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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参与到土地整理各个阶段,会对土地整理工程产生影响,定量分析农户参与和非参与条件下不同土地

整理工程数量变化及其效果的差异,为今后土地整理工程更好发挥农户参与的优势,优化土地整理工程设计提供

依据．本文选取农户参与组与非农户参与组６个丘陵地区土地整理项目为实证,从道路工程、农田水利、土地平整

３个方面,分析农户参与条件下的土地整理工程数量和效果变化．研究结果表明:１)丘陵地区农户参与条件下更重

视生产路、排水沟建设,倾向于山坪塘维修;而田间道、坡改梯和蓄水池建设增加比例低于非农户参与组．２)就其

变化产生效果而言,农户参与条件下生产路优化效果最好,生产路和排水沟对水田产生的影响效果最明显．这表明

农户参与使生产路布局更优化,水田生产保障性更强,更切合丘陵地区农户耕作特性;３)农户参与下田间道密度、

辐射增加幅度和坡改梯比重低于非农户参与,这表明受到补偿、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农户个体利益和某些顾虑影

响,农户对这些工程不支持甚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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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是我国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１－３]．当前我国的土地整理主要是政府行为,农民参与

较少[４－５],结果导致规划设计成果在施工过程中难以实施,不断发生变更、工期延长、质量降低以及工程布

局不合理等问题．土地整理受益主体是农户,农户充分参与到土地整理中,将提升土地整理项目的效果,减

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阻力[６],这也是今后我国土地整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已有学者对农户参与土地

整理意愿、满意程度[７－８]以及参与机制、法律保障[９－１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农户真正参与到土地整理

中会对土地整理工程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却鲜见．本文将从道路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和土地平整工程这３
个土地整理主体工程方面,对农户参与和非农户参与下两组丘陵地区土地整理工程进行定量比较,并对其

量变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找出农户参与土地整理的优势和限制性,为今后更好的发挥农户参与的作用,
优化土地整理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１　项目区背景和分组

１１　项目区概况

本文选取重庆市已实施的６个市级土地整理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如图１所示),分别是:① 璧山县七

塘镇将军等２个村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璧山七塘项目”):属于中浅丘地貌,地形起伏较小,年平均

降雨量１２３５２mm,土壤为紫色土和紫色水稻土;② 合川区大石镇高川等４个村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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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六个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称“合川大石项目”):属于浅丘地貌,年平均

降雨量１３２０mm,土壤主要以灰棕紫泥土和酸

性紫色水稻土为主;③ 合川区龙市镇等２个镇

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合川龙市项目”):地貌

类型为中浅丘,年平均降雨量为１１２４mm,土壤

为灰棕紫泥土和酸性紫色水稻土;④ 万州区太

安镇醒狮等４个村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万
州太安项目”):地貌上大多表现为丘陵谷地,年

平均降水量１２００mm,土壤为灰棕紫泥土和酸

性紫色水稻土;⑤ 万州区后山镇沭河等３个村

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万州后山项目”):属于

低山地貌,年平均降雨量为１１８０６mm,土壤

主要为灰棕紫泥土和酸性紫色水稻土;忠县复

兴镇天子村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忠县复兴

项目”):微地貌表现为中浅丘,土壤主要为棕

紫泥土和中性水稻土．
１２　分组情况

首先对选取的６个项目内农户中从事农业

生产劳动主要人员进行了土地整理认知度、参与意愿等情况的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将６个项目中农

户参与意愿相对强烈的３个项目划分为农户参与组,另外３个项目划分为非农户参与组．因为,农户参与

土地整理积极性越高,越有利于组织农户参与到土地整理中来,而农户参与比例越高就越有利于凸显农户

参与和非农户参与的效果对比．
农户参与组在土地整理规划、实施和验收３个阶段,分别由国土部门和村委会以不同方式组织农户参

与．规划设计阶段,采取分组调研、村委会组织农户座谈方式调查农户意愿,充分了解农户实际需求,编制

规划初步方案．方案公示后,设计人员以村小组为单位对农户进行方案详解并征求农户建议意见,然后再

经过对农户评议、听证意见修改完善．规划阶段农户的多次参与使规划方案尽可能与农户需求保持了一致,
实施阶段国土部门将工程实施的数量、质量要求,进度安排等信息印制成通俗易懂小册子发放给村小组监

