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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结含苏南 乡村产业空 间发展现状 ，
将 乡村产业空间分成

＂

１ ＋２
＂

型产业空 间 、

＂

１ ＋３
＂

型产业空间 、

＂

１
＋
２
＋ ３

＂

型产业空间三类
，
剖忻各类 乡村产业空间发展存在 的主要困境 ，

基于产业融含理论
，

提 出差异化的优化策略 ：

＂

１ ＋ ２

＂

型联
＂

３

＂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
提升产业空间增量

；

＂

１ ＋３
＂

型融
＂

２

＂

发挥联动综含效应
，
扩充就业空 间容量 ；

“

１ ＋ ２＋ ３
＂

型互动创新传承文化产业 ， 丰富空间文化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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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

在经 历 了 快速扩 张 与 无 序 蔓延 后 ，

苏南乡村 产业空 间 进入 集约化发展阶段。

随着
＂

三集 中
＂

、

＂

三优三保
＂ Ｔ＇

等土地集

约政策的有效实施 ， 苏南 乡村产业空间不

断转型重构。 ２０ １ ５ 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首提
＂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要求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含发展 ，
为苏南 乡村

产业空间融含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前 ， 苏南乡村产业融含存在覆盖领域小 、

惠及面有限等不足 ，
如何深化苏南 乡村产

业融含、 完善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亟

待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行学界偏重研

究苏南乡村单
一

产业空间的优化 ， 或着重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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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农业空 间的适度规模化 发展
［
１

］

， 或

研究 乡村 工业空 间如何快速 、 有效地收

缩
［ ２ ］

， 或通过更 新苏南 乡村旅游业开发

模式
［
３

］

来优化服务业空 间 ， 缺 少 从系统

的视 角研究苏南 乡村产 业空 间如何转型

优化。 对于苏南 乡村产 业融含的理论则

更 多强调 农业 与服 务业的融含 ， 提倡在

农业 基础上依托 乡村风貌发展旅游业 ＇

对于 如何深化苏南 乡村一二三产 业融含、

加强三次产业联动的研究仍较为匮 乏 。

本文从整体系 统的视 角 对苏南 乡村

产业空间进行分类
，

剖析各类产业空间的

侧重发展 困境 ，
界定产业融含内涵

，
基于

产业融合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掊施 。

１ 苏南乡村产业空 间现状分析

１ ． １ 苏南 乡村产业空 间 基本类 型及侧重

困境

苏南 乡村产 业从传统农耕时期的单

一

农业为主 导到苏 南模 式时 期第
一

产业 、

第二产业共存 ， 到现阶段的三次产业并存

发展 ， 现今苏南地区 已较少存在以单
一

产

业空间 为主的乡 村。 依据 乡村产业空间 的

组含形式 ， 现状苏南乡村产业空间可分成

三类 （ 表 １ ） ，
不同 类型产业空间的特征

与面临的突出困境各不相同 。 鉴于三类型

产业空间面临的困境之间或存在交叉现象 ，

以下各类产业空间侧重的困境特指在此类

型产业空间发展中较为 突出 ， 并非绝对的

隶 属性。

１ ． １ ． １
＂

１ ＋２

＂

型产业空间受土地指标制

约 ， 空间增量不足

＂

１ ＋２

”

型产业空 间 以农 业空间 、 工

业空 间为 主 ， 由 于旅游资源 少 、 市场小 、

村集体旅游业培育意识不足等原因 ，
乡村

服务业空 间发育滞缓 ，
苏州市吴江区龙降

桥村 、齐心村 （ 图 １）
、 杨文头村、大船港村 、

溪港村、
四都村就是 ６ 个典型村庄 ，

产业

空间 以工业空间 与农业空间为主 ，
缺乏

一

定的旅游资源 与市场空间 ， 服务业空间 发

展 乏 力气

近年 来 ， 苏南地 区实施城 乡 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制度 ， 限制 乡村建设用地指标 ，

推行
＂

三集中
＂

、

＂

三优三保
＂

等土地集约

政策 ， 乡 村工业空 间 收缩 势在必然。 以

苏州市为 例 ， 规划至 ２０２０ 年 ， 城 乡建设

用地规模、 全市 新增 建设用地分別 控制

在１ ６４ ９０２ ． ０ｈ 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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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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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农田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

