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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by communicative approach
LI Yang1，ZHANG Xiaotong1,2*，YU Linjun3，WANG Xiaojun4

（1. China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Settlements, Beijing 100044, China；2. National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novation Association for Ru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1, China；3.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China；4.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Inspiring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lanning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to discuss matters are the
basi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Determining how to make local villagers express their true thoughts on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in a way that is more acceptable to them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current rural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Xiafan Village, Ningha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used the“3D e-Sandbox”plann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that can provide real-time analysis results into an interactive planning
method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Xiafan Villag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e“3D e-Sandbox”, adding
real-time spatial planning analysis results into an interactive planning process can enable all participants, including villager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cativ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s. It can also help in effectively
managing conflicts, and providing a sensible, reasonable, and legal basis for the planning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hus, all participants
can smoothly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s while its implementation is greatly improved, effectively promoting
rural huma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Keywords：communicative planning; rural human settlement; public space; 3D e-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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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激发村民参与乡村规划意愿、增强村民议事水平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何通过当地村民更易接受的方式，让

其表达出对于村庄发展的真实想法，是当前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浙江省宁海县下畈村公共空间

选址规划为例，采用可以提供实时空间分析结果的“三维电子沙盘”规划决策支持工具，将交互式乡村规划方法应用于下畈村公

共空间选址过程中。结果表明：基于可视化的“三维电子沙盘”技术，将实时空间分析结果融入到交互式规划过程中，可以使包括

村民在内的各参与主体有效参与到公共空间选址的交互讨论与决策过程中，有效管理矛盾冲突，为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提供合情、

合理、合法的依据，使各方顺畅地达成公共空间选址共识，同时其可实施性得到极大提高，有效促进了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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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乡村规划中，尊重村

民意愿，充分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规划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同于宏观

统筹的城市规划，村民是乡村规划的直接使用者，乡

村规划应当由当地村民共同决策形成并加以实施。

由于村民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规划方案必须解决

好这些矛盾冲突；同时，当地村民不仅是直接受规划

方案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也是规划中有关当地信息的

直接来源，他们的意愿和态度在规划中的作用也十分

重要。由于每个乡村的规划都必须因地制宜地提出

所有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的方案，因而规划过程必然

是一个逐步适应的渐进过程[1]，这就需要在乡村人居

环境规划过程中采用交互式规划方法。在以往的乡

村规划中，参与规划的各主体在对专业化规划方法的

接受度上存在差异，导致大多数规划的参与度受到技

术手段的限制，规划工作的专业性使村民的参与相对

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参与质量和效率[2-3]。为

此，交互式乡村规划需要具有实时性和直观性的乡村

规划决策支持工具，通过合适的技术手段使参与主体

贡献出其地方知识，也使其真实的想法及时纳入乡村

规划之中[4]。

城乡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虽然始于一些发达国家

的实践[5-6]，但因公众参与在规划中的重要性，从 20世

纪 80年代以来，公众参与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中

也得到广泛的认可[7]。在规划过程中，规划师作为各

利益相关者间交流的组织者、冲突的协调者和达成共

识的推动者，全面关注和吸纳各参与主体的诉求和意

见[8-9]。我国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研究主要是从理

论[10-11]开始，后来逐步扩展到制度研究[12-13]、体系构

建[14-15]和规划实践[16-17]等方面。交互式规划（Commu⁃
nicative planning）是在城乡规划参与理论基础上，利

用现代技术构建规划决策支持工具，使规划过程中的

矛盾冲突可视化[18-19]。随着地理信息科学和技术的

飞速发展，以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决策支持

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交互式规划中，这类决策支持工具

是通过在规划过程中直观地捕获和使用空间信息，从

而发现规划冲突，并将其可视化[20]。国外研究者将交

互式规划方法应用于居民点[21]、城市绿地[22-23]等城市

范围规划中。国内交互式规划研究起步较晚，王晓

军[24]、丁偕等[25]较早地将交互式方法应用于土地利用

规划中；柳林等[26]也较早地将交互式方法引入城市规

划的决策中；陈宇琳等[27]运用地理互动平台在城乡结

合地区开展社区规划工作，探索了规划新模式；王晓

军等[28]和张晓彤等[29]通过使用交互式规划方法，开展

了乡村农耕景观变迁和聚落开放空间研究。随着村

民意见在乡村规划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交互式乡村规

划的方法和工具研究也越来越丰富。

本研究基于自主研发的“乡村交互式规划信息系

统”（以下简称“三维电子沙盘”），使用更易于村民理

解和运用的具有实时空间分析结果的规划决策支持

工具，构建乡村人居环境交互式规划方法。以浙江省

宁海县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为例，进行了基于“三维

电子沙盘”的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实证研究。通过交互

式途径分析了下畈村公共空间现状及当地村民的差

异化需求，为各参与主体提出的方案提供一个可供科

学分析数据、及时更新边界条件的即时媒介，为各方

在矛盾冲突管理中探索可能的交互式规划共识解决

方案提供辅助。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下畈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岔路镇东部，距

