、山林观星、自然教育等，让乡村文化

在更开放的文化碰撞中进行产业的融合、人

群的融合，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融

合，产生更大层面的文化认同。这恰恰成为北

沟村文化的持续生命力。

4   结语

在既有乡村韧性的研究文献以及北沟村

的实践案例中，可见乡村社区是人类社会“真

实世界”的微观缩影，它显然不是一个机械化

的、单一线路的发展过程，而是复杂的、多线条

的、多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应对这种具有不

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过度的“精准”显然是难

以实现的，更需要尊重乡村社区发展规律。乡

村社区韧性持续支撑着乡村社区应对外来冲

击，形成相对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在北沟村多年规划实践中，基于生态、经

济、社会和文化4个维度保护和提升乡村社区

韧性的规划策略较好地促进了村庄可持续发

展。笔者规划团队在乡村规划设计和制度系统

中保持较大的开放度，生态维度尊重自然生态

体系的自调节能力，经济维度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的交叉路径，社会维度提升乡村人口的丰富

性，文化维度促进城乡文化的深度融合，发挥

有限技术理性并预留一定的系统“冗余”，为

乡村社区自我修复和自我革新留下空间和时

间。如何通过规划逐步修复和提升乡村社区的

综合韧性，北沟村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未来乡村社区韧性规划策略还有待进一步

实践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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