，

全市开发强度 已达 ２８％ ，接近 ３０％ 省控线
［
６
］

。

现状土地资源紧 约束情况下 ， 乡村原有争

取建设用地指标、 拓展工业空间的发展方

式难 以为继 ，

“

１ ＋２
＂

型产业空间发展受限 。

以苏州吴江区龙降桥村、 齐心村、 杨文头

村、 大船港村为 例 ，
受建设用地指标约束 ，

村庄不再新增工业用地 ， 工业企业正陆续

退出 ， 其 中 ，

大船港村
＂

三优三保
＂

工作

推进顺利 ，
２０ １ ６ 年共腾退 ８家企业气 产

业空间逐步收缩 。 与此同时
， 村民进城买

房 、 宅基地管理缺位等现象突出 ， 该类 乡

村宅基地闲置 比例较高 ，
已有土地建设指

标未能含理利用 。 因此 ， 产业空间增量不

足是该类产业空间面临的主要困境 。

１ ． １ ．２
＂

１ ＋３
＂

型产业空间 与就业需求不

符
，
就业容量不足

苏南地区部 分乡村 由 于工业发育迟

缓或工业空间收缩较为彻底 ， 现今主要以

农家乐 、 体验农业等方式 ， 促进服务业空

间与农业空间 、 居住空间融含互动 ， 产业

表 １ 苏南 乡村产业空间类型与侧重困境

类型
＂

１ ＋ ２

＂

型产业空间
＂

１ ＋３
＂

型产业空间
＂

１
＋２ ＋３

＂

型产业空间

组含空间产业 以农业空间＋工业空间为主 以农业空间＋服务业空间为主 以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服务业空间为主

侧重困境
农业空间和工业空间功能分立 ， 受指标制约 ，

产业空间增量不足

服务业空间与 农业空间功能联动 ，

不足

但就业容量 兼有
＂

１ ＋２
＂

、

＂

１ ＋３
＂

产业空间特征 ， 就业

容量相对充足 ，
但空间文化创新性不足

典型村 苏州市吴江 区齐心村 苏州市吴中区三山村 苏州市吴江区农 创村

ｒ

￣

ｎ ？？？？ ？

图 １ 齐心村土地利用现状

资料来源 ：

吴江 区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苏州市

吴江区震泽镇村庄规划——齐心村［Ｚ ］
． ２０ １ ６ ．

图２ 三山村土地利用现状

资料来源 ： 吴中区城建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苏

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保护发展规划

［Ｚ Ｄ ． ２０ １ ５ ．

图 ３ 农创村土地利用现状

资料来源 ： 吴江 区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苏州市

吴江 区松陵镇村庄规划
——

农创村［ Ｚ
］

． ２ ０ １ ５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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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仅包含农业空间及服务业空间 ， 典型

案例就是仅发展农业与旅游业的常州溧阳

市钱家圩村 、 金坛区吕丘村以及苏州市吴

中区东山镇三 山村 （
图 ２）。

鉴于传统农业本 身效益不高 ，
现代

农业、 休 闲农业 等虽兴起迅速 ， 但提 供

的就业 岗位容 量与村 民就业需求不相匹

配
， 当前

＂

１ ＋３

＂

型产业空间仍未能提供

充足的就业岗位和选择 ， 乡村劳动力的流

失现象普遍 。 以常 州溧阳市钱家圩村 、 金

坛区 吕丘村为例 ， 村民外出 务工现象普遍 ，

青壮劳动 力流失相对严重 。 ２０ １ ５ 年 ， 钱

家圩村外 出务工人 数约 占 户 籍人 □３３ ． ３％
，

吕丘村外出务工人员达 ９００ 余人 ， 占户 籍

人 □２ １ ．６６％ ，
两者流 出 人 □ 中 ， 青壮 劳

动力所 占 比重较大 ， 务工收入仍是两 个乡

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ｓ

 ； 相反 ，
工业空

间发育 良好的苏州吴江区杨文头村 ， ２ ０１ ５

年仅有约 ５％ 的人□外出 务工

１ ． １ ．３
＂

１＋２＋３
＂

型产业空间缺特色文化传

承 ， 文化创新不足

苏南地区 多 数经济基础较好的乡 村

为拓展经济同时发展一二三产业 ， 使得农

业空间 、
工业空间 与服务业空间并驾齐驱 ，

形成
＂

１ ＋ ２＋３

”

