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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农村居民点
空间重构路径及模式研究

———重庆市长寿区实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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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重庆市长寿区农村居民点现状特点进行分析基础上,从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用地结构和产业结构３
个方面的重组入手,探讨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并识别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寿区农

民居民点按照村镇数量等级规模,可形成完整的“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居民点体系;② 遵循农村居

民点迁移规律和用地发展需求,需规划建设集中居住区,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③ 产业结构重组对农村居民点空

间重构具有重要影响,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形成综合型、工贸型、农贸型和旅游型４种产业类型;④ 农村居民点空

间重构模式可分为以城镇化、工业化等外部关联为动力源的“城镇化引领型”、以产业发展为内生动力源的“内部改

造型”和“中心村整合型”,以及以政府政策引导为动力源的“生态移民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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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我国农村转型步伐的加快,城乡联系更加紧密,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

系等呈现出加速变动和重构的趋向[１],对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空间造成冲击．而在快速城镇化区域,随着

人口乡城转化的加速以及乡村生产生活空间迅速转变,居民点空心化和基层组织核心功能弱化现象突出,
加之,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布局散乱、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２],严重影响了农村现代化进

程,亟需进行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优化农村居民点等级体系和空间结构,加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业已成为乡村地理和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机理与途径[３]、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模式[４－５]和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

机制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以及运用Voronoi图等空间分析工具对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进行的实证研究[６－７]．但

由于不同地域城镇化进程与路径不同,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条件和特点不同,需要更多从理论到实证的综

合集成研究,而基于快速城镇化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研究是其重要方向．本文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研究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识别其重构模式,并结合农村居民点整治、新农村建设

等途径提出重构措施,以期为科学编制与实施农村居民点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提供依据．

１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１　长寿区概况

长寿区地处重庆市中部,地跨东经１０６°４９′２２″至１０７°４３′３０″,北纬２９°４３′３０″至３０°１２′３０″,沪渝高速公

路自西南至东北贯穿全区(图１)．区域内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境内背斜和向斜相间分布,自西向东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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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重庆市长寿区位置示意图

是铜锣峡、明月峡和苟家场３个背斜以及相间

的洪湖和长垫２个向斜．３个背斜形成了铜锣

山、西山和黄草山,洪湖和长垫２个向斜形成

平坝,构成了典型的“三山夹两坝”地貌特征．
“三山”狭长,地势起伏较大,海拔在８００m 以

上,“两坝”地势开阔平坦,以浅丘地貌为主,
海拔在４５０m 以下．据«长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数据,２０１３年全区户籍总人口

９０７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９６万人;常住人口

８０２８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４６８６万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５８３７％,与重庆市城镇化水平

(５８３４％)基本持平．依据诺瑟姆曲线(RayM
Northam,１９７５)的“S”型变化规律,长寿区正

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长寿区位于重庆

五大功能区域中的城市发展新区,全市工业化、
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新型制造业基地、都市现代农业基地等发展定位将对区域内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利用产

生重要影响．

图２　重庆市长寿区农村居民点斑块分布图

１２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现状特点

２０１３ 年,长 寿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规 模

８４８７１２hm２,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１６８１８m２,
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且空置率较高．全区

农村居民点呈“整体分散,相对集中”空间格局,
对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集中布局等产生了严重阻

力．长寿区农村居民点平均密度为０３１个/km２,
但各区域农村居民点密度具有较大的差异,中部

平坝区农村居民点较为密集,依次向东、西、南

部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图２)．中部的“两坝”地
区自然条件较好,地形相对宽阔,交通网络密集,
因而农村居民点密度相对较大,如渡舟街道,密

度为０５３个/km２,人口规模也较大,平均每村

人口规模为４４００人;而“三山”区域自然条件较

差,地形起伏大,交通通达度较低,故农村居民

点密度相对较低,如云集镇,密度为０１１个/km２,居民点规模相对较小,平均每村人口规模为３２００人．
与多数传统农区一样,为保持合理的耕作半径与劳作效率,农村居民多分散居住,形成居民点零星分布的

空间格局,不利于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集中布局,无法形成集聚效应．
１３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人地关系变化中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粗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长寿区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流

入城镇以及长寿区外,２０１３年,长寿区常住人口较户籍人口少１０４２万人,全区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达到

３１８７％,人口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农村人口减少且趋于老龄化,部分农村宅基地闲置．劳动力非农化转

