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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用地区位评价与分区调控

乔蕻强，陈 英
（甘肃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以重庆市丰都县为研究区域，采用面向对象分类和监督分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居民点的空间特

征进行了定性分析，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将丰都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低度

适宜和不适宜。在此基础上，使用聚类分析 法 将 丰 都 县 划 分 为 重 点 发 展 区、适 度 挖 潜 区、优 先 整 治 区 和 禁

止建设区。最后，对研究区居民点的用地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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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 民 点 是 中 国 农 村 人 口 的 主 要 聚 居 形 式。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整体系统地规划和有效地约束与

管理，村庄布局分散零落，杂乱无序，形成了大量所谓

的“空心村”和“破烂村”，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１－２］。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点的拆迁选择

和新建选址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因此有关农村居民点

的研究引 起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关 注。如 姜 广 辉［３］、陈 振

杰［４］等主要从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出发，分析居民点

空间变化的驱动力；孙华生［５］等从影响居民点空间分

布因素出发，分析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和布局；闫庆

武［６］等应用多种方法研究居民点空间格局分布，以反

映出不同方法对居民点密度空间分布的地域和细部

差异；孔祥斌［７］等 对 农 村 居 民 点 空 间 模 式 进 行 了 研

究［３］；曲衍波等［２］利 用 生 态 位 适 宜 度 模 型 与 ＧＩＳ栅

格技术进行 评 价 多 因 素 综 合 评 价；朱 雪 欣 等［８］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对农村居民点区位

的适宜性分等定级。虽然不少学者都对农村居民点

空间格局或对布局与整理的适宜性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但通过ＧＩＳ将 适 宜 性 分 等 和 区 域 调 控 结 合 起 来

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生态脆弱的三峡库区农

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规律和人居区位的适宜性评价分

析从区域尺度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重庆

市三峡库区丰都县为例，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

自然、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多因素综合适宜性分析，依

据评价适宜分值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区域调控。研究

结果对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农村居民

点整理和乡村土地规划也具有指导意义。

１　材料分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丰都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地处重庆

市中部，地理位置在１０７°２８′３″—１０８°１２′３７″Ｅ，２９°３３′１８″—



３０°１６′２５″Ｎ，距重 庆 市１５０ｋｍ。２０１０年 县 域 总 面 积

２９０　４０６．６１ｋｍ２，居民点用地９　６２４．４２ｋｍ２，占县域

总面积的３．３１％，居民点图斑４８　２８３个。包括１９个

建制镇、１１个乡、２８０个村和１个林场。地势东南高，
西北低，海拔多在２００～８００ｍ，由一系列平行褶皱山

构成，素有“四山夹三槽”地貌格局之称。该县气候属

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
量丰富，雨量充沛的气候特征。

１．２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数 据 包 括：利 用 遥 感 影 像 处 理 软 件

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８．７进 行 几 何 校 正、研 究 区 的 截 取

处理，在ＡｒｃＶｉｅｗ下进行矢量化处理，提取农村居民

点矢量图遥感影像，轨道号为１２７／３９；１∶５万丰都县

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１∶１万丰都县土地利用现状

图（资料源自丰都县２００９年二调数据）；丰都县地质

灾害分布图（资 料 源 自 丰 都 县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１∶１０
万新城规划地质灾害专题）；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

构和社会经济数据（资料源自２００９年丰都县农村居

民点用地调查统计和统计年鉴）。评价前，在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ＡｒｃＧＩＳ的支持下，统一各专题图空间投

影坐标系统，并栅格化为３０ｍ×３０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区位评价

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很多，综合许多国内

外专家对居民点区位适宜性的研究成果，结合重庆市

三峡库区丰都县的实际情况，确定从自然和社会经济

两方面 对 影 响 农 村 居 民 点 的 区 位 适 宜 性 因 素 进 行

研究［９］。

２．１．１　自然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区位的影响　影响农

村居民点的自然因素包括高程、坡度、坡向、河流、自然

灾害、地质条件等，由于本研究区域为南方低山丘陵，
因而主要研究因子选取高程、坡度、河流和地质灾害。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９．２对 丰 都 县ＤＥＭ 分 析 可 知，高

程、坡度、河流和地质条件因素都与居民点的分布显

著相关。ＤＥＭ 重 分 类 后 将 栅 格 数 据 转 化 为 矢 量 数

据，并同农村居民点图斑图层进行叠加分析，其中高

程集 中 在２００～６００ ｍ，居 民 点 面 积 占 总 面 积 的

６８．１１％，图斑数占总图斑数的７２．５１％，说明了丰都

县居民点布局 以 平 坝 浅 丘、深 丘 和 山 区 为 主，６００ｍ
以下适宜布局。结合二调的数据对坡度分级，其中坡

度在１５°以下，居民点面积占总面积的７５．７６％，图斑

数占总图斑数的７３．８０％，说明了丰都县居民点１５°
以下适宜布局。河流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居民点的布

