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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是当前倍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些建设以发展旅游经济为名，在风景名胜区内大兴土木

，把其建成了大型“吃喝玩乐综合体”，风景区“城市化、

人工化、商业化”的现象屡见不鲜。城市近郊风景区由于区

位独特，景区内村庄、居民点不断扩张，开山采石、毁林种

地、滥用水资源等破坏风景区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有

的甚至大搞高档房地产。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规划体制

不完善、实施管理力度不够之外，规划本身也存在较大的缺

陷。许多风景区的规划由于回避了农村居民点问题，致使居

民点规模不断扩张，不仅给风景区带来后患，也给房地产开

发商有机可趁，使建设项目侵占风景区用地，造成对风景区

土地的无序利用和对风景资源的极大破坏。农村居民点已经

成为一些风景区规划回避的难题，因而也就成为城市近郊风

景区产生问题的根源。因此，从规划角度采用积极的方式探

索并解决此类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2、实例分析与方法研

究 2.1实例概况与现状分析来源：考试大 虞山尚湖风景区

于1982年被列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的景区之一，是典型

的城市近郊风景区，总面积为35 km2.常熟市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境内的虞山、尚湖、古城融为一体。虞山自然景观秀

丽幽奇，1989年被定为国家森林公园，是长江三角洲腹地的

最高点，有著名的“虞山十八景”，人文景观丰富；尚湖湖

面宽广，风景秀丽。因此，常熟古城区素有“七溪流碧皆通



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美景。该风景区1999年游客量约

为140万人次/年，占全市游客总量的60％。百考试题论坛 笔

者通过对风景区历次规划及规划实施情况的回顾发现，因管

理体制不顺等原因，尚湖及其周边地区的保护力度明显偏弱

，居民点不断扩张，在沿岸大量开发度假区，建筑风格不协

调，自然资源及环境被破坏、水体污染等现象愈演愈烈。本

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笔者通过对现状经济状况调查和定量分析

研究发现，风景区内现有1个建制林场、6个行政村，分属3个

镇，现有的行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极易造成房地产商开发

的失控和工业项目的引进，给风景区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带

来后患。另外，距市区较近的行政村由于交通便捷，经济发

达程度相对较大，农民自建房增量也较大。 2.2研究内容 本次

规划作为常熟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专题研究报告，

并非一个完整的风景区总体规划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它以《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为主要依据，旨在找出原有规划及实

施存在的问题，从风景区规划的角度提出对风景区用地保护

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是对风景区内的居民点提出控制要

求。 2.3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次规划主要从解决风景区现存问题

和促进风景区自身发展两个层面出发，按照城市可持续发展

要求，针对城市近郊风景区，探寻以控制风景区建设行为、

保持风景区良性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规划分析与控制方法。 结

合城市总体规划，本次规划将该风景区功能定位为一个处于

城区边缘的以生态调节为主要功能、以自然山水为主要特色

的自然生态旅游胜地和大型郊野公园。规划引入了先进的三

维GIS辅助分析技术，通过对风景区生态景观保护、居民点疏

密度、拆迁难易度等方面的分析，为规划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规划提出风景区在功能布局时既要珍惜现有风景资源，严

格控制景区内的建设，又要尊重现状发展基础，将居民密度

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优化景区空间环境。来源

：www.examda.com 2.4GIS辅助分析与决策 为了提高决策的科

学性，规划借助三维GIS技术[2]，对风景区用地现状及虞山

、尚湖、古城的绿化、生态、环境、景观、视线、视域等关

系进行分析，评估出风景区的敏感地带，为不同地段的建设

控制提供依据（图1～图4）。 分析认为，虞山、尚湖与城市

的交接界面、虞山与尚湖的过渡地带为敏感区域，对虞山、

尚湖、古城的格局关系、生态环境影响非常大，需重点进行

生态景观恢复或建设控制。虞山北路一带是风景区与城市的

主要过渡区，即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生态过渡区，应加强

虞山至城市的生态绿化过渡，延伸城市至虞山的生态景观走

廊，形成一个自然与城市的生态型过渡空间。 2.5风景保护及

居民点调控 本次规划将整个风景区划分为宗教文化景观保护

区、重点自然景观保护区、景观游览区、景观恢复区、景观

控制区、外缘适度发展区6个区，又以居民点的调控为重点确

立了控制人口、合理保留、产业引导的调控原则。 规划首先

利用生态、景观、视域分析成果，划定居民点调控分区，同

时通过现场评价、感官分析及横向类比的居民点疏密度分析

，提出景观型村落之间的合理间距和村落的适宜规模（合理

的半径及户数），为居民点的调控提供具体依据。居民点主

要从两个角度对风景区内的视线景观产生影响：从尚湖周边

观虞山和从虞山鸟瞰尚湖。前者可以通过种植绿化带减小影

响；后者必须通过居民点疏密度分析进行调控，并通过增加

植物等手段，营造更为完美的自然型、生态型村落景观。 研



究中采用如下公式对居民点疏密度进行分析： T=S′/S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式中：S′=N×S0/L；S=π×R2 其中