离宁海县城 16 km。截至 2018年年底，村内共有 168
户，总人口 476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 28.8%，2018
年全村平均家庭年收入约 10万元。村民大部分在宁

海县县城、岔路镇镇区或附近工业园区务工，主要从

事模具、灯具、五金等技术工作。村域面积约 46 hm2，

耕地 15.20 hm2，其中 8.53 hm2为村民承包地，6.67 hm2

为村集体土地。村庄外部环境基础较好，村民对村

庄人居环境具有积极的发展意愿。但从乡村居住环

境角度看，制约进一步发展的核心矛盾在于现有乡

村公共空间规模和布局不能满足未来村庄发展需

求，老宅基地因部分无法回收利用而流转不通，其

本质是未来公共空间规划布局与部分村民利益间

的矛盾。

1.2 数据收集

本研究共邀请了 19位人员参与下畈村公共空间

选址规划，其中包括镇领导 2名、村干部（现任村长、

书记、文书等）5名、专家 3名、村民代表 9名。本研究

所使用的主要基础数据包括基础场景、自然属性约束

条件和社会属性约束条件，通过“三维电子沙盘”构建

基础场景，并在此基础上标注各项约束条件。基础场

景包括村域边界、道路、建筑、环境要素等现状景观要

素，现状景观要素的确定主要基于《宁海县岔路镇总

体规划（2006—2020）》、《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村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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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14—2020）》、村庄踏勘以及交互式讨论。自然

属性约束条件包括现状公共空间、活动广场等物质空

间信息分布情况。社会属性约束条件包括空置宅基

地（含已废弃农房）和传统建筑宅基地情况等含有社

会关系信息的内容，主要来自《下畈村宅基地现状统

计表（2018）》、村庄踏勘以及交互式讨论。

1.3 研究方法

在交互式乡村规划框架下，公共空间选址参与主

体（包括规划师、政府、当地村民、专家学者）通过面对

面交流进行公共空间选址讨论，暴露并解决在公共空

间选址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在三维

可视化环境下进行交互式规划。具体实施步骤（图

1）如下：

首先，规划师在“三维电子沙盘”中构建公共空间

选址规划基础场景；然后，在“三维电子沙盘”的支持

下，规划师向各参与主体介绍公共空间选址规划的目

标、目的、要求及规划基础数据等内容，使参与主体了

解本规划的基本信息。

规划师基于前期分析及专业判断，向参与主体展

示计划的公共空间选址适宜性位置，各参与主体对选

址位置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意见，并提出自己认为的

可行方案（选址位置），由规划师在“三维电子沙盘”中

进行模拟（图2）。

规划师通过模拟方案的实时分析进行小结，结合

参与主体对于多场景的主观意愿排序，重新梳理、发

现、讨论矛盾冲突（有可能是新产生的矛盾），并对部

分矛盾冲突给出初步解决方案，在“三维电子沙盘”中

进行模拟布置。如果冲突协调成功，各参与主体达成

共识，则在讨论结果的基础上，给出规划应对方案。

如果未达成一致意见，则返回起始阶段，进行下一轮

讨论，直到冲突协调成功，各参与主体达成共识为止。

2 结果与分析

2.1 公共空间现状及需求

下畈村共有 5处公共空间，分别是村委会、寺庙、

祠堂、运动广场和大樟树广场，但现有 5处公共空间

不足以满足村庄发展需求。结合村庄现有条件，未来

下畈村需要规划布局的公共空间包括：

（1）新建 1处停车场：在保留村庄现有停车场基

础上，新建 1处停车场，应对未来旅游发展可能带来

的外来车辆停放需求增加的情况。

（2）新建 2处露天公共空间：尽管当前村内大樟

树广场基本能够满足当前村民的日常活动需求，但无

法满足未来发展需求。未来露天公共空间需兼顾景

观性和实用性，既能给游客提供休憩的场所，又能给

村民提供手工劳作的场地，从而维持较高的人气。

（3）新建 1处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为未

来的旅游发展提供咨询、购物、医疗等服务。

2.2 自然与社会属性约束条件

2.2.1 自然属性约束条件

运用“三维电子沙盘”规划分析工具对下畈村现

有5处公共空间进行服务半径分析。通过表1可以看

出，研究区内现有公共空间均分布在周家墙弄（下畈

村村内东西向主干道）以北。当服务半径为 200 m
时，现有公共空间虽可辐射到周家墙弄以北所有范

图1 交互式规划中矛盾冲突解决流程图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规划师展示公共空间选址适宜
性位置图