局，本研究对丰都县主要河流以５０ｍ为间隔进行不

同程度的缓冲，然后和居民点现状进行叠加分析，当

缓冲 区 域 为 １５０ ｍ 时，居 民 点 面 积 占 总 面 积 的

７２．８％，并随着距离的增加，居民点的规模不断减小。
根据地质灾害在不同工程地质岩组间发生的频率大

小，依据地质灾害的规模对其进行１００ｍ缓冲，随着

缓冲距离越大，适宜等级也越大［１０］。

２．１．２　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区位的影响　影

响农村居民点分布的社会经济因素选取主干道路影

响度，城镇影响度，文教设施影响度和居民点发展状

况。一般来说，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起步阶段，主干道

路建设和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点区位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提取主干道路和城镇驻地的线、
面分布，用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进行主干道路和城

镇驻地的县域缓冲，然后对道路通达度模型进行量化

处理，得出主 干 道 路 和 城 镇 影 响 距 离 分 别 为３．０和

４．５ｋｍ最适宜；而丰都县经济发展缓慢，生活半径内

的学 校 建 设 严 重 不 足，其 学 校 的 辐 射 范 围 在１０ｋｍ
为适宜；耕地 距 离 影 响 半 径 通 过 全 县 发 放５００份 问

卷，有效问卷４７３份表明，耕地影响半径在１～２ｋｍ
的占７３．２％，人 们 在 建 居 民 点 时 更 多 考 虑 交 通 和 耕

作半径（表１）。

表１　不同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区位适宜等级划分依据

适宜
等级

自然因素

高程／ｍ 坡度／（°） 河流／ｍ
地质灾害／
ｍ

社会经济因素

道路影响／
ｋｍ

城镇影响／
ｋｍ

文教设施／
ｋｍ

耕地影响
半径／ｋｍ

３　 ０～２００　 ０～５　 ０～５０　 ６００～８００　 ０～１　 ０～１．５　 ０～４　 １～２
２　 ２００～４００　 ５～１０　 ５０～１００　 ４００～６００　 １～２　 １．５～３．０　 ４～７　 ２～５
１　 ４００～６００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０～４００　 ２～３　 ３．０～４．５　 ７～１０　 ５～８
０ ＞６００ ＞１５ ＞１５０ ＜２００ ＞３ ＞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８

２．１．３　农村居民点用地区位适宜性综合评价　适宜

性评价方法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 相 结 合 的 评 价

模型。以高程、坡 度、河 流 和 地 质 灾 害、道 路 影 响 度、
城镇影响度、文教设施影响度和耕地影响半径８个影

响因子为基础，根据表１中的适宜等级对影响因素量

化，赋值为７，５，３和１，通过多位对实地情况比较了解

的专家根据经验判断，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层次

分析法，对８个因素的影响程 度 赋 予 不 同 的 权 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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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重，在ＧＩＳ系统的栅格计算器中完成叠加分析适

宜性 计 算［１１］，最 后 在 居 民 点 用 地 评 价 单 元 综 合 分 值

频率直方图的基础上，根据分 值 变 化 的 特 征，利 用 聚

类分析功能，找出变化剧烈的 区 域，作 为 居 民 点 用 地

适宜性评价的等级划分界限，划分出研究规划区居民

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最终结果（图１）。

图１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等级

２．２　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控研究

近年来，丰都 县 大 力 发 展 旅 游 业 和 特 色 农 产 业，
城镇化 加 快，新 农 村 建 设 稳 步 推 进。但 调 查 发 现，

２００９年该县居民 点 用 地 总 面 积９　６２４．４２ｋｍ２，平 均

图斑面积０．２ｋｍ２，其 图 斑 小，密 度 大，分 布 散 乱；人

均居民点用地面积１３１．４６ｍ２，虽然没有超过国家规

定的１５０ｍ２ 上限标准，但是均超出了２０２０年规定的

３大分区人均标准。经测算丰都县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农

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１　２８７．７８ｈｍ２，继续深化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控，是推进丰都县新农村建设和

促进健康有序的城镇化的必需途径。

２．２．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区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叠加分

析功能，将丰都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图与适宜性等

级分布图进行叠加，计算各居民点用地的不同适宜性

等级比例，利用软件ＳＰＳＳ　１１系统聚类法中的类平均

法对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适 宜 性 等 级 进 行 类 聚［１２］，将 研

究区农村 居 民 点 用 地 划 分 为 重 点 发 展 区，适 度 挖 潜

区，优先整治区和禁止建设区（表２）。

表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区统计

分 区
图斑个
数／ｈｍ２

总面积／
ｈｍ２

分布特征

重点发展区 ４　６１０　２　５６５．９６ 南北沿江两岸

适度挖潜区 １５　０５７　３　３０６．９６ 江北中部地带

优先整治区 １６　６９９　２　５３０．３２ 边缘的北部山区和江南中部

禁止建设区 １１　９１６　 ９９８．１８ 东南部和西南部

２．２．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控分区研究模式

（１）重点 发 展 区。研 究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重

点发展区面 积２　５６５．９６ｋｍ２，占 总 规 模 的２６．６６％，
主要分布在南北沿江两岸等区域，处于城乡结合部发

展带上。该区域属于居民点用地高度适宜，位于城镇

边缘，交通 便 利，具 有 一 定 的 工 商 业 基 础，建 立 了 以

二、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农 村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相