：T村落单元疏密度（％） S′村落单元建筑基底面积（m2）

N村落单元中居民户数（户） S0户均建筑面积（m2/户） L平

均层数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S村落单元外接圆面积（m2） R村落单元外接圆半径（m） T

不同于建筑密度，可用于评价村落单元分布的疏密程度及单

元间的空间位置关系。通过现场评价、感观分析及横向类比

，当Tlt.200m，D&gt.700m（D为村落单元之间的圆心距离）

时，如果结合了大面积的村落绿化，那么村落景观就趋于比

较自然、理想的状态。 距城区较近的村落由于居民点现状建

筑密度和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拆迁难度较大，规划应尽量减

少居民点拆迁量。而处于山与湖之间的核心过渡地带的居民

点，为满足风景区生态保护和景观的需要，应将其搬迁。在

此基础上，规划将风景区的居民点划分为绝对保护的无居民

区（不准常住人口落户）、恢复风景的人口衰减区（分阶段

地减少常住人口数量）和保护风景的人口控制区（允许一定

数量的常住人口落户）3种居民点调控分区，并把已有的居民

点按自然村落划为80个单元，采用4种调控类型：①搬迁型，

即完全撤离原址，主要针对建筑质量不高，同时又位于敏感

地带或者由于居民点成片密度过高而影响景观的居民点单元

；②缩减型，即部分撤离原址以降低建筑密度，主要针对居

民点过于集中的村落；③控制型，即在保持现有用地规模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建设的方式；④安置型，即在风景区内适当

地段新设立的用于安置景区内搬迁居民的居民点类型。规划

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居民点调控表。 2.6功能分区、土地利用



与建设控制采集者退散 针对原有的风景区总体规划、森林公

园规划，本次规划对风景区重新进行整合，划分国家森林公

园、景林生态观光区、田园风光区、中心休闲观光区、湖滨

游览服务景观区、入口服务区、城郊风貌控制区、远景发展

区、水域生态观光区九大功能区，并对每个区确立发展原则

、建设意向和实施要点，作为对原有规划内容的延续、调整

和补充。 依照功能分区的发展要求，规划采用突出风景区土

地利用的重点与特点、扩大风景用地、保护风景资源的策略

，结合具体的用地现况，将风景区用地类型划分为七大类。

规划扩大风景游赏用地、游览设施用地和交通用地的规模，

对居民社会用地、耕地、滞留用地进行缩减，并维持原有的

水域面积。 规划提出该风景区既要满足各功能区的建设控制

要求，又须满足各类用地的建设控制要求。建设控制要求包

括适建内容、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等。这

些控制要求，均作为今后风景区规划管理的主要依据。 2.7交

通组织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湖滨周边特别是尚湖南侧的道路规划利用已有的环湖路形成

网状骨架。为满足游览观光及景观设计要求，局部地段的设

计采用放射状、自由式路网。为强化尚湖、虞山主体景观特

色，规划将面向湖体、山体的道路布置得相对较密，方便游

客便捷地到达尚湖湖滨。同时，湖体周边路网与山体路网通

过虞山南路有机衔接，并结合外缘环路，形成完整的道路系

统。通过在适当地段结合旅游服务设施配置停车场、站点与

游船码头，形成道路系统与水路系统相结合的综合交通体系

。 2.8实施措施建议采集者退散 为保障规划实施，规划提出三

大措施建议：①进行管理机制创新，减少发展主体，治理多



头管理，撤销不利于风景区发展的行政村建制，实行风景区

统一管理。②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解决行政村的经济发展矛

盾，变独立的行政村经济发展格局为风景区经济的整体良性

发展格局，优化风景区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和第三

产业，解决风景区内农民的就业问题。③制定政策保障措施

。将风景区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加强与总体规划的衔接

；制定相应政策，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将风景

区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加快改革步伐，解决征地

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矛盾。此外，要特别注意规范风景区与城

市之间用地的规划与实施管理，要在城市总体规划与风景区

规划的框架下，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其用地建设控制要求。 相

关推荐：城市建筑小区规划的分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