型产业空间 。 该类产业空

间兼有
＂

１＋２

”

、

＂

１＋ ３

＂

型产业空间 特性 ，

农业 、 服务业空间融含度 相对较高 ， 就业

容量相对充足。

然而由 于
＂

文化纽带
”

的相对缺失 ，

服务业空 间 、 农业空 间 虽互 动相对紧 密 ，

但文化创新性 欠佳 ，
工业企业多以城镇型

工业为主 ，
工业空间 与农业 、 服务业空间

融含 度较低 ， 整体而言 ，

＂

１
＋
２
＋
３

＂

型产

业空间现状文化融含程度差强人意。 以苏

州市 吴江 区 农创村 （
图 ３ ）

、 北联村 以及

常州市金坛区 建昌村为例 ， 农业 、 工业与

服务业间 文化渗透作用 较弱 ，
三次产业

空间文化 创新融含不足
＠


： 农创村未深入

挖掘现代农业的文化潜力 ，
旅游业 以传统

农家乐 、 水果釆
■

摘为主 ， 创 新性略显不足 ，

村内 塑胶厂 、 含金厂等与农业 、 旅游业文

化联动也甚是匮 乏 ； 现代农业示范村——

北联村的休闲农业旅游线路仅以油菜花节 、

蔬果釆摘作为其文化主题 ， 服务业空间 文

化脉络不明晰 ， 砖瓦厂、 纺织厂等工业空

间 与其他产业空间文化互动性较差 ； 建昌

村虽发展有高效农业 ， 但未用 作旅游用途

开 发 ， 仅 有的垂钓旅游产品特 色不明 显 ，

内部纺织业为主的工业空间文化旅游潜力

未得以妥善开发利用 。

２ 产业融合的 内 涵与苏南 乡村产业空 间

优化

２ ． １ 产业融合的内涵

现行学界较 为认 同 的产业融含是指
＂

不同产业或同
一

产业内的不同产业相互

渗 透、 相互 交叉 ， 最终融 为 一体 ， 逐步

形成新产业的动态过程
”［

７
］

。 今村柰 良臣

（ １ ９９４ ） 提出
＂

第六产业
”

概念 ， 鼓励在

农业基础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农资制

造业和 农产 品流通 、 销售及 旅 游服务业

等
［
８
］

。 ２０ １ ５ 年中央
一

号文件首次将农村

一二三产 业融含列 为 一项国 家政策 ，
要

求 推进 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含发展 。 宗锦

耀 （ ２０ １ ５ ） 认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含是指

以 农业为依托 ， 农产品加工业为基础 ， 通

过产业 间有机整含 ， 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 ，

改善 农民就业和收益
［
９
］

。 通过分析已有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 ，
文章认为应用于 乡村产

业发展
， 产业融含即指农村

一

二三产业融

含 ， 通过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 ， 延伸农业产

业链及价值链 ，
加速三次产业间的转型联

动 ， 优化乡村产业布局 ， 提升产业文化内

涵 （ 表 ２） ， 进而推动 乡村经 济经济持续 、

健康发展。

２ ． ２ 产业融合应用 于苏南乡村产业空间优

化的积极效应

结含现有政策环境 与苏南 乡 村产业

空间发展现状 ， 将产业融含嵌入到苏南 乡

村产业空间优化中 ， 从空间上深化产业融

含的应用 ， 通过整个产业空间系统的分工

含作 ，
增强农业空间 、 工业空间 以及服务

业空间 的内 在协作 ， 推进三次产业空间联

动发展 ， 优化空间资源配置 ， 提升空间文

化内涵 ， 从而形成空间乘积效应 ，
主要体

现在产业空间的功能、布局 、 文化三个层 面。

２ ． ２ ． １ 空间功能转型联动

２ ０１ ６ 年党 中 央、
国务 院 提 出 乡村

一

二三产业融含 ， 要求调整我国的产业结

构 ，
加快产业发展 与国 际接轨、 跨行业跨

领域的融含发展 。 当前 ， 苏南地区在探索

乡村产业融含方面仍处在起步阶段 ， 偏重

强调二三产业的融含 ，
三次产业间融含度

不够 ， 乡村产业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 为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 产业融含下的苏南 乡