移导致耕地的粗放经营甚至弃耕撂荒,在社会保障不健全及集体土地等财产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农民不

会彻底离开耕地和闲置的宅基地,使得兼业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经

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
２)居民点组织核心弱化,村域多层级服务职能缺失．受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与居民点空置的影响,居

民点减少、合并等趋势打破原有的农村居民点体系,村委会、村民小组等农村基层组织随之减少或合并,
多中心居民点组织核心(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等)逐渐减少,其管理服务功能也逐渐缺失,导致居

民点组织核心弱化．村域多层级服务职能缺失影响各等级居民点经济职能的发挥,造成各居民点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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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孤立,居民点相互间联系较松散,不能形成经济协同与产业联动[８]．

２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设计

２１　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内涵

居民点现有空间体系已经或即将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难以满足快速城镇化和乡村转型发展产生的需

求,需要对空间要素系统进行优化调整．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是建立在现有空间体系基础上、以优化调整

为核心手段的空间规划行为,其内容包括农村人口规模、土地面积、居民点等级、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以及

生态保护等多方面．本文将重构的内容界定为居民点体系结构、用地结构、产业结构的重组,以居民点体系

结构重组为基础,以用地结构调整为主要体现,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支撑的重构体系．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

包括居民点的等级规模和形态结构,用地结构调整是在居民点体系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各类用地(主要是建

设用地)的数量结构变化,产业结构重组是以产业活动为目的的产业空间分布及其组织形式的调整以及不

同产业的比例变化等．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重组目标是实现农民集中居住,通过引导农民向条件较好的中

心镇村集中,解决分散居住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需求大、成本高、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用地结构重组

目的是整合建设用地、农用地等土地资源,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产业结构重组目的是实现产业优化布局,
基于各居民点资源禀赋,明确各居民点产业发展方向．
２２　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重组

２２１　农村居民点等级划分

农村居民点等级划分是其体系结构重组的基础,也是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重要方面．基于“中心镇—
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层级整体性原则,依据各等级农村居民点经济条件、人口和用地规模特点重构

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使其同一层级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配置在空间距离等方面保持相对一致,不同层级居

民点空间配置保持一定差异．参考相关研究[９－１０],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和“居住场势”模型,对长寿区１４个镇

区及２２６个农村居民点进行评价分析,运用 Naturalbreaks方法和SPSS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划分出４个中

心镇、１０个一般镇、１６个就地城镇化型村、４１个中心村、１３６个基层村,另有３３个需迁移与合并的村庄,
形成“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农村居民点体系．

在上述居民点等级划分基础上,从区域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群众意愿、重构内

容、重构典型特征等方面设计问卷,依据人口规模大小确定各镇的调查问卷份数,运用参与式农户调查方

法对长寿区各镇区、村社进行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７９０份,问卷有效率

８９５％．对比发现,就地城镇化型居民点城镇化率高,为７８０６％,具有农村生活方式都市化、农业生产集

约化的特点,农户进城愿望较强烈;中心村、基层村的城镇化速度较快但城镇化率较低且差异大,城镇化

率分别为５８３７％和３６７８％,具有农村生活方式都市化与乡村传统生活并存的特点,农户对改善村庄住居

环境的意愿较为强烈;需迁移与合并的村庄城镇化率很低,仅为２９９６％,农村生活方式以乡村化为主,部

分居民点位于生产生活环境条件较差区域,农户对迁入条件较好的区域意愿强烈．
２２２　农村居民点体系的空间结构优化

通过“村改居”和迁村并点等措施,长寿区不同等级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双核心中心地布局

结构,走廊式布局结构和放射型布局结构．其空间结构形成受地形、公路、河流的影响,在空间形态上与地

形、公路沿线和河流岸线保持良好的契合．

图３　双核心中心地空间布局

１)双核心中心地布局结构．以葛兰镇、新市镇

镇区为一级中心地,罗岩村、大坝村、兰兴村、天

台村、新市村等中心村为二级中心地,冯庄村、中

华村、东门村等基层村为三级中心地形成的双核

心中心地均衡布局结构(图３)．居民点多位于地势

较平坦开阔的平坝区域,居民点密度较高,呈现出

低级中心地围绕高级中心地呈圈层均匀分布的空

间组织特征．这一布局结构最有利于一级中心地辐

射影响的扩散,周围较低级中心地能够较公平地

接受公共服务,采取成片集中开发,通过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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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在用地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有目的地打造葛兰镇区和新市镇区,发挥中心增长动力和聚集效应,与

