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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针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型,揭示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规律,对重构城乡

融合背景下山地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及空间统计法

探索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呈现大规模低

密度集聚分布与小规模高密度集聚的分布特征;农村居民点核密度由四大集聚地带逐渐向“多核心冶式分

散布局;农村居民点整体分布向东北扩张;地形地貌、政策规划、人口、区位、交通因素对山地都市边缘区

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有一定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山地都市边缘区城乡融合发展下的乡村空间重构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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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1郾 3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672-058X(2021)04-0093-09

0摇 引摇 言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综合功能的承

载体[1]。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

镇转移,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了转型,农村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严重威

胁城乡融合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 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因此,探讨

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特征及驱动因素是当前探索

城乡融合及乡村重构的必然。

已有关于农村居民点相关研究,引入点轴理论、

共生理论、预期理论、生活质量理论、光谱—阶梯治

理等理论模型对该问题展开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

讨[3-5],这对农村居民点相关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

形成了有益补充。 研究方法上得益于 GIS 空间分析

技术的大量运用[6-7],研究内容上多集中在农村居

民点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8-11],农村居民点功能演

变及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12-13]。 研究区域多集中

于西南贫困山区、东部沿海区及粮食主产区[14-15],

针对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研究相对

较少,而都市边缘区作为城乡融合典型区,亟待加强

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特征的深化研究。

鉴于此,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综合运用空间

分析及空间统计法分析了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规律,探索政策规划、人
口、地形地貌及区位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

的影响,为山地都市边缘区乡村重构及城乡融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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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定的参考。

1摇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1郾 1摇 研究区概况

重庆两江新区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的先行区及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是第三个国家

级新区,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挂牌成立。 两江新区

位地处重庆主城区嘉陵江以东、长江以北,行政范

围包括渝北、江北、北碚及部分北部新区,规划总

面积 1郾 20伊105 hm2。 地形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海
拔 157郾 7 m ~ 855郾 1 m。 2016 年两江新区土地总面

积 117 428郾 03 hm2,农村居民点面积 6 384 hm2,占
土地总面积的 5郾 44% ,人口 297郾 1 万,完成 GDP 达

2 261 亿元,同比增长 10郾 9% 。 两江新区作为内陆

开放区,快速城镇化进程促使城乡用地格局深刻转

变,土地利用具有城乡融合的典型代表性。

1郾 2摇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采用的农村居民点数据来源于 1 颐 10 000
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高程、坡度数据来源于

1 颐 25 000 两江新区数字高程模型(DEM)。 社会经

济数据来源于 2010—2016 年江北、渝北及北碚统计

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摇 研究方法

2郾 1摇 全局聚类检验

揭示农村居民点规模的低值集聚或高值集聚,
检测农村居民点规模的全局性空间分布模式。

G(d) =
移

n

i = 1
移

n

j = 1
w ij(d)xi,x j

移
n

i = 1
移

n

j = 1
xi,x j

(1)

其中,xi 和 x j 分别是 i 和 j 区域的观测值;w ij(d)为
空间权重;对 G(d)进行标准化 Z(G)= (G-E(G)) /
(var(G)) 2 / 3,E(G)为 G(d)的期望值;var(G)表示

G(d)的方差,G(d)的显著水平及相关性通过 Z(G)
值进行鉴别,当 Z(G)显著且 G(d)为正,则农村居

民点规模呈现高值簇群的空间集聚特征,Z(G)显著

且 G(d)为负,则农村居民点规模存在低值簇群。

2郾 2摇 热点探测分析

揭示农村居民点格局中其规模是否存在低值区

及高值区,空间上显示农村居民点规模的“热点冶及
“冷点冶区。

G*
i (d) = 移

n

j = 1
w ij(d)x j /移

n

j-1
x j (2)

其中,Z(G*
i )显著且为负,则空间上呈现“冷点冶区,

表示农村居民点呈小规模集聚特征,Z(G*
i )显著且

为正,则空间上呈现“热点冶区,表示农村居民点大规

模集聚特征。 wij(d)、xi、xj 标准化处理方法与式(1)
相同。

2郾 3摇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是在空间分析中运用最广泛的非参

数估计法,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密度与核密度估计值

呈正比,因此,用于反映农村居民点密度,如下:

f(x,y) = 1
nh2移

n

i = 1
k diæ

è
ç

ö
ø
÷

n
(3)