村产业空间 发展将借助三次产业的联动交

流推进 乡村产业空间功能的转型联动 ， 提

升经济水平 ， 增加就业岗位容量 ， 保持苏

南 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

２ ． ２ ． ２ 空间集聚复合

长 久 以 来 ， 苏 南地 区 人 地矛 盾 较

为 突 出 ， 按 户 籍 人 □ 计 算 ，
２０ １ ４ 年 无

锡 、 常州 、 苏州市人均耕地分别仅为 ０ ． ３８ 、

０ ． ６２ 、 ０ ． ３９ 亩 ［
１ Ｑ

］

。 近年来 ，
为 提 高土 地

利用效率 ， 苏南各地积极探索城乡集约用

地新路径 。 以苏州市为 例 ，
２ ０１ ４ 年发起

＂

三优三保
”

行动 ，
全面清理非 中心镇 （

被

撤并 乡镇 ）
区内 闲置 、 低效利用建设用地 ，

提升节地水平 。 产业融含应用 于苏南 乡村

表 ２ 乡村产业融合的内涵框架

定义 层面 主要内容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含 产业功能

产业布局

产业文化

产业功能转型 、 产业功能联动

产业集聚且功能复含

产业文化融含 ： 田园文化 、
工业文化 （ 农加工业、

手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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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 ＋２
”

型联
＂

３

＂

发展空间示意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产业空间优化 ， 借助产业集聚推动空间聚

含 ，
同时模糊产业空间的边界 ， 加速产业

空间的复含利用 ，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 为

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 多的空间资源。

２ ． ２ ．３ 空间文化创新融合

乡村 田 园风光 、 苏式建筑风格、 乡

村
＂

能人经济
＂

以及刺绣 、 核雕 、 缁丝等

传统特色工艺等饱含苏 南乡村 产业文化 ，

是苏南 乡村价值
［ １ １ ］

的重要体现 ， 沿袭包

含乡 村产业文化 、 民俗文化等在内的
＂

乡

村价值
＂

对于苏南 乡村复兴意义非凡。 产

业融含作用于苏南 乡村产业空 间优化 ， 旨

在推动三次产业空间联动发展的同时将产

业文化融入各产业空间 ，
依托产业空间文

化提升空间产出效益 ， 兼顾产业空间文化

效益与经济效益 。

３ 基于产业融合的苏南乡村产业空 间发展

策略

３ ．

１


“

１ ＋２
”

型联
“

３
”

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 ，

提升产业空间增量

立足存量用 地的土地整治工 作 ， 闲

置或低效的居住空 间 、 工业空 间等 ， 联
＂

３

＂

发展 （
图 ４

） ，
以拓 展服务业空 间的

形式盘活存量产业空间 ，
提升产业空间容

量 ， 发挥产业空间联动效应 。

３ ． １ ． １ 工业空间精明收缩与功能转型 ， 盘

活存量空间

（ １ ）工业空间精明收缩。

当 前 ，
１ ＋２ 型产 业空间 存在 两类 工

业 ：

一

类是 与 农业、 服务业关联性 不足 、

为 城镇工 业提供配 套服务的城镇型工业 ，

产业根植性较弱 ； 另
一

类是根椬性较 强 、

可与乡村本土产业融含的涉农工业 。 乡村

工业空间精明收缩
［

１ ２
］ 立足于工业根植性

强弱 ， 釆取适度化、渐进化腾退模式 （ 图 ５  ）。

一是适度化撤 并 ， 保留 一定的工业

空间 ， 避免因收缩力度 过大而引 发的乡村

活力衰退
［
１

］

： ①适当保 留部分规模小 、
污

染少的优质涉农工业企业 （ 小型的纺织厂 、

锻造厂等 ） ， 集中至村工业集聚点 ， 为产

业融含提供
＂

二产
＂

产业基础 ， 当企业规

模超过乡村产业容量再撤并至园区 ； ②同

时 允许少量小规模环保型家庭手工作 坊

（ 草席编织作坊 、 家庭缫丝作坊等 ） 保留

在原有空间 ， 便于农户就近劳作 ， 实现居

住空间 、 农业空间与工业空间 的功能复含 ；

③根植性较弱的工业企业集聚至园区 ， 融

入城镇产业体系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

二是实施分类 分期渐进式企业腾退

机制 。 通过建立包含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 、 文化效益在内的效益评价体系 ，

