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章 新型农村社区建筑设计 

在我国古代，农村建筑主要包括住宅、店铺、祠庙、作坊、衙署以及娱乐

设施等，一般居民的建筑都较简陋。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农

村建筑的内容除住宅外，行政、文教、卫生、商业等服务性建筑，以及饲养、

加工、储藏、修理等生产性建筑日益增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温

室、塑料棚、养禽场、养猪场、养牛场以及各类仓库、厂房等较大型的生产性

建筑。建筑类型的增多，功能的细分，对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起来，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中，建筑类型主要包括三类，即住宅建筑、

公共建筑、生产性建筑。 

11.1 农村住宅建筑的建设现状及特点 

住宅建筑是农村居民组织家庭生活和从事家庭副业生产的场所。它的形式和

内容，一方面随自然条件、建设材料、经济水平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另一方面又因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基本要求的一致性而具有共同的特点。一般而

言，我国农村住宅的功能要适应家庭生活和进行农副业生产的双重需要。除生活

用房（包括卧室、厅堂、厨房、储藏间和卫生间等）外，还应包括生产房间和辅

助设施（如饲养间、工副业加工间、仓库、暖房、能源和取水装置等）。在不同

民族居住和从事不同专业生产的地区，对住宅的辅助设施常有不同的要求。 

11.1.1 建设现状及问题 

由于经济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住宅多为农民自己建设，虽然随着经济

状况的发展，农民自己建设的房屋质量有所提高，但是也存在着发展不合理、

盲目建设等诸多问题。 

（1）缺乏整体规划，住宅布局不合理。新建住宅不断向外分布，整体布局

零乱，缺乏向心力。 

（2）建筑品质不高，缺乏人文关怀。农村住宅没有经过专业化的设计与考

虑，只是根据以往的生活经验，随意进行建设。 

（3）施工质量差，施工时通常是自己或者找几个工人进行建设，施工质量

普遍偏差。有的住宅不进行地质勘查，甚至不打基础，直接夯实后施工，基础

的不均匀沉降导致出现墙体开裂等问题，十年左右就需要翻新加固，不但造成



经济的浪费还留下了安全隐患。 

（4）地方特色流失。没有对房间的功能、建筑材料、建筑立面风格、保温

设施的使用、通风、排水等进行统一考虑，导致千村一面。 

（5）农村住宅多以平房为主，占地面积大，容积率低，造成了土地资源的

浪费。“摊大饼”式的发展也导致了村庄住宅发展的无序化。 

（6）在村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甚至停滞不前造成

了虽然农民住进了新家，但是住宅周围的环境并没有得以改观，交通状况没有

得到好转，农民的生活品质就没有从本质上得以提高。路难走、吃水难、通信

不便以及整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农民。 

因此，新型农村社区的住宅建设迫切需要进行专业的规划和设计，引导农

民建设家乡，创造出一个科学、规范的人居环境。 

11.1.2  特点 

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规划设计，就必须深入地研究新型农村社区住

宅的特点。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使用功能较为复杂，所处的环境贴近自然，具有

独特的乡土文化： 

1．使用功能的双重性 



在我国，农村住宅不仅仅有确保农民生活和居住的功能空间，很多功能空

间还兼具生活和生产的双重要求，除此之外，还配置了供农机具、谷物等的储

藏空间以及室外的晾晒场地和活动场所。 

2．持续发展的适应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这就要求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建设应具有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改性，要满足当

前的需要，又要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反复建设造成劳民伤财。 

3．服务对象多变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庄、不同的民族也都有着不同的风俗民情，即便在

同一个地区，对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活习俗、邻里交往都有着不同的理

解、认识和要求，其宗族、邻里关系极为密切，十分重视代际关系。因此，在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必须根据具体的服务对象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以适应各自不同的要求。 

4．建造技术复杂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不仅功能复杂，而且建房资金紧张，同时还受自然环境