周边低级中心地连为一体,形成组团式居民点空间格局．

图４　走廊式空间布局

２)走廊式布局结构．以云台镇镇区

为一级中心地,海棠镇、石堰镇镇区为二

级中心地,土桥村、兴隆村、义和村、麒

麟村中心村为三级中心地,海天村、金星

村、古林村等基层村为四级中心地,形成

走廊式布局结构(图４)．这一布局结构的

形成主要受地貌和交通干线的影响．云台镇、海棠镇、石堰镇这一区域内西部海拔较高,为低山丘陵区域,
东中部地势平坦,为缓丘和平坝区域,沪渝高速公路从西南向东北延伸,三,四级中心地顺应地形和公路走

向,逐渐成为条带状,一级中心地位于几何中心以达到最大服务半径,二级中心地则分布在一级中心地北

部和南部两翼,形成长条状的走廊式空间结构．

图５　放射型空间布局

３)放射型布局结构．以长寿湖镇为一级中心地,
双龙镇、邻封镇、云集镇镇区为二级中心地,长寿寨

村、青观村、尖锋村等中心村为三级中心地,天堂村、
保家村、玉龙村等基层村为四级中心地,形成放射型

布局结构(图５)．这一布局结构的形成受地形和河流

的共同作用,一方面长寿湖镇处于平坝与山区的过渡

地段,长寿湖镇西面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均匀布局的

特征,而东面的居民点受山区地形起伏的影响呈分散

布局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河流对中心地结构的“切割”
作用,导致各等级居民点沿河流岸线分布,形成不对

称的布局．
２３　用地结构重组

用地结构重组是通过对村庄内部散乱、闲置和需要迁移或合并的农村宅基地进行整治,提高农村建设

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城乡用地统筹配置．具体应依据不同等级居民点的

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用地结构调整策略．
１)就地城镇化居民点及其调控．就地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共１６个,面积为６７９５０５hm２,分别占

县域居民点总数的７０８％和总面积的５５１％,因距离城镇较近,受城镇辐射影响较强,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极易被外延扩张的城镇吸纳,因此可通过土地产权的转变,采取“村改居”、“农转非”的方式纳

入城镇建制．可根据农户的从业性质、收入水平等设计农户居住的社区户型,注重提高建筑容积率,并

配置相应的基础设施．
２)中心村建设与调控．全区共有中心村型居民点４１个,面积为２５８５３３hm２,分别占县域居民点总数

的１８１４％和总面积的２０９５％,这类农村居民点环境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好,宜采取集中建设新居的方式,
引导周边分散、规模较小的居民点居民在此集中居住．目前已规划１２４个集中居住区,规划引导５２１４９人

向新居集中,平均每个集中居民点可容纳４２０人,并在周边配套垃圾搜集点和社区文化中心等基础设施,
改善农户居住条件．基层村共１３６个,面积为７７８３８７４hm２,分别占县域农村居民点总数的６０１８％和总

面积的６３１１％,此类农村居民点发展潜力一般,属于自给自足型,存在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较

差等问题．可控制此类农村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面积,鼓励农户进行内部改造,以翻修或改建为

主,完善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加强与镇区或中心村的联系．
３)迁并村及其调控．全区需迁并的村庄共３３个,面积为１２８６０７９hm２,分别占县域农村居民点总数

的１４６％和总面积的１０４３％,这些村庄发展基础较差,在未来发展中应通过相关规划,遵循居民点发展

规律,逐步迁移到发展较好且距离镇区或交通节点较近的农村居民点,迁移合并的方向见表１．需迁移与合

并村庄的总人口规模约为５１３７４人,其中部分村人均用地规模已严重超过«村镇规划标准»(GB５０１８８Ｇ
２００７)规定的１４０m２/人上限值,如土桥村的人均用地规模为１７２１９hm２,这部分居民点进行调整时,应减

至１４０m２/人．通过优化,可节约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４８６９h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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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长寿区优化前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对比表

