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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基于弹性理念的碧云峰村乡村规划模式探讨

所属

学科
学科一级门： 工学 学科二级类： 建筑类

申请

金额
20000 元 起止年月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负责人

姓名
邓斌 性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96 年 7月

学号 201517020120
联系

电话
宅：8935486 手机:18874798748

指导

教师
刘丹

联系

电话
宅 85053426 手机:18773130206

负责人曾经参与

科研的情况

1. 长沙理工大学校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大数

据视角下长沙市职住关系探究，2018-2019，已结题，参与

指导教师承担科

研课题情况

1.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9JJ50668 ，城市双修背景

下湖南山地城镇生态弹性评估及规划策略研究，2019-2021，在研，

主持；

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4C0020 ，应对极端暴雨事

件的弹性城市规划策略研究，2014/01-2017/01，已结题，主持；

3. 长沙理工大学校教研教改一般项目，城市设计研讨式教学方法

的研究与实践，2016/06-2018/12，已结题，主持。

指导教师对本项

目的支持情况

2019年 7-8月，指导老师带领项目组同学对益阳市碧云峰村进行

了现状调研，并对村民进行了访谈；2019年 9-10 月，指导老师指

导项目组同学参加全国乡村规划竞赛，竞赛作品《碧云间 村舍里》

获得佳作奖；2019 年 11月-2020年 3 月，指导老师指导项目组同

学撰写申请报告，并成功申请本项目获得 2019年校级大学生研究

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并获得学校推荐申报省级大学生

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学院 项目中的分工

蔡香玺 201517020116 城乡规划 1501 建筑学院 乡村规划与设计

孟梓林 201517020202 城乡规划 1502 建筑学院
乡村规划案例分

析

郑曼婕 201517020103 城乡规划 1501 建筑学院
碧云峰基础资料

整理和汇总

许杨杨 201517020208 城乡规划 1502 建筑学院 弹性理论研究



二、 立项依据（可加页）

（一） 项目简介

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以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显著，有发展潜力

的近郊乡村呈现出复杂、复合的动态发展特征，乡村规划与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

此次项目以湘北乡村聚落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湖南省益阳市碧云峰村作为实证，

针对其发展中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不

足、生态环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从提升乡村社会弹性、经济弹性、生态弹性三

方面入手，结合乡村聚落空间微更新，探讨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乡村可持续性振

兴发展的新路径。

（二） 研究目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

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

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

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以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显

著，有发展潜力的近郊乡村呈现出复杂、复合的动态发展特征，乡村规划与建设

面临着新的挑战。益阳市碧云峰村就是一个典型的近郊型旅游乡村，它处在长沙

市与益阳市之间，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区位优势，但是在发展中

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生态环

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从规划的角度探索湘北乡村

弹性提升路径，并开展乡村聚落空间微更新设计，以探索基于弹性理念，以湖南

为地域背景的乡村振兴途径与方法。



图1：碧云峰村区位及现状图

（三） 研究内容

（1）通过文献阅读和现状调研，选取碧云峰村作为湘北乡村的典型案例进行

研究，分析碧云峰村的社会、经济、生态和乡村建设情况，着重分析湘北乡村的

地域特点、空间形态和结构特征；

（2）结合现状调研所发现的问题，从弹性理论的视角分析碧云峰村社会、经

济、生态和空间弹性提升的路径；

（3）通过规划研究和设计，从提升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和空间弹性的角度，

探讨乡村聚落空间微更新的技术方法，并开展规划设计实践。

（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1 理论研究概述

Resilience，其辞源来自拉丁语“resi-lire”，意为弹回。弹性首先被物理

学家用来表示弹簧的特性，阐述物质抵抗外来冲击的稳定性。从 1970 年代初开始，

以 Holling、Folke、和 Carpenter 等为代表的研究者
[1]~ [3]

，开启了对弹性概念



的多学科探讨，基于生态弹性、社会弹性、经济弹性、工程弹性和社会生态弹性

的系列研究开始展开。

Holling 将社会生态弹性定义为：社会生态系统在完成组织重组或形成新的组

织之前，所能化解变化的程度
[1]
。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比较复杂，且其包含多