其中, f(x,y)是位于(x,y)位置的密度估计;k 为核

函数;h 为带宽;di 为位置距第 i 个观测位置的距

离;n 为观测数量。

2郾 4摇 标准距离及标准差椭圆

标准距离通过距离值度量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

重心与平均范围的偏离程度,刻画农村居民点覆盖

范围的时空过程。 标准差椭圆可从多角度反映农村

居民点空间分布的整体性特征,通过对比标准差椭

圆动态及其质心偏移度可以掌握农居点的空间分布

重心及扩展趋势,椭圆长、短轴则分别代表农村居民

点在空间上展布的主要与次要趋势方向。 公式如下:

SDw =
移

n

i = 1
w i(xi - 軈Xw) 2

移
n

i = 1
w i

+
移

n

i = 1
w i(yi - 軈Yw) 2

移
n

i = 1
w i

SDEx =
移

n

i = 1
(xi - 軈X) 2

n ,SDEy =
移

n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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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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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ë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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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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軇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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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 1

軇yi
2) +

(移
n

i = 1

軇xi
2 -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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軇yi
2) 2 + 4(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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軇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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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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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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軇y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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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 SDw 为标准距离;xi、yi 为要素 i 的坐标,w i

为要素 i 的权重;{軈Xw,軈Yw}为加权重心;SDEx、SDEy

分别代表椭圆 x、y 轴长度,tan 兹 为椭圆偏转角度,
軇xi、軇yi 为要素 i 坐标 x、y 与椭圆质心(軈X,軈Y)偏离值。

3摇 结果分析

3郾 1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

3郾 1郾 1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演变分析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间农村居民点规模减

少了 1 142郾 49 hm2,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农村居

民点总规模分别为 7 526郾 49 hm2、6 969 郾 80 hm2、
6 384 hm2,平均规模为 0郾 27 hm2,远远小于平原地区

的农村居民点规模[11,15],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

研究区小于平均规模的农村居民点数量比分别为

70郾 93% 、70郾 50% 、76郾 31% ,均大于半数以上,其规

模仅占农村居民点总规模的 32郾 39% 、34郾 87% 和

38郾 07% ,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较小且数量较

多。 从各乡镇情况看,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规

模缩小较多的为龙兴镇、双凤桥街道、悦来街道、水
土镇、菜家岗镇、双龙湖街道、古路镇、玉峰山镇及两

路街道,减少面积分别为 269郾 19 hm2、164郾 45 hm2、

114郾 50 hm2、 110郾 80 hm2、 81郾 37 hm2、 61郾 84 hm2、
55郾 04 hm2、50郾 15 hm2 和 31郾 26 hm2,其中两路街道

完全城镇化。 为详细描述农村居民点规模情况,依据

已有研究及实地调研,采用自然断点法,按面积大小

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 4 个规模等级,小于 0郾 29 hm2

的为微型农村居民点,0郾 29 hm2 ~0郾 70 hm2 的为小型

农村居民点,0郾 70 hm2 ~ 1郾 45 hm2 的为中型农村居

民点,大于 1郾 45 hm2 的为大型农村居民点。 2010—
2016 年间研究区微型农村居民点数量较多,其次为小

型农村居民点,大型农村居民点数量较小,而微型农

村居民点的面积占总规模的比例较小,其中 2010 年

较为突出,微型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呈反比。
3郾 1郾 2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密度演变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核密度分析如图 1 所示,2010—
2016 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最高核密度值分别为

67郾 77 个 / km2、65郾 73 个 / km2、81郾 34 个 / km2,农村居

民点密度经历了由“大集中冶式格局逐渐向“大分散,
小集中冶式密度格局演变。 与已有研究平原地区的农

村居民点核密度范围 0郾 14 个 / km2 ~ 2郾 30 个 / km2

相比[11],山地农村居民点呈分布相对较散,密度相

对较高的特点。 2010—2013 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

主要集聚在中梁山、龙王洞山、铜锣山和明月山之间

图 1摇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图

Fig. 1摇 Distribution map of core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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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 条平行岭谷地带。 受城镇化建设影响,农村居

民点规模和数量逐渐减少,2016 年研究区水土镇、
施家梁镇、双龙湖街道、玉峰山镇等地高密度集聚区

减少,农村居民点由四大集聚地带逐渐向“多核心冶
式分散布局。
3郾 1郾 3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聚特征演变分析

