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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Suggestions of Rural Area Public 
Facilities Provision in Shanghai

上海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特征、问题分析与对策
建议

蔡  靓   胡一诺   王立颖    CAI Liang, HU Yinuo, WANG Liying

如何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是上海市在减量化发展背景下面临的挑战。通过分析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的用地、

人口等相关数据，结合实地调研，分析得出上海市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即紧凑用地下设施布局复合，

设施与人口结构匹配度不足、公共服务品质欠缺等。最后提出以跨越行政边界及链接远端需求的方式整合设施用地，以

底线保障加弹性供给的方式增加特色服务，以政策推动硬件更新及引入社会力量的方式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

质量等对策和建议。

How to improv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megacities is a challenge that Shanghai fac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duction" in construction land.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on land use and population of 30 model villages as well 
as conducting field visits in other village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as 
follows: public facilities occupying relatively small land with concentrated location, mismatch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opulation, and quality gap between demands and needs. Therefore, we raise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in Shanghai: going beyond boundaries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link needs in rural areas; ensuring 
sufficient land supply for basic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and encouraging the use of vacant lots and spaces catering to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utilizing polici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renovate facilities and cooperate 
with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城乡融合；公共服务设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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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覆盖[2]17。

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公共服务的优

化。上海市“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农村公

共服务内涵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大统筹力度，促进更多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

倾斜，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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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从

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提升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1]。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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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乡村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sample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022年8月通过的《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

例》要求市及相关区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加

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推动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均衡布局、提供适宜农村的

养老服务模式[4]。《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

导则（试行）》则更为具体地对乡村地区的公

共服务设施（以下简称“公服设施”）布局和

规模等提出了指引[5]。

但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仍不同程度地存

在供给不足、品质不高、便捷度不够、发展不

均衡等问题。与城区相比，上海乡村配套相对

薄弱，且亟需适应乡村的人口结构变化与未

来发展方向。一方面，随着上海市产业结构调

整与租赁市场价格的攀升，外省市人口正进

一步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散[6–8]。另一方面，由

于本地青年的大量流出，上海市乡村地区尤

其是远郊区乡村的老龄化程度很高。而乡村

振兴又势必需要新访客与人口的流入。面对

乡村人口的结构变化与未来振兴所需的发展

趋势，如何推进超大城市乡村公共服务的提

升是上海市面临的一大挑战。而上海市低效

建设用地减量化的发展背景也要求乡村地区

在提升品质的同时对土地精打细算[9]。

既往村镇公服设施研究主要从公服设施

内涵、供给问题、机制创新，以及需求识别等

方向切入[10]45-46。“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涵

盖了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和生活服务3类[2]2。当前的研究重点仍是由财

政托底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10]44-45，亦有

学者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应从乡村居民

的基本公服诉求出发而非单从供给方来划

分[11]。公服设施的供需因经济发展水平等因

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12]21-22。上海公服设施

研究多是从特大城市的角度切入探究其整体

或片区配置方法[13-14]，或聚焦个别村镇单元提

出优化策略[15-16]。目前仍缺乏从乡村视角切入

对上海市整体乡村公服设施的特征与问题进

行分析的研究。

本文聚焦在上海市乡村公服设施的现状

特征及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下将分3部

分展开论述。

1 研究方法

本文从用地的角度切入探究上海市乡村

公服设施供给现状及问题，以30个样本乡村

数据推测上海市乡村整体情况，并通过上海市

人口数据分析、样本乡村以外的村镇调研访谈

进行验证与补充。

本文公服设施的范围主要参考《乡村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标准》，包含行政办公、商业金融、

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设计、社会

福利等用地类别。除商业金融类用地为市场供

给服务外，其余用地可对应承载基本公共服务

的设施，即提供行政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

的载体。商业类用地数据实际上包含了部分产

业用地，因此在分析时会区分公服设施用地与

不包含商业类用地的基本公服设施类用地。

本文样本乡村均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其发展基础一般不会劣于周边乡村，而其

反映出来的问题应具有普遍性。

数据结果显示，上海乡村公服设施供给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村与村之间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横向比较来看，村庄公服设施的差异

与其行政地位（是否为乡镇驻地）、人口流入

流出情况等直接相关。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一手及二手数据。一手数

据来自笔者对崇明区和浦东新区部分非示范

村的实地调研，包括村委的访谈数据、调研照

片记录、公服设施的问卷数据等。二手数据主

要选取了示范村的公服设施用地面积、公服

设施建筑面积、人口、村庄公服设施分布、需

求调查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本

文的村庄数据来自上海市第三及第四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村庄设计成果文本（50个村庄），