图５ 工业空间精明收缩机制

资料来源 ： 作者自绘 。

对企业逐
一评价 ， 依据评价结果对企业进

行分类 ， 确定腾退的企业名单和重点对象 ，

着重腾退产能低下 、 环境污染 、 非法 占地、

土地闲置、 含有违章建筑与安全隐患及非

法生产等情況的企业 。 同 时将腾退时序分

为近、 中 、 远三期 ， 分期有序引 导企业集

中进园 。 以浙江 嘉兴市为例 ，
２０ １ ６ 年编

制 ＜嘉兴市推进
＂

低小散
＂

企业
＂

退散进集
＂

三年行动方案 》
［
１ ３

］

， 落实前期摸底排查

工作
，
坚持分期分 类清退企业 ， 至 ２０１ ７

年 ３ 月
， 推动 中小微企业入园 １ ０００ 家 以

上
，
淘汰 １ ００ 家 以上企业落后产能 ， 有效

平衡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 ， 推

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 ２） 工业空间 功能转型。

建立 由规划要求、 基础设施 （ 水电 、

厂房等 ）、 建筑质量 、
生态条件、 地块位

置 （
风向 、 与居民点 、 水系的距离 ） 等指

标组成的指标评价体系 ， 依 照评 价结果 ，

工业用地复垦 、 复耕优先 ， 兼顾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 ， 复垦原则上 ，
借助功能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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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 １ ０ ｜

－

７ 经济｜ＥＣＯＮＯ ＭＹ

图 ６ 工业空间功能转型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与功能复含 实现工业 空间 资源 的转 型利

用 ，
维育新兴产业空 间 （

图 ６ ） ： ①功能

置换 ， 腾退后工业空间再利用 。 复含上位

规划要求基础上 ， 若村庄仍有建设用地指

标 ， 可适 当选择建筑质量较好 、 基础设施

完善 、 居民点 水系有一距离的工业空 间转

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 初加工 、 精深加工

等 ） 、 农 村电商等 乡村新兴 产 业 ， 或将厂

房改造成 民宿 、 旅游接待中心等旅游配套

设施 。 以桐庐县环渓村为 例 ， 将腾退后的

塑料加工厂 、 医疗器械厂 、 箱包厂等 旧厂

房改造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农家乐 、 农耕民

俗展示馆、 主题餐 厅等 （
图 ７ ） ， 现今服

务业空 间发展态势 良好 ，

２ ０１ ５ 年接 待游

客 ２６７ ．２ 万人次 ， 旅游业经营收入达 １ ． ７０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２ １ ．４ ％ 、 ２０ ．５％ 。 ②

