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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乡村聚落地理理论#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例#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农村居民点

整理潜力#根据测算结果进行潜力分级#最后对其效益定性分析% 结果表明)以石柱县经济发展及丘陵山区

的现状为基础#计算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可以有效增加 #BJ+Q# .P

! 耕地$其中西南片区最具整理潜力#

下路镇整理潜力最大为 JE+BE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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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整理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土地整理的重点必将转向包括居民点整理在内的建设用地整理#其中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当前争取用地指标#破解土地要素制约的有效抓手0 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在

保证不突破国家土地控制指标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满足巨大的用地需求#对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研究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0 石柱县处于重庆1两翼2的东南翼#地广人多条件差#发展滞后收入低#是全市经济社

会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对其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研究分析#不仅能够减少土地资源浪费#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而且还有利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统筹的进程0

国外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比较多#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居民点的用地问题#而我国目前主要

侧重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整理的驱动力.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与效益评价以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

式等的研究*#LQ+

0 目前学术界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方法比较多#以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为主要测算

方法#我国广泛开展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取得了有益的

研究成果*J#E+

0

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依据居民点用地现状和人均宅基地标准的差值#估算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

力#根据测算结果对潜力进行分级#最后对其效益进行定性分析0 为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计算提供

参考0

#(研究区域概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简称石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长江南岸#地处东经 #@CxE"y至 #@FxQJy#北纬 !"xQ"y至

Q@xQ!y#置三峡库区腹心地带0 东接湖北省利川市#南邻彭水县#西南靠丰都县#西北连忠县#北与万州区接

壤0 全县幅员面积 Q @#!+E# aP

!

#辖 Q! 个乡镇#总人口 EJ 万人0 石柱县地处渝东褶皱地带#属巫山大娄山



中山区0 境内地势东高西低#呈起伏下降0 县境为多级夷平面与侵蚀沟谷组合的山区地貌0 石柱县属中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0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源

研究采用比例尺为 # z# 万的石柱县 !@@"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A>H数据以及同年的社会经济数据0

!+!(研究方法

根据国家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和一定时期的人口数#得到农村居民点面积标准值$依据农村居民点现状

数据#确定农村居民点面积现状值0 通过两者相减得到整理可增加的土地面积#然这些土地面积并非全都

转为耕地#因此需对这些面积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面积为可整理为耕地面积0

基于以上所述#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模型如下*B+

'

4整理(

*!4现状(

)4人均标准 2C

(

" 2,

(

式中'4整理D

是D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4现状D

是D地区农村居民点现状面积$4人均标准是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中#我国人均宅基地用地标准#选取人均宅基地用地标准为 F@ q#E@ P

!

m人$C

D

是D地区农

村人口$,

D

是D地区可整理耕地系数0 系数确定主要参考D地区的耕地占农用地的比例!CB"和坡度h!Ea

耕地占耕地的比例!1"#则',

D

TC

B

W1

Q(石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及分析

Q+#(居民点分布现状及特点

农村居民点是关于人地关系的聚落形态#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模式0 基于乡村聚落地理理论#运用

居民点密度.人均居民点面积.距离指数.面积指数与居民点分散度等指数#对研究区域乡村聚落的居民点

分布现状进行分析0

表 #(石柱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土地利用特点

乡镇名称
乡镇面积

!6

J

"

居民点

个数!#

J

"

居民点

密度

!个EaP

!

"

平均居民

点人口数

!人m个"

人均用

地面积

!P

!

m人"

距离指数

!@

J

"

面积指数

!4

J

"

居民点分

散度!&

J

"

大歇乡 #!F+J" # #J" F+"J !#+E@ #J!+BJ !"C+C @+@!F B Q@#+"

枫木乡 #QB+J# "CE C+#E #@+"# #E"+BC EJQ+Q @+@#! " "@@+@

河嘴乡 E"+BB #!#@ !@+!F #@+@F #"B+@C J"J+E @+@J# @ !C#+#

黄鹤乡 Q"+@F !"" C+BE #B+#F #"J+#Q Q@Q+F @+@!J " QJ"+F

黄水镇 !#Q+C" FJB Q+"B J+FF QCB+BE QJC+@ @+@@C B # !Q#+B

金铃乡 B@+"" !F! J+B! #!+F@ #CC+" JQ@+# @+@#@ F "BJ+J

金竹乡 Q"+BJ #EJ+@@ Q+F" ##+!J !@#+FE JQC+# @+@@F " # #CB+@

冷水乡 C!+E@ E!" C+Q@ ##+E" #CJ+FJ J#@+J @+@#E C BJB+Q

黎场乡 QE+"C JCE #Q+!# !F+JB "E+CJ QEC+Q @+@QB C !E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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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乡镇名称
乡镇面积

!6

J

"

居民点

个数!#

J

"

居民点

密度

!个maP

!