文本成果发布于2021—2022年间，经过数据

整理及筛选，选取了30个包含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及基础人口数据的

村庄作为主要的数据分析样本，其余20个村

庄因缺少数据未能列入样本，其中有9个村庄

提供了建筑面积数据。因二手数据中建筑面

积数据较少，笔者在分析中以一手调研所得

的公服设施建筑面积数据做一定补充。上海

市人口数据则来自上海市统计局的2020年上

海市人口普查年鉴。

该30个村庄分别位于崇明区、青浦区、浦

东新区、奉贤区、宝山区、金山区、闵行区和奉

贤区。 从行政区分布情况来看，除中心城区及

松江区（松江区村庄缺少相应数据）外各区

均有样本村庄分布（见表1）。从地理位置分布

情况来看，样本村庄分布均匀分散（见图1）。

样本乡村人口规模较大，基本为1 000人

以上的大型村乃至3 000人以上的特大型村

（见表2）。

1.2  数据处理

公服设施用地数据来自各村庄设计成果

表1 样本村庄按行政区分布情况

Tab.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villages by administra-
tive distric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行政区 村庄个数
崇明区 10
青浦区 6

浦东新区 5
奉贤区 3
宝山区 2
金山区 2
闵行区 1
嘉定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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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土地使用现状。因统计口径来自成果

单位，各村基本公服设施用地分类不尽相同，

约有8种分类。比较主要的分类有公共建筑用

地、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科教文卫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服设施用地（亦有

冠以社区级、村级），个别村庄分类较粗，采用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包含公用设施用地），个

别村庄分类非常细致，分为社区行政用地、社

区体育用地及社区医疗用地等。本文将以上用

地均列入公服设施用地计算中。公服设施建筑

面积数据在原始数据基础上按《上海乡村社

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分为6类：行政、

文体、医卫、养老幼托、商业及生产类设施。

为方便综合分析，除统计公服设施用地

面积，本研究也计算了公服设施用地面积占建

设用地的比例（公服设施用地/建设用地）、人

均公服设施用地（公服设施用地/常住人口，

公服设施用地/户籍人口）。其中公服设施用地

包含商业类用地，基本公服设施用地则不包含

商业类用地。

2 公服设施供给特征与问题分析

2.1  紧凑用地下的复合布局

经统计（见表3），样本村庄公服设施用地

中位数为2.61 hm²，标准差达到4.42 hm²，而基

本公服设施用地中位数为0.87 hm²，标准差达

到2.05 hm²。可见各村公服设施用地面积与平

均值差异较大。其中半数村庄含商业类用地的

公服设施不足3.00 hm²，基本公服设施用地不

足1.00 hm²。半数村庄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服

用地小于3.50 m²/人。

公服设施用地及占建设用地比例在各样

本村庄间呈现较大的相似性（见图2）。超过

70%的村庄公服设施面积小于5 hm²、基本公

服设施用地面积小于2 hm²，约2/3村庄公服设

施用地及基本公服设施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

在2%以内。

根据样本乡村的数据推测，相当数量的

上海乡村公服设施用地并不大。估计过半村庄

基本公服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2 hm²，约2/3村

庄此类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亦在2%以内，即

使包括商业用地也仍小于5%。其中上海乡村

对于教育设施的集中布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用地规模。对比乡村公服设施规划标准（见

表4），上海公服设施占建设用地比例较低。

对应紧凑的用地，上海乡村公服设施有

复合布局的特点。结合村庄成果文本及笔者实

际调研，上海乡村公服设施呈现核心功能集中

复合、其余功能独立分散的特点，基本以居委

会等公共建筑作为行政村公服设施的主要载

表3 公服设施用地数据指标情况

Tab.3  Parameters of public facilities land use

表4 乡村公服设施规划要求

Tab.4  Planning requirements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表2 样本村庄规模

Tab.2  Population size of sample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17]12

及相关村庄数据整理。

村庄规模 个数
特大型村（>3 000人） 12

大型村（1 001—3 000人） 16
中型村（601—1 000人） 1

小型村（≤600人） 1

指标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公服设施用地/ hm² 3.78 2.61 23.68 0.45 4.42