对较高，密集度大，基础设施完善，新农村建设成果显

现，具有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现 实 可 能 性，是 未 来 农 村

居民点集聚的重点，推行城镇化引领的空心村整治模

式，开展组织整合形成新型的社区化管理模式和行业

协会组织［９］。其中 靠 近 城 区 和 主 镇 区 的 居 民 点 应 逐

渐纳入城镇一体化管理体系，加 大 中 心 村 建 设；在 村

庄建设上应汲取国内外先进集中建设经验，制定村庄

规划和建立工业园区，调整村 庄 内 部 用 地 结 构，促 进

土地集约利用［１５－１６］。
（２）适度 挖 潜 区。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适 度 挖 潜

区面积３　３０６．９６ｋｍ２，占 总 面 积 的３４．３６％，主 要 分

布在江北中部地带等区域，以 社 坛、保 和 镇 等 乡 镇 为

主。该区域整体上属于居民点用地中度适宜等级，具
有较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土壤 质 量 高，具 备 特 色 农 业

集约化、规模化与产业化经营 的 条 件，外 延 扩 展 的 趋

势强烈，有选择的培育乡村集 聚 点；但 区 域 村 庄 建 设

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村庄内空 置 闲 散 地 较 多，人 均 面

积大，利用较粗放。该区域应立足于现有居民点用地

的内部挖潜，走循环利用的农村整治之路。
（３）优先 整 治 区。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优 先 整 治

区面积２　５３０．３２ｋｍ２，占 总 规 模 的２６．２９％，主 要 分

布在边缘的北部山区和江南 中 部 等 区 域，如 青 龙、双

龙和三元乡等。该区域为居民 点 用 地 的 低 度 适 宜 区

为主，地形复杂，农业 生 产 条 件 较 差，经 济 发 展 缓 慢，
外迁人口逐年增加；同时村民 思 想 封 闭，发 展 潜 力 不

大。对该区域可以维 持 现 状，不 再 安 排 新 增 居 民 点，
也不必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采取宽松的政策

和限制发展措施，引导人们进 城，大 力 推 动 宅 基 地 置

换、复垦和流转，逐步减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与城镇

建设进行互动，使其达到“城乡建设挂钩”的需要。
（４）禁止 建 设 区。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禁 止 建 设

区面积９９８．１８ｋｍ２，占 总 规 模 的１０．３７％，主 要 分 布

在县域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如 都 督、暨 龙 和 三 坝 等 乡

镇，属居民点用地的不适宜区。高程高，坡度大，生态

脆弱，地质灾害多，农民生活不方便，同时农村居民点

布局分散，规模小，交 通 不 便，经 济 发 展 十 分 滞 后，不

适合规划居民点。该区域居民 点 应 尽 快 采 取 户 籍 改

革制度和多次性搬迁的策略，将村庄整体迁并至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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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 或 就 近 的 中 心 村，对 闲 置 居 民 点 进 行 退 宅

还林［１７］。

３　结 论

（１）以 重 庆 市 丰 都 县 为 研 究 区 域，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以新农 村 建 设 为 切 入 点，确 定

了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各影响因子 的 适 宜 等 级 和

综合因素的适宜性评价，并对评价结果采用ＳＰＳＳ聚

类分析法，将丰都县农村居民 点 用 地 划 分 为４大 区。
分析结果表明，受自然和社会 经 济 条 件 限 制，丰 都 县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度分布差异较大，现状与适宜性

评价图差 异 很 大，用 分 区 说 明 更 具 有 针 对 性 和 差 异

性。本研究本质上是基于农村 居 民 点 用 地 功 能 的 综

合适宜性评价与调控，研究结果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综

合整治和新建农村居民点选址方面具 有 较 强 的 指 导

意义。
（２）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农村居民点区位

适宜等级划分依据主要是根据丰都县实际情况确定，
丰都县作为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从农村居民点分区调

控的来看，丰都县居民点调控 主 要 是 从 自 然、社 会 经

济方面出发的，对于农村居民点作为人地关系的表现

核心，其用地情况还受多种复 杂 的 物 质 环 境、文 化 景

观和居民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２］，由于数据获取的原

因，尚无法对这些相关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但是，
由于选取评价因子基本上都是在客观方面，对主观的

认识还不够。如何建立一套更加全面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如何选取评价因子、如何

量化各指标的影响度等，均值得做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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