功能复含 ， 特色工业旅游化。 辨析保 留工

业空间 的产业文化价值 ， 挖掘有木刻 、 缫

丝等苏南特色工业的文化内涵 ， 打造兼具

工业生产 与旅游服务功能的创意产业空间 。

例如 ， ２０ １３ 年苏州吴江区震译镇提出 ３０

亿级蚕丝产业的发展 目 标 ， 规划依托齐心

村、 龙降桥村蚕丝 、 纺织产业基础 ，
开发

乡村蚕丝文化休闲游 ，
落实

＂

古镇蚕丝文

化旅游项 目
＂

， 加速了 乡村工业 、 农 业与

服务业的有机融含 ， 推进乡村工业空间的

转型 与服务业空间扩张 。

３ ． １ ．２ 开发民宿产业与农业生态旅游
，

维

育特色空间

深挖居住空 间 与 农业 空间 的旅游业

图 ７ 桐庐县环溪村工业厂房 功能置换方式

资料来源 ：

浙江建院建筑规划设计院．环溪村村庄规划 ［ Ｚ］
． ２ ０ １ ３．

图 ８ 德清县莫干山的
＂

凤凰居
＂

旧 房改造前后

潜力 ， 推动服务业空间生长发育 ， 主要包

括以下两条路径 ： ①整治闲置、 低效居住

空间 ， 运用现代设计手法 ， 釆用 乡村自 然

的石材、
竹子 、 瓦片等建材 ， 融入

＂

苏式

建筑
＂

风格 ，
发展具有苏南特色的

＂

民宿
＂

产业 ， 培育特色服务业空间 。 以浙江省德

清县莫干 山的
＂

凤凰居
＂

为例 ， 运用 当地

废旧石材、 木头 、
竹子等 ， 修缮 、 改造农

户 旧房 ， 打造出 了 乡村本土特色 与现代生

活相融含的特 色民 宿 （
图 ８ ） ， 有效带动

了服务业空间的增长 ； ②延伸农 业产业链 ，

运用农业休生态游的模式 ， 依托农业基础 ，

结含农产品加工业 ， 带动观光、 休 闲等旅

游业的发展 ， 促进三次产业空间融含互动

与服务业空间的扩张。 以江苏无锡山联村

为例 ，
兴建 ６ 个现代农业特色园 区

，
以农

业园区为载体 、 加速一二三产业联动互融 ，

开发农业生态旅游 ， 实现服务业空 间升级

转型 与村集体、 村民增 收并 举 ， ２０ １ ５ 年

底村级纯收入达 １ １ ２２ 万元
，
农民 人均纯

收入超 ２ ．５ 万元。

３ ． ２
“

１
＋３

”

型融
“

２
”

发挥联动综合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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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就业空间容量

立 足现有农业 、 服务业 基础 ， 基于

农业全产业链模式 ， 适度发展配套涉农工

业
，
以拓展二产空间的方式增强三次产业

空间的联动性 （
图 ９） ， 实现六次产业融含 ，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
图 １ ０

） ，
主要有以下

两种路径 ：

３ ．２ ． １ 创建现代农业综合体 ， 提高就 业

容量

（ １ ） 鼓励 农业企业 、 含作社、 农 户

等立足农业与旅游服务业 ， 适当培育农产

品初 加工业、 精深加工或农 业物流基地 ，

延长农业产业链 ， 转型发展集 农产品生产 、

加工 、 销售、 展示 、 体验 、 居住等功能于

一

体的现代休 闲农 业 、 生态农庄 、 田 园

综含体等现代农业综含体 ， 推进
一

二三产

业空间 整体性的转型升级 ， 提供 更 为 丰

富的就业机会。 以武汉市谦森 岛庄 园 为

例 ， 在生态种植、 旅游、 旅馆、 农家乐等

产业基础上 ， 植入水果深加工、 包装 、 销

售等新业态 ，
实现三次产业空间融合互动 ，

为 ３２０ 户 村 民 提供了 将近 １ ５０ 个就业 岗

位 ， ２０ １ ７ 年村民 人均年收入约 ３ 万元左右 ，

吸引了较多青壮劳动力 回村就业 ， 预计至

２０２５ 年 ， 庄园就业人 数将超 ６０００ 人 。

（ ２ ） 鉴于农 业综含体 相对规模较 大、

产业空 间系统化程度高 、
就业容量充足 ，

通常以单体形式存在 ， 适用 于农业规模化

生产 、 生态资源优势明显 、 综含产业基础

较好的乡村。 同时在现有政策环境下 ， 需

秉持适度规模的原则 ， 严格管控工业空间

规模与类型 ， 协调产业空间 风貌 ： ①提高

企业准入 门槛 ， 限制涉农企业的类型与规

模 ， 仅允许无污染 、 规模适中的环保型企

业进入 乡村 ； ②限制工业空间规模 ，
坚持

工业空间适度规模集聚 ； ③延续苏南乡村

田园文化与苏式建筑风貌 ， 建筑、 构筑物

等尽可能运用 乡村自然的木材 、 竹子 、 青

石等建材 ，
工业空间也应力求彰显乡土气

息 ，
形成区别于城镇工业空间 的差异化的

空间特色。

图９
“

１ ＋ ３

＂

型融
＂

２

＂

发展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图
１ １ 舟山村产业空间组织模型

资料来源 ：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苏州太湖

核雕文化旅游区及舟山村特色村庄规划 ［Ｚ ］
．２０ １ ４ ．

３ ．２ ． ２ 承 袭特 色手工业传统 ， 拓展就 业

空 间

（ １ ） 传承 与创 新传统手工业 ， 复兴

地域文化 ， 创造多元就业空间 。 苏南 乡村

自 古手工业繁盛 ，
地域文化底蕴深厚 ， 在

充分梳理手 工业资源基础 上 ， 兼收并 蓄

各式地域特色文化 （ 田园 文化、
民风民俗 、

建筑文化 、 景观特色等 ） ， 扩充工业文化

内涵 ， 形成重点产业 （ 手工业 为 主 ） 突

出 、 文化层次清晰的手工业空间
＂

群落
＂

，

融入当 地生活 空间 ，
形成稳 固 农 业 、 工

业
、 服务业联动融含的产业空间体系 ，

增

加产业空间就业吸引 力 。 以苏州舟山村为

例 ， 延续生产 、 生活互动的原生态生产方

式 ， 立足核雕工艺 ，
吸纳

＂

香山帮
＇ ’