两江新区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农村居民

点规模的全局性空间分布模式中,Z 得分分别为

-3郾 19(P = 0郾 000 002)、-2郾 50 (P = 0郾 000 003) 和

-2郾 98(P=0郾 000 005),表明 3 个年份的农村居民点

点斑块存在空间集聚,斑块呈现低值簇群的特征。
运用空间热点探测法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集聚

特征,将标准分值 Z(G*
i )的显著统计级别采用不同

灰度值进行可视化,其中 “热点冶 区的标准分值

Z(G i
*)>2郾 56,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的随机分布区

的标准分值 Z(G i
*)得分位于( -0郾 18 ~ 2郾 56),“冷

点冶区的标准分值 Z(G i
*)臆-0郾 18。 由图 2 得知,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研究区“热点冶区基本不

变,“冷点冶区面积明显减少。 “热点冶区受地形影响

限制,主要集聚在铜锣山、中梁山、龙王洞山和明月

山之间的 4 条平行岭谷地带,没有向其他区域扩张;
“冷点冶区面积减少,主要分布在水土镇、铁山坪街

道、双龙湖街道、玉峰山镇、复兴镇等地区,受重庆市

规划的主城区以及两江新区批复后的基础设施等建

设需求所导致。 对比图 1 和图 2 可见,两江新区核

密度分布图与“热点冶探测图呈明显负相关,即研究

区农村居民存在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分布与低密度大

规模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

图 2摇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热点分布图

Fig. 2摇 Hotspot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3郾 1郾 4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扩展趋势演变分析

采用标准距离及标准差椭圆分析农村居民点扩

展趋势,得出标准距离及其覆盖情况如图 3 所示。
2010—2016 年标准距离分别为 13 720郾 61 m、13 721
郾 75 m 和 13 876郾 10 m,新增加小规模集聚的农村居民

点斑块主要集中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重心向东北部

偏移了 155郾 49 m,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10—2016 年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体分布呈东北扩展的趋势。

由表 1 研究区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农村居

民点标准差椭圆及参数值变化,2010—2016 年农村居

民点的标准差椭圆长轴分别为 36 371 397郾 70 m、
36 371 958郾 28 m 和 36 372 108郾 88 m,短轴分别为

3 292 383郾 46 m、3 292 294郾 32 m 和 3 292 978郾 53 m,
分别增长 711郾 78 m 和 595郾 07 m,均呈现西北向东

北的走向,长轴的增长高于短轴扩张。 表明研究区

东北部是农村居民点的热点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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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标准距离及标准差椭圆图

Fig. 3摇 Standard distanc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表 1摇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标准距离

和标准差椭圆值

Table 1摇 Standard distanc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年摇 份 标准距离 / m 短轴 / m 长轴 / m

2010 13 720郾 61 3 292 383郾 46 36 371 397郾 70

2013 13 721郾 75 3 292 294郾 32 36 371 958郾 28

2016 13 876郾 10 3 292 978郾 53 36 372 108郾 88

3郾 2摇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3郾 2郾 1摇 政策规划因素

政策规划因素对产业布局及工程建设引导区域

的经济发展具有先决权,2010 年 6 月,两江新区正

式挂牌,2010—2016 年间,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

验区两江片区(含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渝新欧

国际铁路等项目在两江新区相继启动,促使区域竞

争力增强,加速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两江新区流

动,加剧了农村居民点格局的改变。 中国(重庆)自
由贸易试验区两江片区规划范围 66郾 29 km2(含重

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8郾 37 km2),着力打造高端产

业与高端要素集聚区,划分为 7 个功能区,其中嘉陵

江两岸创新中心和现代服务片区位于蔡家岗镇、水
土镇、悦来街道和礼嘉镇,空港产业片区位于双凤桥

街道,龙盛产业片区位于龙兴镇和鱼嘴镇,渝新欧国

际铁路项目部分路段通过复盛镇和鱼嘴镇,产业项

目的建设对土地需求增加,带动了项目所在区域农

村居民点密度及规模的减少,形成了图 1 和图 2 中

农村居民点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区明显减少的空间分

布特征。
3郾 2郾 2摇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因素是农村居民点初始区位形成的基