镇(街道)
需迁移合

并村数量
村名 迁　并　方　向

人口规

模/人

原人均用

地规模/m２

迁并后人均

用地规模/m２

优化前后

变化量/hm２

凤城街道 １ 复元村
位于规划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

长寿城区,其余并入白庙村．
２３９６ １４１１０ １４０ －０２６

但渡镇 １ 未名村
位于规划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但

渡镇区,其余就近并入但渡村．
１５６７ １２３３２ １２３３２ ０

邻封镇 １ 石心村

位于规划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

邻封镇区,其余并入庙山村、保

家村．
２１６１ １５７４７ １４０ －３７８

龙河镇 ２
盐井函村、
堰塘村

就近并入仁和村、九龙村、龙河

村．
４２１７ １０９６３ １０９６３ ０

万顺镇 １ 百合村
位于规划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万

顺镇区,其余就近并入东风村．
２０４９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 ０

云台镇 ３
桥坝村、
云台村等

位于城镇发展区内部分并入云

台镇区,其余就近并入东风村．
４３３１ １５５５１ １４０ －６７２

云集镇 ２
万寿村、
玉龙村

就近并入华中村、福胜村、尖峰

村．
２８４０ １４５６２ １４０ －１６

葛兰镇 ５
天福村、
湾坵村等

位于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葛兰

镇区,其余就近并入金山村、罗

岩村、大坝村、黄家坝村、天台

村．

５０５１ １５２３６ １４０ －６２４

海棠镇 １ 土桥村 就近并入古林村． １６４３ １７２１９ １４０ －５２９

八颗镇 ５
核桃村、
水井村等

位于城镇发展区内部分并入八

颗镇区,其余就近并入丰胜村、
干滩村、鹿坪村、八颗村、付何

村．

６１２７ １４５５１ １４０ －３３８

双龙镇 １ 尖山村 就近并入龙滩村． ２４３２ １１６９２ １１６９２ ０

石堰镇 ３
兴庄村、
于坝村等

就近并入村麒麟村、兴隆村、义

和村．
５６７７ １４８４３ １４０ －４７９

洪湖镇 ３
芦池村、
表耳村等

位于大洪湖风景区内部分并入

景区,就 近 并 入 称 沱 村、三 合

村、永顺村．
４１７５ １５７８５ １４０ －７４５

长寿湖镇 ４
花山村、
石岭村等

位于城镇发展区部分并入长寿

湖镇区,位于长寿湖风景区内部

分并入景区,其余就近并入响塘

村、红光村、石回村、大石村．

６７０８ １５３６８ １４０ －９１８

总计 ３３ － － ５１３７４ － － －４８６９

２４　产业结构重组

产业结构重组是从居民点内部生产要素构成的角度探讨多元化生产要素的最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包
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体现为不同的产业布局与职能分工,对农村居民点的

产业布局与职能分工优化能积极促进产业高效集聚发展．结合农村居民点的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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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庆市长寿区城乡总体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５年)对长寿区经济发展的定位,将１４个镇区的职能分为综合

型、工贸型、农贸型和旅游型４种类型,中心镇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长寿区的综合服务中

心,应以综合型和工贸型职能为主．一般镇作为长寿区的副中心,可作为中心镇的经济腹地,为中心镇提供

相应的产业配套,与中心镇共同建设形成镇域空间发展极核．以综合型为主导的镇包括葛兰镇、双龙镇,以

工贸型为主导的镇包括云台镇、新市镇、八颗镇、石堰镇、海棠镇,以农贸型为主导的镇包括邻封镇、但渡

镇、云集镇、龙河镇、石堰镇、海棠镇,以旅游型为主导的镇包括长寿湖镇、邻封镇、龙河镇、洪湖镇、万顺

镇(部分镇含两种职能)．此外,中心村作为村域的综合服务中心,其职能定位为农村居民点体系中组织工

业生产和提供旅游服务的聚居点;基层村的职能定位为农村居民点体系中提供农业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本

聚居点[１１],以发展农业种植、农产品初加工为主．
农村居民点产业结构重组,还应基于规划引导、市场机制,统筹城乡生产力布局,按照集聚发展、集约

经营的原则,实现产业优化布局[１２]．因此在明确职能的基础上,对产业进行优化布局,形成“一带四区三

园”的空间格局,“一带”指以长寿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向北延伸的街镇产业发展带,支撑以云

台镇为核心的石堰—云台—海棠产业带发展;“四区”指南部产业集聚区、中部特色产业区、东侧和西侧的

２个生态产业培养区,分别支撑中心城区、以葛兰镇和新市镇为核心的中部产业带、东侧长寿湖生态旅游

区和西侧的大洪湖生态旅游区发展;“三园”指长寿区的现代畜牧养殖园、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园、沙田柚种