"

平均居民

点人口数

!人m个"

人均用

地面积

!P

!

m人"

距离指数

!@

J

"

面积指数

!4

J

"

居民点分

散度!&

J

"

临溪镇 #J"+#Q #F!! #!+!! ##+#F #"C+JF J#C+E @+@!C F QBC+E

六塘乡 #C@+BC #@F# B+QQ #Q+!B #J@+J E@@+J @+@#! # "!J+B

龙沙镇 CB+@C FJ@ ##+@J ##+B" !E@+BF Q!@+! @+@QQ J !BC+C

龙潭乡 #QC+@F E!J Q+F! "+!@ !#F+#E JJ"+F @+@@C " # QQB+#

马武镇 "!+F! CB@ F+#" #E+#Q #EE+!F Q"#+B @+@#" C E@#+@

南宾镇 #B"+#" ! QFF #J+## #"+@F #CQ+!F #CQ+C! @+@JC B #QF+J

桥头乡 BB+C! CF@ ##+B" #C+E# #E!+JJ QBQ+J @+@Q! ! !"B+!

三河乡 #@!+@Q #Q#! #!+FB #"+CB #EC+!E Q##+@ @+@J@ F !#B+@

三星乡 "J+E# FEJ "+@J #"+"F #F#+B! !C#+! @+@QQ Q !JC+!

三益乡 !F+FF QJC #!+@! #B+!F #EC+C QCB+E @+@Q# " Q@J+@

沙子镇 #CF+QQ "@E E+@C #B+!J #EJ+#C QQQ+# @+@#Q Q BFF+#

石家乡 B!+JF FEQ #Q+BE #!+FF #EF+# JCB+C @+@!F C QF@+F

万朝乡 CC+CJ BE# F+QC !E+J@ #J!+@! !!#+Q @+@Q# B !QE+J

王场镇 EC+BC CQ! #!+B" !J+Q! #!#+J !FJ+B @+@QF " !#C+@

王家乡 JC+QF B!! #Q+#Q #E+JF #Q"+!J JJ#+@ @+@!" E QEB+!

西沱镇 B#+@# # @"@ #C+FC #"+JE "#+Q# !""+@ @+@QQ @ !B!+!

洗新乡 F"+J@ JBJ E+#" ##+#! #F!+JB JFE+" @+@#@ C # @Q#+"

下路镇 #@F+C" ! @QB #F+C! #"+J# #F@+QJ !EB+J @+@BB C #!@+@

新乐乡 EE+EQ J!F C+C# #@+FQ #EE+C# EF@+J @+@#Q Q "@C+#

沿溪镇 EE+CE C#! #!+CC !B+C! #Q#+!F !E!+@ @+@JE@ #CB+!"

鱼池镇 ""+BQ FBF F+C# #B+## #B#+Q" Q!J+J @+@!Q J QFJ+#

悦崃镇 FB+!@ # @!E ##+F" #Q+QJ #F#+CC QCQ+! @+@!" C Q!E+J

中益乡 #B@+EJ JEF !+FE #C+"C #JC+!F QB#+E @+@@C F # !#E+F

注'距离指数 @

J

T#

J

E6

J

#其中 #

J

为研究区域范围内居民点个数#6

J

为研究区域范围内居民点总面积$面积指数 4

J

T6

J

E5#其

中5为研究区域总面积0 居民点分散度!&

J

"是距离指数!@

J

"与面积指数!4

J

"的函数0

*C+

根据 !@@" 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显示#石柱县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达到 C #F#+B# .P

!

#居民点共计

!C JC# 个#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FQ+C"n#远大于城镇用地0 由表 # 结合图 # 可以看出#全县居民点密度偏大#

其中密度最大的为河嘴乡#!@+!F 个maP

!