常住人均公服用地/（ m²/人） 24.78 8.11 326.21 1.34 57.48
户籍人均公服用地/（ m²/人） 28.43 8.36 326.21 2.50 61.84

基本公服设施用地/ hm² 1.53 0.87 10.90 0.12 2.05
常住人均基本公服用地/（ m²/人） 7.28 3.50 31.30 0.34 8.53
户籍人均基本公服用地/（ m²/人） 8.60 4.23 36.84 1.18 9.8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a  样本乡村公服设施用地面积及占比（含商业类）

b  样本乡村公服设施用地面积及占比（不含商业类）
图2 样本乡村公服设施用地及占建设用地的比重
Fig.2  Area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land use and proportion in development lan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指标 小型村 中型村 大型村 特大型村
规模/人 ≤600 601—1 000 1 001—3 000 >3 000

占建设用地比例/% 5—6 6—8 6—10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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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部分村庄现状公服设施布局
Fig.3  Distribution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相关村庄设计成果调研图纸绘制。

体，将行政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等集中配

置，而如学校、卫生院、养老院、健身点等需要

独立占地的则单独设置，往往分散。虽然许多

村庄的公服设施占地小，但基本满足上海乡村

基础配套要求的“三室两点”①。

以崇明区富安村、浦东新区外灶村、宝

山区沈杨村、奉贤区存古村、青浦区章堰村、

金山区新泾村等6个村②的公服设施布局为

例（见图3），均以村委会作为集聚点，综合布

局如老年活动室、卫生室、日间照料中心等设

施，部分村如富安、新泾村存在1—2个次级

集聚点，设置如综合服务点、老年活动室等设

施，分散布置的主要为健身点，能满足村民的

基本公服需求。

进一步分析建筑层面的数据，示范村中9

个村庄提供的公服设施建面数据呼应了用地

紧凑和设施集中复合布局的特点。笔者将数据

与《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

配建要求比对发现，各样本村庄基本满足必配

设施的功能和面积要求，且不少远超过要求的

最低面积。不过其中5个村庄未能满足卫生室

的建筑面积要求，2个村庄未能满足多功能体

育场的用地面积要求，3个村庄未能满足综合

文化活动室的建筑面积要求。由此估计上海市

仍有部分村庄的部分公服设施存在面积不达

标的情况。其中卫生室面积不满足要求主要因

为乡村生活圈规划导则较前一版《上海市郊

野单元村庄规划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乡村基

本设施配建要求》提升了标准。

复合集中布局的特点在紧凑用地下保障

了乡村公服设施的基本职能。但用地紧凑的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公服设施的优化，

尤其是用地面积较大的设施如体育场。乡村公

服设施有待持续不断地优化其功能与规模。

2.2  设施与人口结构匹配度不够

样本乡村因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异

（见图4），两种口径的人均公服设施面积存在

一定差别（见图5）。部分村庄人口流出严重，

部分村庄则有明显的人口流入现象。以人均基

本公服用地面积为例，约1/2的村庄常住人口

及户籍人口人均面积均小于5 m²/人，约2/3村

庄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服用地面积小于户籍

人均面积。

样本乡村人口数据、上海市人口普查数

据[18]1及调研情况反映出上海乡村人口的两大

特征：一是外来人口比例很高，二是老龄化程

度很高。有些村庄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居住，

常住人口远超户籍人口，有些村庄人口流失严

重，乡村老龄化程度突出。

一方面，乡村地区因其低廉的居住成本

吸引了相当比例的外省市人口落脚[7]28-29。随

着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向郊区转移，郊

区新增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外来人口进入[8]29。

日益升高的上海房价带动租赁市场攀升，大

a  崇明区富安村                                                             b  奉贤区存古村

c  宝山区沈杨村                                                             d  浦东新区外灶村

e  青浦区章堰村                                                             f  金山区新泾村

① 2015年印发实施的《上海市郊区镇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导则（试行）》中提出“基本必配+高能级选配”的镇村设施类型，其中村庄重点在于完善提升“三室

两点”基本必配设施，增加和提升地区发展需求性设施。“三室两点”即村委会办公室、医疗室、老年活动室和便利店、健身点。

② 该6村公服设施面积均不超过2 hm²，常住人口人均公服设施面积不超过3 m²/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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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原住在近郊区的外来人口进一步向外扩散