植示范园,分布于石堰镇、龙河镇、双龙镇和邻封镇．

３　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典型模式识别
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典型模式的识别应基于对农村居民点演变发展规律的科学认

知,充分考虑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及趋势,立足于农民的重构意愿,遵循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分区推进的指导原则[１３],总结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组织形式与农村资源整合途径．长寿区内部城镇化发

展水平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利用程度的区域差异,而针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利用的不同形态和

布局需求,需采取不同的重构模式．本文依据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的特点,从重构的动力源

(内生发展需求和外部关联驱动)角度识别长寿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模式,具体可分为城镇化引领型、内

部改造型、中心村整合型、生态移民型４种类型(表２)．城镇化引领型是以政府为主导,实现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和集中安置,适合于地理区位条件较好,位于城市近郊区的村庄,其优点在于土地节约率较高,能

有效实现土地利用规模化、集约化;内部改造型是对空置的农村居民点、空闲土地进行整治,整治后用于

发展现代农业;中心村整合型适用于现状居民点分散、规模小但密集的区域,对中心村的选择、农村新居

点选址及建设是关键;生态移民型以农户为核心,实施正确引导和有效监管,此外还应为迁居农户提供一

定的发展空间,并理顺居民点的土地产权关系．
表２　长寿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模式特征比较

比较事项 城镇化引领型 内部改造型 中心村整合型 生态移民型

地理特征

地处浅丘平坝区,位于中

心镇 区 周 边,交 通 较 便

利,海拔在 １７４~８６１ m
之间．

地处平行岭谷区,距中心

城镇有一定距离,海拔在

１００~７９２m 之间．

地处平行岭谷区,距中心

城镇有一定距离,海拔在

２００~９９５m 之间．

位于城市远郊,地处丘陵

低山区,交通较不便利,
海拔在４８１~１０３４m 之

间．

经济社

会状况

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以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

为主,兼业行为较普遍．

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一般,
宅基地空置率较高,以农

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比

例较小．

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一般,
以农业收入为主,村内居

民点分散、杂乱．

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农户以务农为主,农村居

民点用地“散、乱、空”现
状严重．

农户意愿

农户对耕地依赖性不强,
进城意愿较强,希望推进

村庄空间整治、盘活存量

土地．

农户对扩大耕地规模,整

治村庄环境、改善生活条

件意愿较强．

农户对扩大耕地规模意

愿较 强,对 改 善 住 居 环

境、迁入发展条件好的村

落意愿强烈．

农户对扩大耕地规模意

愿不强,能够接受的耕作

半径小,对改善村庄环境

条件、实现集中居住意愿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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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比较事项 城镇化引领型 内部改造型 中心村整合型 生态移民型

重构内容

根据农户的收入、居住习

惯等建设社区,提高建筑

容积率,完善配套设施,
并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产

业以工业、服务业和现代

农业为主,通过产业集聚

向城市靠近．

以居民点内部改造为主,
控制人口和用地规模扩

张,对空置的农村居民点

进行整治,完善公路等交

通设施,加强与镇区或中

心村联系．产业以工业和

现代农业为主,重点发展

休闲观光旅游等服务业．

对分散、规模小但密集的

村庄,根据就近原则,选

取规模较大、具有优势产

业的村庄作为中心村,引

导农户向中心村集中,完

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条

件．根据市场需求,发展

特色产业带,实现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

遵循居民点发展规律,逐

步拆除民居,整体搬迁到

经济条件好、发展资源丰

富的农村居民点,合理引

导新增居民点布局建设,
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

发展动力

以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等

外部关联为动力源,实现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集

中安 置,主 要 为 异 地 安

置,村庄并入城镇．

以农业产业带动为主的

内生动力主导,统一规划

设计、统 一 基 础 设 施 配

套,分层次进行内部改造

建设．

以优势、特色产业带动为

主的内生动力主导,统一

规划中心村,完善基础设

施配 套,居 民 点 就 近 调

整,分阶段逐步搬迁．

以政府引导的外生动力

为主,进行分户引导,农

户自 建,主 要 为 就 近 迁

移．

４　结论与讨论
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是以居民点体系结构重组为基础,以用地结构调整为主要体现、以产业结构调

整为支撑的重构体系．农村居民点等级体系重构的核心是构建“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完整