和乡土文化的影响，这就要求社区住宅的设计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坚持就地取材，采用较为简便和行之有效的施工工艺等，力求节约资源、

降低造价、创造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住宅。 

5．地方风貌的独特性 

农村住宅通常受到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使

用对象对生产、生活的具体要求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村落，有时也会有所不

同。因此，必须注重保留原有地方风貌，创造富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农村住宅。 

综上，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时，要同时满足农民原有的生活、生产习

惯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的需要。一方面，使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建造出节约能

源、舒适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保留具有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建筑元素，

使新型农村社区有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不失去原有村落的特性、性格。 

11.2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组合类型及空间组成 

11.2.1  组合类型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功能布局必须满足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且

以节约土地为指导思想。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可将新农村住宅分为垂直分

户和水平分户两类。 

1．垂直分户住宅 



庭院在农村居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用垂直分户的住宅 大的特

点是可以使每户都有独立的庭院，住宅多为 2~3 层。 

垂直分户的住宅主要针对那些还继续从事于第一产业的农民，这一部分农

民对院子的依赖程度较高，农民的很多行为都需要院落空间来完成。即使是一

些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居民，他们依然习惯于居住在有庭院的住宅中，在庭

院中种植蔬菜等，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因此垂直分户的 大好处就是可以满

足农民对庭院的需求。 

2．水平分户住宅 

水平分户的住宅多为 4~6 层，形式类似于城市中的多层住宅小区。每户有

公共的单元入口，然后由楼梯通向各户。这种类型的住宅的好处是能提高土地

的利用率。这种分户形式适用于那些已经脱离了第一产业、对庭院的需求不是

很高的农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一些农民已经脱离开田地，开始从

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与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户对比，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模式类似于城市居民。 