Planner shows the initial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

b.村民参与选址方案讨论
Villagers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site selection

图2 利用“三维电子沙盘”进行公共空间选址的交互式规划过程
Figure 2 Communicative planning process of public space

selection by“3D e-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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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即使当服务半径为 300 m时，现有公共空间仍

无法辐射至全村范围。

2.2.2 社会属性约束条件

在村民积极参与下，基于“三维电子沙盘”分析，

对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约束条件进行现场判别和信息

收集，获得了下畈村空宅基地分布及传统建筑分布

情况。

下畈村空宅基地分布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下畈村空宅基地主要集中在村庄西南侧。几乎

每块空宅基地内都含有多户村民的宅基地，空宅基地

所涉及的村民中有超过 2/3在村内已有住房，其住房

极少位于空宅基地附近，主要分布在村庄东侧。

下畈村传统建筑分布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村内传统建筑也主要集中在村庄西南侧。几乎

每栋传统建筑内都含有多户村民，传统建筑所涉及的

村民中有 60% 在村内已建设新房，新建住房零散分

布在村内。

下畈村内空宅基地和传统建筑皆存在“一户多

宅”情况，若将村内空宅基地统一规划利用，需补偿

11户村民；若将村内传统建筑统一规划利用，需补偿

20户村民；若同时将村内空宅基地和传统建筑统一

规划利用，则需补偿 26户村民（个别村民在村内同时

拥有空宅基地和传统建筑处宅基地）。

基于上述调研及分析可以发现，空宅基地较多，

“一户多宅”现象较为普遍，再分配难度大，再加上宅

基地指标缺乏，因而矛盾更加突出。在公共空间选址

方面，由于涉及到村民的具体利益，尤其是宅基地置

换、腾退等问题，村民矛盾突出，需要在规划阶段尽量

规避和解决这些矛盾。公共空间选址过程中，村民冲

突焦点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占用宅基地的补偿、置换

问题，公共空间对周围住户影响问题，以及传统建筑

保护需求。

2.3 公共空间选址讨论

2.3.1 规划预设

基于已构建的公共空间选址规划基础场景，规划

人员主要依据选取位置服务半径可辐射村民数量、是

表1 下畈村公共空间服务半径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n public space service radius in Xiafan Village

服务半径
Service radius

100 m

200 m

300 m

村委会
Village committee

寺庙
Temple

祠堂
Ancestral temple

运动广场
Sport square

大樟树广场
Camphor tree square

——379



http://www.aed.org.cn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39卷·第2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刊

黑色数字表示空宅基地所涉及村民在村内住房的分布；黑色斜体数字表示在村内既有空宅基地又有新建住房的村民编号；蓝色斜体数字表示村内
仅有空宅基地无新建住房的村民编号

The black numbers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s in the village involved in idle homesteads. The numbers in black italics show the codes of villagers who
have both idle homestead and new houses in the village. The numbers in blue italics show the codes of villagers who have only idle homestead and no new

houses in the village
图3 下畈村空宅基地（含已废弃农房）分布情况分析

Figure 3 Analysis on distribution of idle homestead（including abandoned farmhouses）in Xiafan Village

黑色数字表示传统建筑所涉及村民在村内新建住房的分布；黑色斜体数字表示在村内已有新建住房且在传统建筑处有宅基地的村民编号；
红色斜体数字表示在村内仅有传统建筑处宅基地的村民编号

The black numbers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new houses built by villagers in traditional buildings. The numbers in black italics show the codes of villagers
who have new houses in the village and have homestead in traditional buildings. The numbers in red italics show the codes of villagers who have only

traditional buildings on the homesteads in the village
图4 下畈村传统建筑分布情况分析

Figure 4 Analysis on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 in Xiafan Village
——380