层级体系,完善各等级居民点的空间配置,并根据不同等级居民点特点确定其重构路径．将农村居民点

划分为中心镇、一般镇、就地城镇化型居民点、中心村、基层村和需迁移与合并村６种类型,就地城镇

化型居民点选取“村改居”和“农转非”纳入城镇的重构路径;中心镇、中心村以集中布点,引导农户集中

居住为重构路径,一般镇、基层村以内部改造为重构路径,迁移合并村以向条件较好居民点迁移为重构

路径．重构后的农村居民点体系空间结构形成双核心中心地布局结构、走廊式布局结构和放射型布局结

构．通过迁移合并居民点、集中布点规划等方式,合理控制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后全区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减少４８６９hm２,即节约了４８６９hm２ 建设用地指标．
“城镇化引领型”、“内部改造型”、“中心村整合型”和“生态移民型”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农村居民点重

构的典型模式．城镇化引领型模式以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等外部关联为动力源,适用于农户非农转移迅速,
对耕地依赖性不强且经济发展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区域,进行就地城镇化或整体向城镇迁移;内部

改造型模式以农业产业带动为内生动力源,适用于对扩大耕地规模意愿较强、基础设施条件一般的区域,
进行农村居民点内部改造与调整;中心村整合型模式以优势特色产业带动为内生动力源,适用于分散建

设、规模小但密集分布的居民点区域,引导散居农户向具有优势产业且发展较好的中心居民点集中;生态

移民型模式以政府引导为外生动力源,针对不利于生产、生活的生态限制区,应逐步拆除民居,整体搬迁

到经济条件好、发展资源丰富的农村居民点．
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是实现我国土地利用战略目标的系统工程,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要与城乡一体化

建设、农民长远生计紧密结合．本研究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村居民点体系结构、用地结构和产业结构３
个方面对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基本模

式．但对于重构过程中的政策因素、经济成本及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等因素考虑不足,如迁移合并村的居民

是否愿意迁移,迁移农户宅基地权利的归属与调整等问题都影响着农村居民点体系的重构,应在农户调查

的基础上设计更符合区域实际、体现政府政策支持及农户意愿的重构路径．基于农民、农村、农业层面,从

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转移,农民社会保障提供与公共设施的配套等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此外,应

加强土地规划、村域规划、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和生态规划等“多规合一”的研究,保障农村居民点空间重

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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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SpatialReconstructionRoutesand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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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tionmobilityandacceleratingreorganizationofkeyeconomicelementsinrapidurbanizaＧ
tionregionsleadtofasttransformationofruralspaces,andthissituationresultsintheproblemsofthe
hollowingofruralresidentialareasandtheweakeningoftheircorefunctions,whichneedstobesolvedby
innovativeideas．BasedonananalysisofthecurrentruralresidentialareasintheprocessofrapidurbanizaＧ
tion,plusthesurveyingdataonagriculturalhouseholdsinChangshouDistrict,Chongqing,thispaperdisＧ
cussestheroutesofspatialreconstructionofruralresidentialareasfromthreeaspects:thesystemicstrucＧ
tureofruralresidentialareas,landＧusestructureandindustrialstructure．TheresearchshowsthatahierＧ
archicalsystemcalled“centraltownＧordinarytownＧcentralvillageＧbasicvillage”canbeshapedaccording
totherankＧsizeofvillagesandsmalltownsinChangshouDistrict;thataccordingtothemigrationpatterns
andthedemandforlanddevelopmentinruralresidentialareas,clusteringsettlementsaretobeconstructed
forthesakeoflandＧuseintensity;thatasthereconstruc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hasasignificantinfluＧ
enceonthereconstructionofruralresidentialareas,areasonableindustriallayoutshouldbeshapedbased
mainlyonfourindustrialtypes:integratedtype,industryＧandＧtradetype,agricultureＧandＧtradetype,and
tourismtype;andthattherearefourpatternsofspatialreconstructioninruralresidentialareas,ie “urＧ
banizationＧguided”promotedbyurbanizationandindustralizationdevelopment,“internalＧtransformationＧ
al”and“centralＧvillageintegrating”promotedbyindustrialdevelopment,aswellas“ecologicalＧmigrating”
promotedbygovernmentguidance．
Keywords:ruralresidentialarea;spatialreconstructionroute;patternidentification;rapidurbanization

region;Changshou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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