#而石柱县平均居民点人口数较小#最小的每个仅为 J+FF 人#说明

石柱县单个居民点规模较小0 其原因是石柱县地形以中低丘陵区为主#尤其是东南丘陵地区#居民点不具

备一定规模#即没有形成聚落形态0 根据石柱兼有山原.丘陵的地貌特征分析#全县平均居民点人口数从山

原到丘陵呈递增规律0 石柱县人均宅基地面积较大#最大为黄水镇#平均每人QCB+BE P

!

#远大于标准人均宅

基地用地面积0 按照人均宅基地用地标准#石柱县 Q! 个乡镇中有 !Q 个乡镇的人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用地过

于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下0 石柱县居民点分散度也较大#居民点呈分散分布#其平均距离从十几米到一百

多米不等#布局较为凌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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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柱县农村居民点分布

从图 # 可以看出#石柱县居民点根据地形地

貌特征#在山原地区分布多于丘陵地区#其距离指

数与面积指数自山原到平原增加0 总体上石柱县

居民点分布散#布局凌乱#形成了 1满天星2式的

分布格局0

石柱县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包括'密度大#规模小$人均占地大#土地利用效率

低下$村庄布局分散#集约度低0 为实现耕地动态

平衡#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指标的需求

逐步增加#对粗放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是必要的0

Q+!(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1潜力2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力.某种

既定用途条件下#某一指标可能提高或节约的能

力0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经济

条件下#通过对农村居民点合理规划#调整土地利

用的内部空间结构.迁村并点及提高农村城镇化

水平等措施改造整理后1富余2的土地资源量*F+

0

根据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选取人均用地标

准 #E@ P

!

m人#对石柱县 Q! 个乡镇农村居民点整

理潜力进行预测#详见表 !0

表 !(石柱县各乡镇居民点整理潜力

行政区

现状人均

用地面积

m!P

!

m人"

人均用地

标准m!P

!

m人"

可整耕

地系数

整理潜力

m!.P

!

"

行政区

现状人均

用地面积

m!P

!

m人"

人均用地

标准m!P

!

m人"

可整耕

地系数

整理潜力

m!.P

!

"

大歇乡 #J!+BJ #E@ @+#J /

枫木乡 #E"+BC #E@ @+@" @+"Q

河嘴乡 #"B+@C #E@ @+#J C+FC

黄鹤乡 #"J+#Q #E@ @+# !+#J

黄水镇 QCB+BE #E@ @+@J Q+CE

金铃乡 #CC+" #E@ @+@E @+E

金竹乡 !@#+FE #E@ @+@C @+BQ

冷水乡 #CJ+FJ #E@ @+## #+BC

黎场乡 "E+CJ #E@ @+EE /

临溪镇 #"C+JF #E@ @+#J #Q+EJ

六塘乡 #J@+J #E@ @+@" /

龙沙镇 !E@+BF #E@ @+#B #E+F!

龙潭乡 !#F+#E #E@ @+@B #+"C

马武镇 #EE+!F #E@ @+#Q @+C"

南宾镇 #CQ+!F #E@ @+Q Q#+F!

桥头乡 #E!+JJ #E@ @+Q! #+@C

三河乡 #EC+!E #E@ @+QQ B+!

三星乡 #F#+B! #E@ @+!! ##+FC

三益乡 #EC+C #E@ @+!B #+#Q

沙子镇 #EJ+#C #E@ @+@" @+EE

石家乡 #EF+# #E@ @+!Q !+@E

万朝乡 #J!+@! #E@ @+#F /

王场镇 #!#+J #E@ @+Q# /

王家乡 #Q"+!J #E@ @+#F /

西沱镇 "#+Q# #E@ @+QB /

洗新乡 #F!+JB #E@ @+@" #+E#

下路镇 #F@+QJ #E@ @+QF JE+EB

新乐乡 #EE+C# #E@ @+@" @+!J

沿溪镇 #Q#+!F #E@ @+QC /

鱼池镇 #B#+Q" #E@ @+#C !+C#

悦崃镇 #F#+CC #E@ @+!Q "+""

中益乡 #JC+!F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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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石柱县经济发展及丘陵山区的现状#通过计算得出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预计可增加有效

面积 #BJ+Q# .P

!