至远郊区，近年来远郊乡镇外来人口数量和

比例增长最为显著[8]25，给乡村地区的公服设

施带来一定压力（见图6）。从样本乡村推测，

估计近半的上海乡村的户籍人口基本公服设

施人均面积不低于5 m²/人，但其常住人口基

本公服设施的人均面积就显得捉襟见肘，即

实际使用公服设施的人口远大于规划使用人

口（见图7）。此类样本村庄规模均为千人以

上的大型或特大型村庄，11个村庄中4个村

庄的人均基本公服面积满足要求，5个村庄

是按户籍人口数满足按常住人口数不满足，

其余2个两种口径均不满足，其公服设施面临

的压力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上海市乡村地区老龄化程度

很高（见图8），2020年上海市全市65岁以

上人口比重占到16.28%。老龄人口需要老年

活动场所、日间照料中心及长期养老设施等

多元化的适老场所与服务，且因其出行能力

等方面受限，需要高比例的就近甚至上门的

公共服务。由于青年人口大量流出，远郊的金

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崇明区的人口

呈现出城市、镇、乡村老龄化程度依次加深的

态势，其中金山区和崇明区乡村的老龄人口

比例分别达到了22.20%和35.48%。

面对老龄化的乡村人口，目前上海乡村的

公服设施未必能提供充足的设施空间与服务

支持。样本村庄的数据显示目前村庄配置主要

满足必配设施，有待进一步建设乡村长者照护

之家等养老设施。从崇明区某镇的调研情况来

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养老设施的规模。其60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约58%，老龄化程

度很深。而其养老设施主要在其中3个行政村，

合计建筑面积约有2 300 m²，人均约0.16 m²。

2.3  乡村公共服务品质欠缺

从调研情况来看，乡村公服设施的质量

有待提升，包括设施的建筑质量老旧、缺少高

能级配套、服务质量薄弱等问题。缺人缺资金

的现状导致了乡村在公服设施的服务品质方

图4 样本乡村常住及户籍人口情况
Fig.4  Population of sample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人均公服用地（含商业类）

b  人均基本公服用地（不含商业类）
图5 村庄人均公服设施用地面积
Fig.5  Area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land use per pers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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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较为欠缺。

乡村公服设施有待更新提升。许多村庄

的公服设施建筑年代久远，或存在建筑质量

不佳、内部设施陈旧、外立面年久失修等问题

（见图9）。公服设施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物质

基础，需要定期维护及更新来保证质量，此类

更新要求充足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激励。而乡镇

及村庄囿于资金的压力，往往缺乏自发更新公

服设施的动力。

据调查，少部分样本村庄仍存在缺乏必

配公服设施的问题，如多功能活动室、健身休

闲设施数量不足等问题，多数样本村庄则反

映村庄缺乏高能级的公服设施配套，如养老

设施、村民礼堂等。在需求调查中村民多评价

现有设施品质不高、种类单一、距离较远等。

在上海市减量化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在村庄

现状用地紧约束的情况下植入高品质的公服

设施空间将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课题。

村庄公服设施除了硬件品质问题外，运

营也面临很大挑战。公服设施除了物质空间

还需要专人提供服务，尤其是卫生室、为老服

务中心等。乡村难以吸引人才的问题使得公

服设施的运营品质难与城区相比。

以浦东新区某村的调研情况为例：对比

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标准指引，该村基本配

置了必配类公服设施功能，欠缺品质提升类

的设施。而已配备的公服设施中部分设施品

质较为参差，如睦邻点、党群点等主要依托党

员等村民家，日常运维也仅依靠村民。

调研中该村村委也反映，虽然村内老龄

化比例较高，但一方面村庄自身欠缺相应的

人手运营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另一方面又缺

乏充足的财力聘请第三方团队运营，因而虽

有设施，只能长期空置。村委楼内不少功能室

也处于半闲置状态，如妇女之家、阅览室等，

虽有功能空间，但堆放了大量杂物，村民也较

少使用此类空间。

3 上海乡村公服设施的提升建议

提升上海乡村公服设施需要探索城乡融

合发展道路。在上海建设用地减量化与乡村振

兴的双重发展背景下：一方面须保障公服设施

用地底线，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品质，实现城乡

均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应加强乡村用地的

集约利用，整合现有建设用地资源。上海乡村

的公服设施普遍面临更新提质的需求，村庄公

服设施陈旧。具体如何提升需要因地制宜，也

应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商业类用地虽在

面积上相对基本公服用地较为充足，仍需政策

激励市场主体参与普惠性非基本公服设施的

运营，才能实现从用地供给到高能级设施和服

图6 各区乡村按现住地户口登记状况（单位：人）
Fig.6  Rural population of long-term residents b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2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绘制[18]1。

