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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

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
2024 年自然资源部一号文件

（2024 年 2 月 6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党委农办，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党委农办：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村庄规划编制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坚持先规划的原则，科学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及时纠

正一些地方村庄规划编制盲目追求全覆盖、脱离实际、实用性不

强等问题和倾向，切实提高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更好引领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县域统筹，整体优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布局。各地

要结合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优化细化县域镇村体系布局，明确重点发展村庄，引导人口

、产业适度集聚紧凑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优化县域产

业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空间布局，形成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的县域整体优势。在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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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村庄建设边界规模不超过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村庄用地

（203）规模的前提下，可结合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优化村庄建

设边界，并预留部分规模作为规划“留白”机动指标，为未来发展

留有余地。

二、从实际出发，分类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各地要结合

实际加强村庄规划编制分类指导，推进有需求、有条件的村庄编

制村庄规划，不下达完成指标和完成时限，不盲目追求村庄规划

编制“全覆盖”，不要求编制工作进度“齐步走”和成果深度“一刀

切”。对没有需求、不具备条件的村庄可暂不编制规划，对个别

地方此前作出的下指标、定进度等要求，要及时予以整改纠正。

重点发展村庄可单独编制村庄规划，或多个村庄合并编制，或与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联合编制；城镇开发边界内及边界处已明确

城镇化任务的村庄，可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其他

村庄可制定“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明确村庄建设边界以及“三

区三线”、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风貌特色等

控制引导要求，纳入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依法报批后作为乡村

规划建设管理依据。通过上述方式，实现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

全覆盖。“多规合一”改革前已批准的村庄规划，经评估符合要求

或补充完善后符合要求的，可继续使用。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

落等特色保护类的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应将各类遗产保护利用

管理要求统一纳入，明确土地利用、空间形态风貌的规划管控引

导要求，防止搞成“两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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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掘地域资源资产优势，提升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各地

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和资产关系，扎实开展田野调查，规划

应深入挖掘村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内涵，突出地域特色和比较

优势，不简单套用城市规划方法，避免造成“千村一面”。要因地

制宜开展乡村空间设计，塑造美丽乡村特色风貌，统筹乡村经济、

生活、生态和安全需求，统筹自然、历史、乡土文化和农耕景观

资源，统筹人口、产业、土地和资产关系，优化土地利用和功能

布局，适应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新要求，满足村民养老、托

幼、殡葬等乡村公共服务的合理空间需求。要结合县乡级国土空

间规划合理确定乡村社区健康安全单元，划定灾害风险防控区

域，合理布局疏散空间和通道，衔接县域安全应急的公共服务设

施和基础设施，提升乡村地区安全韧性。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周

边乡村地区要确定“平急两用”重点区域，结合村庄规划明确“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转换和用途管制要求。

四、加强规划和土地政策融合，提高规划的实效性。各地要

以村庄规划（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用好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主体功能区等政策工具，优化

乡村农业、生态和建设空间，引导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系统连片

保护、各类建设用地高效集聚。探索村庄建设用地兼容和农业、

生态空间复合利用，优先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需

求。发展农产品初加工、休闲观光旅游必需的配套设施建设，可

在村庄就近布局；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较高、分散布局配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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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成本较高的产业项目要进产业园区；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

确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的零星文化旅游设施、农业设施、邻

避设施项目等，在符合耕地保护等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可使用规

划“留白”机动指标予以保障。

五、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农民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各地

要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清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

规划的意义和主要内容。要有效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动员村民参

与村庄规划编制，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

出务工经商人员等献计献策，增强村庄规划的针对性和可实施

性。要严格落实村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做好村民讨论、方案比

选、方案公示等工作，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

权。村庄规划成果可制作直观易懂的版本，让农民看得懂、好操

作、能监督。

六、健全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保障机制，加强全生命周期管

理和服务。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筹、

相关部门协同、村民和集体组织全程参与的规划编制和实施保障

机制，提高乡村建设和治理的实效。要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应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导服务能力，

有效控制规划编制和实施成本。要将村庄规划成果及时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并结合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等开展规划实施体

检评估，推动建立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的全周期管

理工作机制。要加强和规范乡村地区用途管制，做好乡村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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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许可证核发，优化乡村用地办理程序，完善地方相关技术标准

和政策规则。要建立健全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完善注册城乡规

划师继续教育内容，探索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和规划师下乡开展

公益服务编制村庄规划，作为单位业绩考核和规划师职称评定的

加分项，积极培养在地规划人才。

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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