11.2.2  住宅空间组成与特点 



农户活动的进行都需要一定的空间，不同的农户活动对空间会提出不同的

要求。在农民的各项活动中，家庭活动占据的比例和重要性 高。家庭成员的

休息、饮食、交流、储存以及进行一些小的生产活动都是在家庭空间中进行的。

因此，家庭活动的多样性就导致了家庭空间的多样化。应当根据功能对空间进

行细分。比如：庭院是家庭休闲、聚餐、交流、活动的主要场所，生活起居空

间是家庭休息以及室内活动的空间，生产空间包括一些小的加工空间、进行养

殖的区域以及储存家庭中一些农业生产器具或是粮食的存放空间。 

1．庭  院 

在传统的农村中，庭院是由建筑和院墙围合出来的一个空间，也是在农村

中 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庭院是村民居住的空间中 为核心的一个空间，

功能的复合性决定了它在农村住宅中的地位。它集合了休息、娱乐、运动、聚

餐、交往、种植、存放农用机器及交通等功能于一身。 

2．生活起居空间 

在北方农村，正房多是坐北朝南，东西两侧配有辅助功能性的厢房。但是

在农村中一般将卧室和客厅、餐厅结合。将以上这些房间的功能都集中在一个

较大的空间内进行。 

3．生产空间 



根据农村生产活动的特点，有很多的生产都是在庭院中完成的，比如一些手

工业、服务业等。这些生产空间往往和卧室空间结合，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单独设

置生产用房，并可以独立对外。在进行生产的同时，不影响家庭生活、休息。 

4．储存空间 

由于农民生产的需要，每个农户家庭中往往拥有一定数量的从事生产的器

具。这就需要住宅中存在一些储存性质的空间。储存空间的布局有的是位于偏

房之中，有的则置于正房之中，也有的就露天存放于庭院之中。 

5．交通空间 

农村住宅多为平房和低层住宅，平房的交通联系主要依赖于庭院，低层住

宅的交通联系主要靠楼梯。 

11.3  住宅平面布局与空间组合 

11.3.1  平面布局要求 

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中，在提供完善的居住空间的同时，也需要在住宅

设计中体现农村住宅的特征。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平面布局中要注意以下四点： 

（1）住宅要以经济性为原则，平面布局要结合农村生活、生产。 



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中，要以当地农村的具体情况为依据。不仅要考

虑农村的经济状况，还要坚持以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原则，不能照搬城市中

的住宅模式，一味地追求舒适和豪华。在住宅户型设计上还要考虑农村住宅的

特殊性，布置一些生产、储存空间。如北京市八达岭营城子村旧村改造（见图

11.3.1），使用退台式布局，将传统院落式布局引入到住宅设计当中，利用低层

的空间围合成院落，利用每层的退台，不但可以创造出室外平台空间，为每一

户都提供了一个可以室外活动的空间，还可以减少住宅面积，减少农民生活的

成本。 

 

图 11.3.1  北京市八达岭营城子村改造住宅 

（2）合理考虑生产用房的设置。 

由于农村生产规模小，需要家庭作业等特点，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中

需要考虑一定的生产用房。在垂直分户的住宅中，生产用房可以结合院子设置，



并且可独立对外，利于生产交通。在水平分户的住宅中，生产用房可以在住宅

外独立设置，并可集中设置于公共交通的位置，使农民在搬进水平分户的住宅

之后能仍然可以进行生产活动。这样既达到了节约用地的目的，又方便了农民

的生产生活。 

（3）减少交通面积，提高使用效率。 

在传统农村住宅中，住宅由正房、厢房围合成三合院。房间的门直接开向

庭院，室内几乎没有交通空间，户型面积使用效率高于城市。因此，在新型农

村社区住宅设计中，为了提高户型的使用效率，设计者可以采取如下途径：① 设

置庭院；② 将公共楼梯室外化；③ 取消室内的交通空间等。 

（4）使用节能技术，提高农民生活舒适度，节约生活成本。 

农村经济条件差，人居收入少，因此对于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要考虑到在

降低农村居民购买成本的同时，还要注意减少在使用过程中的消耗，节约在使用

过程中水、电、暖的消耗。所以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利用天然釆光，自然通风。

注重节能技术的使用，减小能耗，减少农村的生活成本，创建节约型农村社区。 

11.3.2  住宅功能空间的组织及其面积标准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空间可分为基本功能空间和附属空间。基本功能空间包



括门厅、客厅、卧室、餐厅、厨房、卫生间、储存空间等。附属空间包括生活

类附属空间和生产类附属空间。生活类附属空间包括厅堂、书房、家务室、生

活阳台及露台；生产类附属空间包括加工间、库房、商店、粮仓、车库等。 

1．住宅功能空间的特点 

住宅内各个空间按用途分可分为生活区、休息区和工作区。对于新型农村

社区，住宅的这些分类也同样适用，但是新型农村社区住宅功能空间还具备一

些特殊性： 

（1）农业与家庭生产的需求。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不仅要兼顾居住的需求，而且也注重住宅与生产的结合；并

且由于现代农业迅猛发展，农民从事各产业的比例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所以，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到生产功能空间要满足传统农业、工业生产

的要求，而且还需考虑在将来因产业发展等原因导致的生产空间发生变化的需求。 

（2）互动交流与私密空间的需求。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是农民进行活动、交流、休息、睡眠等的场所。在空间

的分隔上，要满足每个使用者对于私密性的要求，而且在空间分隔上要体现出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3）住宅环境和文化传承的需求。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居住环境要满足农民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求。 

① 在生理上，住宅需要有良好的日照条件、良好的通风等。 

② 在心理上，住宅需要有安静的环境，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休息空间。将庭

院和室外环境的布置、建筑立面风格等，以当地的地域风格为核心，创造出能

够发展延续当地文化、传统的建筑、环境风格，使农民在搬进新型农村社区之

后，住宅对农民有亲和力。 

2．住宅功能空间的组织要求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中各种空间的组合应该根据各功能空间在农民生活、生产