2022年3月

http://www.aed.org.cn

李阳，等：交互式方法在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的实证研究

否位于村庄核心区域、未来开发难度等因素，初步选

取“A~I”9个点位（表 2），生成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适

宜性位置图。

2.3.2 第一轮讨论

第一轮讨论主要是对规划人员初步拟选位置合

理性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参与主体根据自己的

了解，提出自己认为较好的位置，由规划师在“三维电

子沙盘”中标识出来。各点位讨论结果如表 3所示，

“适宜性评价”总结了专家对各点位的意见，“矛盾冲

突”总结了宅基地情况与当地村民对各点位的意见。

“结论”一列说明了依据当地村民意见，并结合专家意

见形成的各点位第一轮结果。第一轮讨论结果显示，

由于部分点位周边村民意见存在分歧，位置编号

“A~I”9个点位中有将近一半的点位移除。此外，结

合参与主体现场讨论意见，初步新增3个点位。

2.3.3 第二轮讨论

在第一轮讨论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性讨

论，主要对第一轮的初步结论进行了再次讨论。结果

如表 4所示，其中新增点位 2和新增点位 3经过讨论

认为不必保留，在此基础上，新增点位4。
2.3.4 规划应对

在现场讨论结果的基础上，依据专家意见，分别

对原有点位和新增点位的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和排

序，结果如表 5所示。在交互式公共空间选址讨论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下畈村规划需求，公共空间选址方

案如下：

位置编号
Location number

A
B
C

D
E

F

G
H

I

选择依据（规划人员意见）
Selection basis from expert opinion

位于村庄核心区域，服务半径覆盖村民较多

位于村庄相对核心区域，但服务半径覆盖村民较少

服务半径覆盖村民较少，但位于村庄边缘，出入较为方便，周围
比较开阔

位于村庄相对核心区域，服务半径覆盖村民相对较多

服务半径覆盖村民相对较少，但位于村庄边缘，周边影响较小，
开发难度小

服务半径覆盖村民相对较少，但位于村庄相对核心区域，空间区
位佳

位于村庄边缘，服务半径覆盖村民较少

服务半径覆盖村民相对较少，但位于村庄相对核心区域，空间区
位佳

位于村庄边缘，服务半径覆盖村民相对较少

位置分布
Location distribution

表2 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适宜性位置

Table 2 The initial site sele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Xiafan Village

位置编号
Location number

A
B
C
D
E
F
G
H
I
1
2
3

适宜性评价
Suitability assessment

适宜性非常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适宜性较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矛盾冲突
Conflict

矛盾较少

基本无矛盾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

基本无矛盾

基本无矛盾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周边村民不同意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基本无矛盾

宅基地问题

宅基地问题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结论
Conclusion

保留

保留

移除

保留

保留

移除

移除

移除

保留

新增

新增

新增

位置分布
Location distribution

表3 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第一轮讨论结果

Table 3 The 1st discussion results of public space selection in Xiaf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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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 1处停车场（位置编号 I）：地块 I现为竹

林，地块完整。此处汽车可达性较高，具有一定连接

街道的通行能力。并且此地块与村民住宅区域被河

流分隔，在此新建停车场既可满足未来因旅游发展

而增加的停车需求，也不会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负

面影响。

（2）新建 2处露天公共空间（位置编号A、D）：地

块A和地块D位于村庄核心区域，服务半径覆盖村民

较多。在这两处位置新建公共空间，也可补充原本村

庄西南侧公共空间较少的情况。

（3）新建 1处综合服务中心（位置编号E）：地块E
所处位置汽车可达性较高，具有一定连接街道的通行

能力，且距离现有停车场与规划停车场较近。同时，

该地块位于村庄边缘，在此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对村民

日常生活影响较小。

3 讨论

在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能否解决因村民间不同

意见而产生的矛盾是规划方案可行与否的关键。如

何提升村民参与意愿、实时并准确地表达村民意见、

位置编号
Location
number

A
B
C
D
E
F
G
H
I
1
2
3
4

适宜性评价
Suitability
assessment

适宜性非常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适宜性较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适宜性较低

矛盾冲突
Conflict

矛盾较少

基本无矛盾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

基本无矛盾

基本无矛盾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周边村民不同意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基本无矛盾

宅基地问题

宅基地问题

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宅基地问题；补偿要求较高

第一轮结论
Conclusion in

1st round
保留

保留

移除

保留

保留

移除

移除

移除

保留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第二轮结论
Conclusion in

2nd round
保留

保留

移除

保留

保留

移除

移除

移除

保留

保留

移除

移除

新增

位置分布
Location distribution

表4 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第二轮讨论结果

Table 4 The 2nd discussion results of public space selection in Xiafan Village

表5 下畈村公共空间选址讨论结果

Table 5 The final discussion results of public space selection in Xiafan Village
位置编号