础。 两江新区海拔位于 157郾 70 m ~ 855郾 10 m,将农

村居民点与高程进行叠加分析,由表 2 可知,2010 年、
2013 年与 2016 年位于海拔 0 ~ 200 m 的农村居民点

规模占 3郾 60%、3郾 90%和 3郾 96%,位于海拔 200 m ~
500 m 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别占 89郾 28%、88郾 17%和

86郾 99%,500 m 以下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在中梁山、
龙王洞山、铜锣山和明月山脉间的宽谷地带。 位于海

拔 500 m 以上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别占 7郾 12%、
7郾 93%和 9郾 05%,主要位于中梁山、龙王洞山、铜锣山

和明月山 4 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 可见,两江新

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绝大部分位于 500 m 以下的宽谷

地带,受丘陵与宽谷平行交错的地形条件影响显著。

表 2摇 两江新区 2010—2016 年不同高程范围内农村居民点分布情况

Table 2摇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elevation range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高摇 程
DEM<200 m 200 m臆DEM臆500 m 500 m<DEM臆1000 m

2010 2013 2016 2010 2013 2016 2010 2013 2016

规模 / hm2 270郾 99 271郾 58 253郾 06 6 719郾 72 6 145郾 44 5 553郾 40 535郾 78 552郾 78 577郾 54

比例 / % 3郾 60 3郾 90 3郾 96 89郾 28 88郾 17 86郾 99 7郾 12 7郾 93 9郾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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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2郾 3摇 人口因素

山地丘陵地区受农民单纯种地比较利益低下的

驱使,研究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方向转移。
由图 4 可见,2010—2016 年两江新区年末户籍人口平

缓上升,农村户籍人口逐年下降,减少了 5郾 28 万人,
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由 2010 年 7 526郾 49 hm2 下

图 4摇 2010—2016 年两江新区人口变化图

Fig. 4摇 Change of population in LiangJiang New

Area from 2010 to 2016

降到 2016 年的 6 384 hm2,减少了 1 142郾 49 hm2,农
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由 2010 年的 164郾 60 m2 下降

到 2016 年的 157郾 84 m2,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略有下降,但仍高于村镇规划中人均建设用地

150 / m2 的标准,可见,人口减少与农村居民点规模

呈正相关,农村居民点格局受人口因素影响显著。
3郾 2郾 4摇 区位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区位因素中城镇辐

射距离及交通便捷程度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有一定影

响,以 1 000 m 缓冲区距离作城镇辐射的多级缓冲

区分析,由表 3 可知,两江新区城镇 1 000 m 缓冲区

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分布相对较多,2 000 m 以内

城郊村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占比近 80% 以上,可见,
农村居民点规模与城镇辐射呈正相关,大部分农村

居民点分布于城镇体系中,农村居民点格局分布与

城镇发展相融合。

表 3摇 2010—2016 年距城镇不同范围内农村居民点分布情况

Table 3摇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distance between zones and towns from 2010 to 2016

距城镇距离 / m
2010 2013 2016

规模 / hm2 比例 / % 规模 / hm2 比例 / % 规模 / hm2 比例 / %
0 ~ 1 000 3 502郾 07 46郾 53 4 199郾 27 60郾 25 4 467郾 97 69郾 99

1 000 ~ 2 000 2 454郾 32 32郾 61 1 411郾 12 33郾 6 1 080郾 56 16郾 93
>2 000 1 570郾 09 20郾 86 1 359郾 41 6郾 15 835郾 47 13郾 09

摇 摇 以区级以上公路 500 m 为缓冲区半径,作交通

道路的多级缓冲区分析,由表 4 可知, 2010 年及

2013 年区级以上公路 500 m 缓冲区内的农村居民

点规模占 18郾 55%和 23郾 66% ,到 2016 年,这一比例

上升到 38郾 49% ,说明随着公路修建,农村居民点的

交通更为便利。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距公路

500 m ~2 000 m 缓冲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分别占

31郾 10%、43郾 74%和 48郾 84%,距公路距离大于 2 000 m

的农村居民点规模 2010 年占 50郾 35% ,说明仍有

较多农村居民点的交通条件有待改善,2013 年和

2016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比分别占 32郾 60%和 12郾 67%,
随着公路建设距公路距离大于 2 000 m 的农村居民