中承担的作用或者各功能空间之间的联系合理进行组合。 大限度地使一些功能

联系紧密的空间有着 直接的联系，减少或避免纯交通功能或者一些消极空间的

出现；合理布局各功能分区，做到“内外有别”、“动静分离”、居住空间同餐饮

空间分离，不可将各个功能混为一谈，做到功能分区明确，以提高居住的舒适度。 

（1）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作为住宅当中 核心的空间，它具有休息、起居、工作、学习、

餐饮等功能。 



① 客厅和起居厅是家庭成员对外和内部活动的场所，但它们所承担的功能

和使用对象都有所不同。客厅往往是家庭成员同外来宾客进行交流的场所，而

起居厅则是作为家庭成员内部进行活动交流的场所，更为私密。因此，在进行

住宅空间设计时，两者应该在空间上予以区分，互不干扰。例如，在垂直分户

的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中，通常将客厅布置在一层，而将起居厅布置在二层，在

进行会客的同时，家庭内部成员也可以活动，而且互不干扰。在室内环境方面，

起居厅和客厅都需要良好的阳光、通风等。 

② 卧室是用于休息的场所，是住宅内 核心的空间，私密性 高。但是对

于目前农村的卧室，往往功能混杂，空间上和其他功能空间分隔不明确，进而

导致交流、休息、工作空间混为一谈，这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活品质，而且空

间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在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中应明确卧室的功能，

将卧室的空间与其他空间分离开来，并且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设置主卧、老年

人卧室、儿童卧室等。由于卧室功能私密性的要求，在垂直分户的新型农村社

区住宅中，往往将主卧设置于二层；而对于水平分户的住宅中，宜将主卧设置

于住宅的尽端，从而创造出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 

一般来说，主卧应面积 大，视野朝向 好。除了休息的空间外，如条件



许可，还可以配备工作、更衣、卫生等功能。老人卧室和儿童卧室，由于老人

和儿童上下楼不便，一般将将其设置于一层。此外，在老人卧室宜设置单独对

老人卧室的卫生间，并且在老人卫生间内设置一些针对于老人使用的把手等无

障碍设施，以方便老人的生活。 

③ 餐厅也是住宅中一个重要的功能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餐厅无论是在

家庭成员之间或是同客人之间都成为一个互相增进感情的场所。在新型农村社

区住宅设计中，餐厅要有良好的釆光和通风条件；在位置的选择上，餐厅要邻

近厨房。餐厅可单独布置，也可以和厨房、客厅相对。 

（2）厨卫空间。 

厨卫空间作为衡量农村现代化标准之一，是新型农村社区住宅设计的重点。

对于新型农村社区住宅的厨卫空间来说，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以适应今后的

发展需求。 

首先，厨房设施的设置在符合烹饪食物的基本流程之外，还需要满足不同

居民的生活习惯，并且要预留较大的储存空间。 

其次，卫生间要做到卫生、舒适。 好设置前室，以做到干湿分离；尽可

能地做到自然釆光、通风。在垂直分户的住宅中，每层保证有一个卫生间，在



面积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双卫，在保证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的前提下，一层的老人

卧室和二层的主卧各有一个专用卫生间。主卧的卫生间可增设更衣室和用于化

妆的空间。老人卧室的卫生间增设无障碍设施，保证老人的安全。 

（3）其他空间。 

新型农村社区住宅中除了居住空间和厨卫空间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空间，

应该予以特别重视。 

① 入口空间。 

入口空间作为公共空间同私密空间的联系和过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垂直分户的住宅，宜设置两个出入口。在南侧设置用于生活的入口，

并且设置照壁或者门斗，用于阻挡视线和保温，在分隔空间的同时，从心理上

区分“内外”；在北侧设置生产用出入口，用于一些机械和机动车的出入。 

对于水平分户的住宅，可以利用设置放置衣帽、鞋的玄关，作为“内外”

空间的过渡。 

② 楼梯。 

楼梯作为联系垂直交通的必要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楼梯间的设置，

应当以节约所占空间为前提，增加户型的使用系数。此外，楼梯间不应占据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