0

Q+Q(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

参考石柱城市总体规划!!@@E D!@!@ 年"#确定石柱各乡镇潜力分级#以增加耕地系数的大小为划分标

准#所谓增加耕地系数#是实际潜力与农村居民点面积的比值0 根据这一标准#利用cZ=技术快速定级#根据

土地利用现状图斑.A>H等来确定定级单元*"+

#将石柱县划分为 E 级潜力区!表 Q#图 !"0

表 Q(居民点整理潜力分级标准

整理潜力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范围 / @ h(hE E h(h#@ #@ h(h!@ (g!@

图 !(土地整理潜力分级

总体而言#石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差

异较大0 由表 ! 可知#石柱县 Q! 个乡镇中#仅

有大歇乡.黎场乡和六塘乡等 " 个乡镇的人均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现状小于选取人均用地

标准#因此视这 " 个乡镇不在整理范围内0

从数量结构上看#根据居民点整理潜力分

级可知#全县整理潜力大多处于第二级#主要

包括鱼池镇.黄水镇.石家乡等 #E 个乡镇0 处

于第三级和第四级的乡镇各有 Q 个#其中处于

第三级的包括河嘴乡.悦崃镇和三河乡#处于

第四级的有临溪镇.龙沙镇和三星乡0 第五级

的两个乡镇为可整理面积最多的乡镇#其中下

路镇的居民点可整理潜力最大#为 JE+EB .P

!

#

其次是南宾镇#为 Q#+F! .P

!

0

从空间分布上看#低于人均用地标准的 "

个乡镇主要分布在石柱县西部#这一侧居住密

度较大#人均居住用地则较少0 石柱县的西南

片区是全县可整理耕地潜力最大的区域#区域

主要有南宾镇.下路镇和三星乡#可整理面积

分别为 Q#+F!.JE+BE.##+FC .P

!

#其地势比较

平坦#可整理耕地系数较大#分别为 @+Q@.

@+QF.@+!!0 随着城乡统筹的加速#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同时大量的宅基地闲置#便具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实施性#因此西南片区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

潜力比较大0 石柱县东部的总体整理潜力则较小#首先这些地区的坡度总体较高#许多农村居民点分布在

坡度较大的地区#其可整理耕地系数较小#且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全县中相对缓慢#其中黄水镇.金竹

乡和龙潭乡最为突出0 黄水镇的人均用地面积最大为QCB+BE P

!

m人#但可整理耕地系数为 @+@J#可整理面

积仅为 Q+CE.P

!

0 石柱县北边的河嘴乡和临溪镇的可整理面积分别为 C+FC.#Q+EJ .P

!

#这两个乡镇的地势

相对平坦#且其人均用地面积都较大#远超过人均宅基地标准#土地利用效率十分低#因此其可整理为耕地

潜力比较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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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农村居民点整理效益分析

Q+J+#(经济效益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于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0 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减少宅基地用地

数量#提高城市建设指标#有助于城镇的向外扩张#从而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0 其中南宾镇和下路镇的城市

化进程走在全县的前列#而两镇的农村居民点可整理面积还相当大#通过整理对其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0

Q+J+!(生态效益

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0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不但又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样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提高有

着积极的作用0 通过对农村居民点整理#集中人们生活区域#改善生态结构和功能#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

平和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了生态效益0

Q+J+Q(社会效益

农村居民点整理可以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解放和转移到城市建设上#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可以节

约土地#调整土地结构#推动农业的发展$集聚人们的生活区域#有利于政府的管理#以及村落自身的发展0

J(结论与讨论

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能够有效增加可利用耕地面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最终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0 针对

石柱县农村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只有有效实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措施#才能缓解日益增长人地矛盾#

并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0 通过对石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得结论'

!#" 石柱县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偏大#用地集约水平较低.空间布局分散#空置现象突出.城乡建设用地不

协调等问题0 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石柱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较大0

!!" 通过人均宅基地用地标准测算石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石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

为 #BJ+Q# .P

!

0

!Q" 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能为石柱县带来自然.社会和经济三大效益0

!J" 测算的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没有考虑自然.经济.社会等影响因素#计算出的结果偏大#对未来趋势预

测不具有适用性0 将近一步考虑当地的地形.土地利用现状.城镇规划.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修正理论

潜力测算其现实潜力#并定量评价居民点整理的效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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