Location number
A
B
C
D
E
F
G
H
I
1
2
3
4

适宜性评价
Suitability assessment

适宜性非常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适宜性较高

适宜性较高

不适宜

适宜性较低

适宜性较低

矛盾冲突
Conflict

矛盾较少

基本无矛盾

周围影响；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

基本无矛盾

基本无矛盾

周围影响；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周围影响；周边村民不同意

周围影响；周边村民有部分意见；补偿要求较高

基本无矛盾

宅基地问题

宅基地问题

宅基地问题；补偿要求较高

宅基地问题；补偿要求较高

优先次序
Priority

1
2
8
3
5
9
7
6
4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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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村民意见与规划目标的冲突，是乡村人居环境规

划方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三维电子沙盘”的三维

可视化功能有效提升了村民参与意愿，实时空间规划

设计功能为村民意愿表达提供了一个实时交互途径，

实时科学分析评估功能为规划人员现场解决村民意

见与规划目标矛盾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工具。

案例研究表明，基于“三维电子沙盘”的交互式规划方

法有效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

动性，提升了规划效率和规划效果。

通过“三维电子沙盘”与交互式规划相结合的方

法，开展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的公共空间选址应用研

究，发现相较于自然属性约束条件，虽然与部分村民

个人利益更为相关的社会属性约束条件对规划结果

影响更大，但是使用交互式规划方法能将当地村民对

公共空间选址方案的矛盾冲突可视化，使一方交互主

体介入到交互讨论中，当地村民在三维平台上更能直

观地表达个人对选址位置的意见。同时，其服务半径

等实时空间分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规划意见

的合理提出提供科学依据，更有效地促进各参与主体

对选址方案达成共识。

本研究以公共空间选址为例，主要探讨了乡村人

居环境规划中矛盾冲突的解决方法，公共空间选址是

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的一部分，在未来可考虑将交互

式规划方法应用在居民点规划、景观风貌规划、基础

设施规划等方面。矛盾冲突解决是乡村人居环境规

划从基础数据收集到最终方案评审中的一个环节，未

来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评估一体化方法，使各

参与主体以更加便捷、直观的方式完全融入到乡村人

居环境规划从数据收集、历史追溯、需求分析、冲突解

决、方案优化到方案评审的全过程，为乡村发展规划

提供一个更具可行性的系统决策支持工具。基于“三

维电子沙盘”的交互式规划，通过促进乡村规划各参

与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能够更详实有效地将

地方具体情况和特色融入当地规划，为解决我国目前

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提供进阶的工具手段，也为我国小

尺度国土空间规划提供适应性科学规划依据。

4 结论

本研究在交互式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中矛盾冲突

解决方法的框架下，以公共空间选址为例，利用“三维

电子沙盘”和交互式规划方法，经过两轮选址讨论，协

调并解决浙江省宁海县下畈村部分村民个人利益与

公共空间规划布局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制定了各利

益相关方达成共识的公共空间选址方案。由于交互

式规划过程控制合理、技术手段运用得当，本研究得到

当地村民积极反馈，极大激发了当地村民参与规划的

主动性，内部矛盾得以有效化解，各参与主体对规划结

果皆表示认可。

（1）通过使用交互式规划方法，使专家、政府代

表、村干部和村民等各参与主体充分表达对乡村空间

布局的意见，使各方能共同认清矛盾和突出问题，并

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使后续乡村人居环境规划的实施

得到保障。

（2）“三维电子沙盘”规划决策支持工具可以及时

向当地村民展示可视化信息，达到与当地村民的实时

交流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村民可以清楚表达自

己的想法，避免了传统规划中抽象图件和专业绘图软

件对村民产生的技术性壁垒，以及村民信息发散、不

易纳入规划方案等问题，最大程度保证各方交互的有

效性和真实性。

（3）在交互式规划中充分结合“三维电子沙盘”，

将乡村规划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实时进行空间化

处理，也使各方在讨论过程中避免言语上的误解，为

各参与主体参与方案的决策过程提供实时科学分析

的媒介。

本研究中基于“三维电子沙盘”的乡村交互式规

划方法，为各方在乡村规划决策过程中探索共识解决

方案提供辅助，为乡村矛盾冲突的解决提供有效途

径，制定出的规划方案合情、合理、合法，更具可实施

性，可为今后类似的乡村规划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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