图7 人口流入村庄人均基本公服用地面积情况
Fig.7  Area of basic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land use per person in villages with population inflow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各区65岁以上人口比重（%）
Fig.8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202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绘制[18]1。

图9 样本乡村老旧公服设施示意
Fig.9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in need of renewal

资料来源：样本乡村设计成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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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层面供给的推进。

3.1  跨越+链接：整合设施用地

3.1.1   跨越行政边界

把握上海建设15分钟生活圈的政策契

机，在近郊地区考虑统筹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

生活圈。以区级公服设施专项规划为指导，在

街镇层面统筹总量要求与空间布局，进而推动

近郊乡村地区与城市社区在公服设施方面的

全面融合。在城市社区规划的公服设施配套建

设要考虑周边乡村，在空间上进行预留。数个

行政村、社区之间也可以在镇的统筹下，进行

设施的整合共享。

3.1.2   链接远端需求

利用远程技术及服务流动等方式，使得

公共服务突破传统的核心—外围辐射模式，链

接到更偏远的郊区人群。远郊地区全面落实乡

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的要求，以镇区作为高

能级服务的锚点，基本服务尽可能下沉至自然

村，同时探索对乡村地区流动及远程服务的供

给以提升服务质量[19]，通过流动式供给、优化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服务到家的比例，

通过优化村域至镇区交通保障村民对高能级

公服设施的可达性。

3.1.3   竖新镇：构建多层级乡村生活圈

竖新镇位于上海市崇明区中部，包括21

个行政村与1个垦区。笔者参与了竖新镇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在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的实施背景下，竖新镇将持续推进