点交通得到较大改善。 可见,农村居民点的局部格

局演变受交通因素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

效应。

表 4摇 2010—2016 年距公路缓冲区距离内农村居民点分布情况

Table 4摇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distance zones to main roads from 2010 to 2016

公路缓冲区距离 / m
2010 2013 2016

规模 / hm2 比例 / % 规模 / hm2 比例 / % 规模 / hm2 比例 / %

0 ~ 500 1 396郾 16 18郾 55 1 649郾 3 23郾 66 2 456郾 89 38郾 49
500 ~ 1 000 950郾 27 12郾 63 1 262郾 09 18郾 11 1 468郾 86 23郾 01
1 000 ~ 1 500 755郾 34 10郾 04 999郾 22 14郾 34 1 053郾 32 16郾 5
1 500 ~ 2 000 635郾 01 8郾 44 786郾 81 11郾 29 595郾 72 9郾 33

>2 000 3 789郾 71 50郾 35 2 272郾 38 32郾 6 809郾 21 12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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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束语

对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山地都市边缘区乡村重构及城

乡融合提供了一定参考,得出如下结论:
(1) 研究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总用地

规模降低, 农村居民点数量较多且规模较小。
2010—2013 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主要集聚在中梁

山、龙王洞山、铜锣山和明月山之间的 4 条平行岭谷

地带。 2016 年研究区水土镇、施家梁镇、双龙湖街

道、玉峰山镇等地高密度集聚区减少,农村居民点核

密度由四大集聚地带逐渐向“多核心冶式分散布局。
(2) 研究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均呈现

全局低值集聚的格局演变特征。 农村居民点大规模

集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梁山、龙王洞山、铜锣山和

明月山之间的 4 条平行岭谷地带,没有向其他区域

扩张;农村居民点小规模集聚区面积减少,主要分布

在水土镇、铁山坪街道、双龙湖街道、玉峰山镇、复兴

镇等地区,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与规模集聚呈明显负

相关,即农村居民存在高密度小规模集聚分布与低

密度大规模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
(3) 研究区 2010—2016 年农村居民点重心向

东北部偏移 155郾 49 m,新增加小规模集聚的农村居

民点斑块主要集中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农村居民

点整体分布呈东北扩展的趋势。 农村居民点的标准

差椭圆长轴和短轴分别增长 711郾 78 m 和 595郾 07 m,
均呈现西北向东北的走向,长轴的增长高于短轴扩

张,东北部是农村居民点的热点扩展区。
(4) 研究区地形地貌因素是农村居民点初始区

位形成的基础。 但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政策规划导

向和人口因素显著改变农村居民点格局。 区位因素

中城镇辐射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规模,大部分农村

居民点位于城镇体系辐射范围内,与城镇融合发展。
农村居民点的局部格局演变受交通因素影响显著,
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

采用核密度分析、标准距离和标准差椭圆、热点

探测法,从农村居民点规模密度、空间分布及集聚特

征分析 2010 年、2013 年及 2016 年研究区农村居民

点格局变化规律,与已有西南贫困山区、东部沿海区

及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不同,山地都市

边缘区作为城乡融合典型区,农村居民点受政策规

划和人口因素推动作用较强,因此,探索山地都市边

缘区农村居民点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指导山地

都市边缘区乡村重构及城乡融合具有一定现实意

义。 本研究采用空间分析及空间统计方法的组

合,可有效测度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整体

尺度上格局演变特征,但从微观尺度上,研究农村

居民点内部结构功能权衡及权同机制有待下一步

深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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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Urban Fringe Area

E Shi-xuan, WANG Zhao-l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it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nstruct the rural space in the mountain urban fringe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y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rural residential pattern in the mountain urban fringe area. LiangJiang New Area of
Chongqing in China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Spatial analysis and spatial statistics wer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pattern in the
urban fringe area of mountainous area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size of rural settlements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was large and the scale was small, and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density was relatively
high, core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was gradually distributed to “multi-core冶 pattern from four agglomeration
zones from 2010 to 2016;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rural settlements patch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agglomeration.
There was a general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howed the trend of northeast expansion, and the northeast is the hot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factors such as topography, population, policy planning,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urban fringe of mountainous area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fringe area of the mountainous area.

Key words: land management; rural settlements; settlement pattern; mountainous urban fringe area;
LiangJiang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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