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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废还应考虑农事需要 一排排建筑规划有序，与周围的田

园风光和谐统一；一幢幢住宅各具特色，但总体建筑风格与

当地传统建筑风格相一致；一间间房屋布局紧凑、宽敞明亮

、干净整洁，处处体现着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宗旨。

院子里没有乱哄哄的猪圈、四处乱跑的鸡鸭、四处堆放的秸

秆，居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和卫生的自来水，有了干净的厕

所，屋顶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这不是高档的别墅小区，

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未来村庄蓝图。和城市里各种

建筑的发展趋势一样，新型的环保生态型住宅，也正在成为

农村住宅建设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亮点。 

新农村需要生态住宅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新

建住宅越来越多。然而在一些地区，由于农村住宅建设的放

任和无序，加之一些农民显富、攀比等心理的影响，致使一

些农村新建住宅越建越大，越建越高，越建越乱，造成土地

和金钱的极大浪费。由于住宅建造缺乏规划和设计，农民大

都是自搭自建，造成建筑的色彩、格局、样式趋于雷同，但

却又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在房屋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条

件和施工手段的限制，以及认识的不足，农民建房时多选用

落后的建材，比如说采用在很多城市已被禁用的黏土砖，致

使建筑节能效果变差。有些农民为了省钱，甚至直接在自家

承包的地里挖土烧砖，破坏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造成了环

境污染。 在2006年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中



，实现“村容整洁”被列为新农村建设的“20字基本要求”

之一，其根本的目的，就是真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而作为

人居环境要素之一的农村住宅，更应实现与自然、环境相协

调。因此，生态住宅应该成为农村住宅建设的目标和追求。 

所谓生态住宅，意在寻求自然、建筑和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

一，即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条件和人工手段

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又要控

制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实现向自然索取与回报之间的平衡

。 因此，对于生态环保型的农村住宅来说，首先在方便农民

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要满足农民居住的舒适性，例如保

证适宜的温度、湿度，有充足的日照，有良好的通风等等；

同时，生态住宅还要保证生活所需要的安全性、私密性，以

及满足邻里交往、人与自然交往等要求。 其次，住宅在建设

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特点，选用有利于资源节约、有利于

建筑节能的新型建材，选用更为科学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

地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农村住宅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的目标。 第三，实现农村住宅与农村环境的完美和谐。生态

住宅与大自然相和谐不仅体现在能量、物质方面，也同时体

现在精神境界方面，包括生态住宅与自然景观相融合，与农

村的社会文化特点相融合。 对农村住宅建设颇为关注的湖南

作家邓延陆说，农村生态住宅的规划要强调整体设计，要根

据当地自然环境，适用生态学、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合理安

排组织住宅建筑与其他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农村住宅与

村庄环境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复合体。 既要舒适又要农村特

色 今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等有关情况时说，农民的居住条件要体现农业的特色、

农村的特色，要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一些地方，建了十几层

或者二十几层的高楼，让农民坐电梯上下楼，拿着镰刀、锄

头，就很不方便。另外农民可能还有一些秸秆等等要堆放，

有的还要养家禽、家畜等等。所以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让农民

得到实惠，如果建完了很漂亮，对农民不方便，农民也不会

满意。 所以，农村建设生态住宅，一定要符合农村的特点，

应从几个方面切入： 一是要实行人畜分离。大力推广畜禽舍

圈饲养技术，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二是进行“三改一建”

。以沼气池建设为龙头，实施改水(自来水)、改厕(冲刷式)、

改薪(以电代柴、以煤代柴、以气代柴)配套工程，改善农村

卫生面貌；三是在住宅建造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建筑节能。充

分利用当地方便适用的建筑材料，尤其是一些轻型、节能的

新型建筑材料进行住宅建设，保证住宅节能效果。另外，在

有条件的地区，要按照“饲畜沼果(菜)”模式建设生态庭院

。据有关试验表明，一户建造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常年

养4头猪，其生产的沼气可满足5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照明、炊

事用能需要。从节柴、节省劳力的角度看，每年节约燃料

费600元，每头猪可增加间接收入100元；沼液可供3~5亩果园

的全年用肥，每亩年可减少化肥投入200元；用沼肥施果，增

产幅度可高达25％以上。 其实，我国早有独户式生态住宅的

设计与建造。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永康县农村某种桔专业户

建的三层住宅，采用以沼气池为中心，屋面覆土种植蔬菜瓜

果兼当隔热层，形成物质、能源的循环生态系统，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保持多样建筑风格 我国幅员广阔，因地理区域不

同，建筑风格也多种多样。因此，在新农村住宅建设中，要



因地制宜，既要充分体现生态观，又要保持多姿多彩的建筑

风格。 农村住宅建设要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应依山傍

水、依山就势地建设农民新居。同时，要按高、中、低档为

农民规划设计各种户型住宅，既避免住宅本身的雷同和毫无

章法的乱建，又使新住宅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既可以节约

土地资源，也体现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 对此，邓延陆说，

要避免新农村住宅建设的雷同，就要对农村住宅建设进行整

体规划，为农民提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建筑图纸，供农

民选择。 据了解，目前北京、上海、江西、山东、陕西等很

多地区的相关部门都已经为农村住宅建设编制了节能、环保

、生态的建筑规划和建设图集，并免费提供给农民，为他们

建造住宅提供了方便。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

坚教授说，古老中国的土地上，由于世代人的栖居、耕作，

留存了丰富的乡土建筑，像客家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徽

派建筑的民居等；还有像一条小溪、一座大山、一片圣林、

一汪水池，都是一家、一族、一村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它

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

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建筑与遗产景观，

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

仰的基础。这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建筑和风格，在农村住

宅建设时，都应合理充分保护和借鉴。只有如此，才能形成

建筑与景观的协调，形成风格各异的农村住宅建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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