建筑

营造、 郁舍 书 、
西 山 藤编等传统手 工业 ，

将手工业空间植入传统村落 ， 建构完整的

与村落共生的产业融含空间发展模型 （
图

１ １ ） ， 提升了 经济水平 与村庄活 力 ， ２０ １ ４

年全村核雕销售收入达 ３ 亿元
，
人 均收入

已超 １ ０ 万元 ，
吸纳从业人员 ３００ ０ 余人 。

（
２

） 传统手工业 空间 相对规模灵活 、

根植性较强 、 文化特色浓厚 ，
与生活空间

联系紧密 ， 在手工业基础 良好或空 间风Ｉ完

受保护的文化特色村、 传统古村落等村庄

内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其空间管控要点囊

括以下三方面 ： ①边界控制 。 适度延伸手

工业空间 ， 避免与 田园 、 山水空间等原生

空间产生冲突 ； ②肌理延续 。 手工业空间

游走于生活空间 内 ， 在交界处宜釆用
＂

软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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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７ ． １ ０ｒ
ｙ 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

性过渡
＂

手法 ， 釆用花卉 、 溪流等
＂

软性

基质
＂

协调原有的苏南 乡村水巷格局 、 路

网与建筑肌理 ，
把握含理的空间 尺度 ； ③

风貌协调。 着重空间强调与山体 、 河流的

视线处理 ， 留出
一

定的视线通廊 ，
延续粉

墙黛瓦的建筑风貌 ， 景观节点避免 自成体

系应 与原生景观相呼应 ， 注意新旧建筑的

衔接等。

３ ． ３
“

１ ＋２＋３
”

型互动创新传承文化产业 ，

丰富空间文化内涵

依托文化纽 带 ，
增强农业空 间 、 工

业空间 及 服务业空 间的互动交流 ， 促使

产业空间 由简单的相加变 为乘积 （
图 １ ２ ） ，

发挥更 大的文化传承效应 与经济效应。 当

前 ， 苏南 乡村产业空间文化的传承路径主

要有 以下两种 （
图 １ ３） 。

３ ．３ ． １ 发展
＂

工业＋文化＋旅游
＂

新业态 ， 沿

革工业文化

借肋
＂

工业 ＋ 文化 ＋ 旅游
＂

的形式
，

传承根植性较强的乡村工业文化 ， 增强产

业空间的整体文化内涵 ： ①手工业文化旅

游。 传承苏南乡村特有的制茶、核雕 、纺织 、

刺绣 、 陶瓷等传统手工业
，
发展手工业文

化体验经济 ， 提升产业空间 的文化辨识度 。

以宜兴市狀西村为例 ， 在依托优美的生态

环境、 良好的农业基础与水库等资源优势

发展 乡村旅游的基础上 ， 创新开发制 陶、

竹编、 炒茶等宜兴特色手工业体验游项 目 ，

将农业休闲游升级为度假游 ， 成 为江苏休

闲农庄中 的后起之秀 ； ②创意主题空 间体

验 。 立足于本土农产品的生产 （ 诸如苏州

的菱 角 、 鸡头米 、 蜜饯、
河鲜等 ） ，

围绕

乡村农产品加工主题兴建 、 改造 创意体验

馆、
展示馆等 ， 用 工业文化纽带联结 农业

空间 、 工业空间及旅游业空间 ， 赋予三次

产业空间 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 例如 ， 日

本 ｍ ｏ ｋ ｕ ｍ ｏｋｕ 农场为吸引游客 ， 巧妙将销

售加工产品的店铺包装成叉烧馆 、 香肠主

题馆、 牛奶工坊等 （
图 １ ４ ） ， 通过改变工

业空间风貌 ， 在工业空间中导入参观 、
加

工体验等功能 ，
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产业空

间文化 ，被誉为
＂

六次产业化
＂

的成功典范。

３ ．３．２ 培育
＂

农业＋文化＋旅游
＂

休闲业态 ，

创新田园文化

以
＂

农业 ＋ 文化 ＋ 旅游
＂

方式
， 创

新融含农业空间和服务业空 间 ， 寻求异质

化发展 ，
沿革苏南乡村田 园文化 ： ①主题

观光模式。 依托村庄的生态农业等优势资

源 ， 融入现代的技术和艺术创 作手法 ， 创

造出既富农家特色 ， 又符含现代审美的乡

村特色景观旅游产品 。 例如苏州市东山镇

西巷村凭借优美的自 然环境 与丰富的青蛙

资源 ， 通过开发
＂

青蛙主题
”