宅基地撤并与镇域安置工作，公服设施也需要

相应满足新的调整情况。

笔者团队对各村庄的公服设施开展了实

地调研及问卷调查。各村人均基本公服设施平

均在3.47 m²/人，各村基本配齐了必配公服设

施，多数村设施使用较好。

在土地整治的背景下，竖新镇的生活圈

优化将强化镇一级的统筹作用与村村之间的

共享。在镇域层面，配置满足全镇居民医疗、教

育等公服设施。在镇区配置满足镇区居民的基

本生活服务。在乡村地区配置满足村民、游客

的特色服务设施。而乡村生活圈在以往自然村

和行政村两圈层之上，设置了几个村庄之间的

特色设施共享圈层（见图10）。此举既有利于

针对村庄需求进行设施配置，又避免了各村重

复设置的土地粗放利用。

3.2   底线+弹性：保障基本公服用地，增加

特色公服用地

3.2.1   保障基本公服设施用地

上海乡村地区面临建设用地减量的压力

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基本公服设施用地供给

存在压力，村庄有诸如公服设施用地实际为

酒店的情况，既需要通过郊野单元规划从法

定层面确保公服设施的用地供给，也需要后

续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层

面应当对乡村公服设施用地进行强约束，不

得减少公益性用地，尤其应保证基本公服设

施用地，如教育（幼儿园）、医疗、养老、基本

行政服务等。在乡村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可适

当提高公服设施用地容积率，探索乡村用地

功能的兼容。

3.2.2   增加公服设施供给弹性

公服设施供给与人口特征息息相关。乡

村地区需要预留公共服务供给空间增加和内

容转变的可能性，既要满足常住人口的公服设

施需求，也要面向未来，适应变化的人口趋势，

这其中既包括深度老龄化的趋势，也包括乡村

振兴带来新村民的可能性。

在底线保障基本公服设施用地之外，可

以通过弹性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空间，如盘活

闲置宅基地、鼓励村民提供闲置房间等。《上

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提出

的规划原则包括复合与集约，要求在时间和

空间上进行功能整合与共享，鼓励各类公服

设施的综合设置，尽可能利用存量的建筑或

场地承载新产业和新需求。其要求更多在于

服务设施类别的全面，而非仅仅按照传统规

划的人均面积指标做硬性规定，这是适应上

海大都市地区减量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促

进乡村土地的高效利用。多个上海村庄灵活

利用闲置宅基地、老旧厂房等，将其改建为公

服设施，按居民点的变化置换公服设施用地，

保证其便利性。亦有村庄在集体建设用地不

足的条件下，依赖村民自愿提供部分的住宅

空间以弥补村庄公服设施的短板。

3.2.3   邵宅村：设施特色化配置

邵宅村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与

临港新城相距仅20 km。利用临近新城的区位

优势，村庄谋划盘活闲置宅基地资源，为企业

员工提供住房，打造共享生活圈。笔者参与了

其示范村方案的规划设计。

通过调研，笔者团队了解到村内各类公

服设施使用频率较低，部分村民提出了增加健

身器材、健身步道、亲子育儿活动空间等设施

空间的建议。陆家嘴集团潜在人才的需求则以

商业类公服为主，包括社区食堂、生鲜超市、便

利店等生活便利设施。

图10 竖新镇多层级生活圈
Fig.10  Multi-layer life circle in Shuxi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团队成果绘制。

图11 乡村生活圈共享核心区
Fig.11  Sharing area of life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团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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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邵宅村的公服设施基础及水乡田园

的村落肌理，笔者团队根据村民的需求构建了

邵宅乡村的共享生活圈（见图11）。围绕新村

委会，结合周边建筑、农田等设施打造服务多

元人群、多功能复合、多景观融合的交往中心。

依托旧厂房改建乡村共享的田园食堂，在满足

接待用餐的同时，为村内80岁以上老人提供

配送餐服务。依托前村委会用房改建为共享中

心，作为陆家嘴集团的村企联建办公室、创新

中心、乡村会务、休闲娱乐、零售商业等。依托

闲置用地，布局集中乡居区域内的“多功能运

动场馆”和“共享田园”项目， 为村民提供

运动、活动空间及农事体验服务。

3.3   更新+运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3.3.1   利用政策推动设施硬件更新

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年，建设150个以上乡村振兴示范村[20]。

市级、区级、镇级各层级政府均对乡村振兴示

范村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的逐批建设可推动上海乡村在公服设施等

方面的更新。村庄应妥善利用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等乡村振兴政策及资金，推动乡村公服设

施的更新提质。

3.3.2   引入社会力量提升服务质量

从公服设施运营模式来看，可积极探索

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以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青浦区张马村为例，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村庄

产业、环卫、公共服务等多环节，在引入新村民

并为其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也将服务范围

扩大到原村民，实现了服务共享。

乡村地区变化的人口结构与公共服务需

求要求乡村地区提升精细化的运营管理能力，

需要保持对乡村地区土地、人口数据的动态跟

踪和评估。社会方的参与可为乡村地区的运营

管理注入新的能量，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慢慢

渗透入传统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3.3.3   张马村：社会资本参与运营

张马村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是上海市第

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笔者对其进行了实

地调研。

张马村闲置房屋不少，村委积极盘活宅

基地，除少数村民自营民宿外，大部分由上海

大司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司

田公司”）统一租赁后改造。有闲置房屋愿意

出租的村民与村委会签约。村委会将闲置宅

基、配套设施整合后统一与大司田公司签合

同，村民每年可获得租金收益（见图12）。

大司田公司将房屋重新改造后，主要用

于办公、民宿及相关配套设施使用，包括运动

俱乐部、餐饮、商店、手工教室等多类业态。民

宿等项目引入新村民，配套共享食堂、远程医

疗等服务（见图13）。并且其服务范围包含全

村村民，提升了村庄公共服务品质。

4 结语

如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

村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

议题。本文通过收集分析上海乡村公服设施

相关数据并对比了相关公服设施的规划标

准，分析得出上海乡村公服设施特征与问题

为用地紧凑、布局集中，公服设施与人口结构

图12 张马村社会资本参与模式
Fig.12  Operation model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Zhangma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张马村共享食堂
Fig.13  The sharing dining area in Zhangma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匹配度不足，公服设施品质欠缺。笔者也提出

3方面建议：通过跨越行政边界及链接远端

需求的方式整合用地与设施，通过底线保障

加弹性供给的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特色公共

服务，通过政策推动硬件更新及引入社会力

量提升服务质量的方式提升乡村公服设施的

整体质量。上海乡村公服设施的特征与问题

有其特点，也应有一定普适性，希望能为大都

市地区乡村公共服务的提升研究提供有益借

鉴。乡村公服设施涉及规划、建设、运营、治理

等多方面多阶段，其具体模式有待实践与研

究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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