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子系统。2000 年以

后，研究者开始探讨城市和乡村作为社会生态系统，其弹性要素和特征。弹性联

盟认为未来城市和乡村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需要从弹性角度来审视城

市和乡村的发展。而 Brunetta 等
[4]
和 Deppisch

[5]
认为空间规划中的弹性能够促进

形成一个更自省性的、更多样化社会的过程，在有些情况下弹性能够启发创新。

目前国内对于弹性理念方面的研究以城市为对象居多，且体系相对较为完整，

针对乡村地区的弹性研究与实践成果较少。其中丁金华等在研究苏南地区水网乡

村弹性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乡村景观更新的迫切性及其面临的挑战,并结合苏州

小陶村案例,提出弹性理念下水网乡村景观更新规划策略
[6]
。胡中慧基于弹性理念，

对苏南乡村景观规划策略进行了研究
[7]
。杜文武等结合乡村重塑的目标,对弹性理

念下实现乡村重塑的研究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8]
。

2 乡村振兴案例研究

2.1 安徽宏村与台湾桃米村的乡村发展实践
[9]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具有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被誉为“画里乡村”。但宏

村在 20 世纪末时发展得并不顺利，居民多次尝试经营旅游业都以失败告终。一方

面是源于周边乡村优先发展旅游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宏村的旅游产权并不属于社

区居民而属于县人民政府，居民没有话语权。1998 年，外部资本入驻，资本方获

得了宏村 30 年的旅游经营权，宏村从此开始了由强势外部资本主导的快速绅士化

发展。

桃米村位于中国台湾中部南投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无名小村落。当地人生

存现状相当艰难，且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人口结构老龄化。1999 年“9.12”

大地震摧毁了桃米 80%的房屋。震后的桃米得到了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和专家团队的

关注，以及政府的赈灾资金。桃米社区在灾难的摧毁下，开始了基于多组织协助，

缓慢并充满未知的草根化社区营建历程。

2.2 两种发展历程的对比：快速与渐进

宏村利用资本力量，通过几个大事件（2000 年申遗成功；电影《卧虎藏龙》

在该地取景拍摄）的助推，使得旅游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被资本控制的村落公共空间被旅游开发取代，不再具备

举办社区公共活动和提升凝聚力的功能；资本方与本地居民之间矛盾加剧，冲突

事件增多，引发了居民的大量负面情绪。

桃米村通过三个阶段实践，重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然后再

推进实体环境的重建。第一阶段通过专家团队和非营利组织的协助，让村民重新

认知和体验周边环境，构建乡村社区的核心价值，形成专业互助的情感纽带。第

二阶段为桃米生态产业运营阶段，打造面向青少年和儿童的生态休闲旅游，相关

手工艺品成为乡村主导产业与村民的稳定经济来源之一。第三阶段村民主动寻求

非盈利组织帮助，建立乡村社区精神凝聚场所，成为推广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经验

的基地。

2.3 从乡村聚落弹性提升的角度对两种模式进行对比评价

两种模式都成功完成了转化与发展并构建了乡村聚落的弹性能力：



（1）从物质空间环境来看，宏村和桃米都很好地保护并开发了自身的环境资

源。

（2）从社会网络发展来看，两者最初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乡土熟人社会，宏

村收到外部资本的冲击，双方关系较为紧张，同时加剧自身社区内部分化；而桃

米则再自主营建的过程中，不断重建和加强原有分散的社区意识和凝聚力，与多

方协助组织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合作关系。

（3）从社会网络与环境资源来看，宏村居民对其环境的认知和开发，再外部

资本放入驻后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居民无法真正地参与社区产业的发展决策；

桃米社区复兴模式将社会网络与环境资源的开发紧密结合，居民通过想学习、认

知、尝试、经营完成了对自身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

2.4 启示

（1）乡村弹性的构建不是完全的“自力更生”：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活动，弹

性的构建需要政府、居民、资本团体、规划师等共同参与才能施现。除了系统本

身的努力之外，外界环境能提供的协助与良好的价值瘾大也是必要的因素。

（2）相对于大事件更注重微小渐进式的弹性培育：传统的弹性研究多数关注

系统中突发的、大型的灾害实践，而忽略了系统渐进的、微小、积累的变化。

（3）适应性学习和创造力培育是弹性构建的关键环节：乡村社区从外部干扰

完成转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居民对自身环境生态知识的认知学习和创新式利

用。

（4）社会网络建构是弹性构建的核心要素：乡村的个体与之共同构成的社会

网络可以被视为乡村的核心要素，因为弹性最终要归结于个人和社会网络，物质

建设过程是必须的。乡村聚落弹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良好的社会行为方式，将可

感知的社区环境过程与生命体验相结合，可以培育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共生关系的

契约精神，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 既往研究的总结和本研究的角度

总之，乡村振兴是当前规划研究的热点，规划研究者在积极地探寻乡村振兴

的方法和途径，其中弹性理念和方法已经开始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目前乡村

弹性研究着重在生态环境研究方面，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在实践层面，就地域而

言，以湖南为地域背景的乡村弹性系统研究还很少。因此，本研究以碧云峰村为

案例，对湘北乡村聚落空间弹性提升路径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地域性乡

村振兴实践和乡村空间微更新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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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创新点与项目特色