特色观光游 、

建造民宿 、 青蛙雕塑等 （
图 １ ５） ， 从

一个

落后的
＂

空心村
＂

转为 特色旅游村 ，
吸

引 了８０％
￣

９０％ 的外 出村民回村就业 ， 常

住人 □ 由 ２１ １ 增至 ７００ 余人 ，
２０ １ ６ 年村

民年收入增至 ６ 万元左右 ； ②农 民制造模

式 。 基于
＂

私人定制
＂

苏南各式新鲜农产

品 、 农事体验的概念 ，
运用

＂

互联网平台

运用客 户线上釆购 ， 农场线下 当天配送与

体验
”

的经营模式 ，
实现互联网文化与农

业文化的有机融含。 以苏州 东湖家庭 农场

为例 ，利用
＂

互联网 ＋
＂

推出农产品的
“

私

人 订制配送
＂

、

＂

０２０体验消费
＂

等新型农

业 文化 旅 游项 目
，

２０ １ ５ 年依靠 ６６０００ｍ
２

土地创造 出 了 １００ 万元经济价值 ； ③教

图 １ ２ 产 业空间文化乘积效应 示意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图 １ ３ 产业空间文化传承路径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图 １ ４ 日本ｍｏ ｋｕｍ ｏｋｔｉ农场各式创意工业空间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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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 苏州 市东山镇西巷村
＂

青蛙主题
＂

民宿 与雕 塑

育空间模式。 聚焦 苏南 农耕文化传播理念 ，

打造 田园
＂

探索空间
＂

，
便于游客 （ 特 别

是少车与儿童 ） 探索学习传统播种 、 养殖

等农事文化 ， 賦予 产业空间较强的文化敎

育意义 。 以苏州市灵峰村灵峰牧谷农场为

例 ，
２０ １ ５ 年 ， 灵峰村引 入 日本 农场理念 ，

以亲子教育体验 为主题、 建设集生态 、 休

闲 、 种植、 养殖、 科普 、 体验等功能于
一

体的现代１木闲农场 ， 转变 了村集体经济增

长方式 ，
增加 了村民收入 ，

成为苏州相城

区唯
一的省级研学旅游基地。

４ 结语

乡村
一

二三产 业融含的提 出 为 乡村

产业空间优化提供了 新思路 ，
新 常态 下

如何科学含理加速 乡村产 业空 间融含发

展是苏南 乡 村产业规划需要考虑 的问题 。

为 推进苏南 乡村产 业融含
，
应用 系统整

体化视角 看待产业空 间的发展 ， 针对不

同 类型的产业空间 存在的不 同发展 困境

提出 差异化的优化措施 ，
通过加速产 业

空间 功能转型联动 ， 推动产业空 间集 聚

复含 ， 丰 富空间 文化内 涵等 ，
不 断深化

苏南 乡村产业空 间转型融含 ， 最终保持

苏南 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

注释 ：

①
＂

三优三保
＂

主要内容是 ： 优化农用地结构

布局 、
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和优化镇村居住

用地布局以及保护资源更加严格、 保障发展更

加有力 、 保护权益更加有效。

②资料来源 ： 笔者实地调研。 调研对象 ： 苏州

吴江区龙降桥村 、 杨文头村 、 齐心村 、 四都村 、

港溪 村、 农创村 、 大船港 村 、 北 联村 、 吴中

区三山及常州溧阳市钱家圩村 、 金坛区 吕丘村 、

建昌村 。 调研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１ ５
－

２８ 日 。

③资料来源 ： 笔者实地访谈 。 访谈对象 ： 苏州

吴江 区龙降桥村 、 杨 文头村 、 齐心村 、 四都

村 、 港溪村 、 农创村 、 大船港村、 北騸村 、 吴

中区三山 及常州溧阳市钱家圩村 、 金坛区 吕丘

村 、 建 昌村 的村支 书。 访谈 时间 ： ２ 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１ ５
－

２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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