（1）弹性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研究：本项目从弹性视角开展乡村研究，着重分

析影响湘北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影响因素，从提高乡村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角度

进行规划实践和技术探讨，为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立足乡村聚落空间的多角度分析：乡村聚落虽然空间范围不大，但也涉

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而规划研究的立足

点在于空间，因此本项目融合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技术方法，用以支持落实到“空

间”的乡村规划研究。

（3）尊重乡土经验的乡村聚落微更新实践。通过深入的调研和访谈，了解乡

村的文脉和历史，尊重村民的风俗习惯，学习符合本地气候、环境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乡土营建经验和智慧，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聚落微更新实践。



（六） 技术路线、拟解决的问题及预期成果

1 技术路线

2 预期成果

（1） 设计成果

基于湘北乡村聚落弹性提升路径探索和碧云峰村微更新设计方案等成果完成

的研究报告和系列图纸。

（2）学术成果

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3 篇。

（3）实践成果



基于本项目的积累，参加 2019 年度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乡村规

划方案竞赛，形成老带新的学习梯队。

（七） 项目研究进度安排

（1）2019.01-2019.12

国内外研究资料搜集及分析，研究技术路线的落实等前期准备工作；进行资

料调研，进一步完善所需的文字、图纸和遥感影像资料等基本资料；对案例乡村

碧云峰村进行调研，完成建模和数据分析工作；深化弹性理论和乡村振兴实践案

例的学习；开展湘北乡村聚落弹性提升路径研究。

（2）2020.01-2020.12

针对案例碧云峰村弹性提升路径研究成果，开展乡村振兴研究并完成乡村聚

落空间微更新设计方案；完成研究报告，发表学术论文。

（八） 已有基础

1.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1.1 研究积累

（1）详细阅读了弹性规划研究的相关理论，并对乡村建设的案例和文献资料

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学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储备。

（2）在2018年7月-9月间，完成了对益阳市碧云峰村的详细前期调研，并收

集到了相关的统计资料和上层次规划资料。在实地踏勘过程中，运用激光测距仪

和无人机等对碧云峰村部分建筑进行了测绘和拍摄，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

式了解碧云峰村居民日常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于乡村发展的意见，获得了较完备

的现状调研信息和规划资料。

（3）在对碧云峰村建筑的测绘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碧云峰村的模型构建和

前期数据整理工作，为设计阶段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1.2 已取得的成绩

“碧云里，村舍间”作品获得2018年度全国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大学生乡

村规划方案竞赛——佳作奖

参赛人员：邓斌、黄铭东、蔡香玺、郑曼婕、孟梓林、许杨杨

指导老师：刘丹、袁敏



2. 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方法

本项目依托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交通运输部共建的省

属重点高校，具备进行图纸作业、田野调查、社会访谈等记录、拍摄等现场调 研

工作的必要设备。项目组可以利用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地理与资源环境实验

室、城市规划与景观实验室、图形图像实验室、建筑物理实验室、建筑模型实验

室等进行有关调研图纸、数据的汇总、归纳和分析工作。



三、 经费预算

开支科目
预算经费

（元）
主要用途

阶段下达经费计划（元）

前半阶段 后半阶段

预算经费总额 20000 业务费和材料费 11000 9000



1. 业务费 15000 调研差旅费、会议注

册费、文献检索费、

论文出版费等

9000 6000

（1）计算、分析、测试费 0 / / /

（2）能源动力费 0 / / /

（3）会议、差旅费 5000 调研差旅费及拟参

加一次国内学术会

议

2000 3000

（4）文献检索费 1000 文献检索费 1000 0

（5）论文出版费 9000 发表 2-3篇论文的审

稿费和版面费

6000 3000

2. 仪器设备购置费 0 / / /

3. 实验装置试制费 0 / / /

4. 材料费 5000 调研及设计耗材；设

计成果出图、模型制

作、图纸印刷装订费

用

2000 3000

学校批准经费
10000 业务费和材料费 5500 4500

四、 指导教师意见

选题结合当前乡村振兴和弹性研究等规划学科热点，前期调研详实，初步设计

成果获得全国乡村规划设计竞赛的佳作奖，具备深入研究的基础，技术路线可行。

此外项目负责人已发表过学术期刊论文，具备较好的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专业素

养，项目团队具有较强的协作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意指导。

导师（签章）：

年 月 日

五、 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推荐校级项目

专家组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六、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家组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七、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