督员和施工涉及农户,并由其负责对工程进行监督．该阶段农户的参与保证了规划设计中农户意愿的落实;
验收阶段以村小组为单位召开座谈会,听取农户对工程意见和评价,并组织农户代表参与评审验收．从验

收阶段农户满意度调查看,该组３个项目得到多数农户认可,农户参与对这３个土地整理工程数量和布局

影响得到充分体现,满足文章研究需要．

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比例尺为１∶２０００所选取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竣工测量图,通过 ARCGIS９３、

MAPGIS６７,AUTOCAD２００７等软件提取获取相关数据．
２２　计算方法

土地整理过程中,平整土地、修建道路、灌溉水渠和排水沟道是提高农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

重要措施[１２]．本文从以上３个方面,以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竣工测量测为基础,利用数量和密度变化分析其

量变情况,然后利用全局 MoranI指数、辐射范围及道路通达指数对这种量变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并探

讨了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２２１　道路和灌排沟渠密度计算方法

道路(沟渠)密度等于某一计算区域内所有的道路(沟渠)的总长度与区域总面积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道路(沟渠)密度＝道路(沟渠)总长度(km)/项目区总面积(h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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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道路和灌排渠全局 MoranI指数计算方法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１３]．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是描述分析某种现象的

整体分布情况,以此判断该现象在特定的空间内是否存在集聚现象,但是不能指出集聚的确切位置．从地

理学角度看,项目区内道路、沟渠在空间上呈网络体系,因此可以通过研究他们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来

反映农户参与对其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道路、灌排沟渠进行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统计量采用较常用的全局 MoranI指数．其计算公式下

I＝
∑
n

i
∑
n

j≠i
wij xi－x( ) xj －x)(

S２∑
n

１
∑
n

j≠１
wij

(１)

式中:n为样本数;S２＝
１
n∑

n

i＝１
xi－x( ) ２,xi 为观测位置i的属性值,x是全部观测位置属性值的平均,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全局 MoranI的值介于－１~１之间,大于０为正相关,小于０为负相关,近似为０时则为

随机独立分布．
２２３　道路和灌排渠辐射变化计算方法

利用 ARCGIS９３分别对道路、灌排渠做缓冲区分析,缓冲区两侧类型选择“FULL”,末端设置为

“ROUND”,对末端做圆滑处理,然后利用 Overlap叠加功能将生成的整治前后的道路和灌排渠的缓冲区

分别与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图、项目区竣工测量图做Intersect叠加分析,统计出叠加后缓冲区内农村居民

点、旱地和水田的面积．
２２４　道路通达指数计算方法

道路的通达性是衡量道路网络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通达性反映的是网络的连通情况,体现了网络的

结构特征[１４]．廊道网络的环通度α指数是用来描述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是道路网中实际回路数与可能

最大回路数之比,它表示能量、物质通过道路廊道流动的可选择程度．α指数的计算公式为(２)所示,其中,

H 为廊道网路中的实际环路数;Hmax为廊道网络中最大可能的环路数;L 为廊道数;V 为节点数．当L≤V
－１时,H＝０;当L＞V－１时,H＝L－V＋１,Hmax＝２V－５．廊道线点率β指数表示网络中每个节点的

平均连线数,其计算公式为(３)所示．其中,L 为廊道网络中实际廊道存在的连接数,V 为节点数,β指数的

取值范围为０~３．廊道连通度λ指数用来描述网络中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是廊道网络内连线的实际数

目与连线可能存在的最大数目之比,其计算公式为(４)所示,其中,L 为廊道数,Lmax为最大可能的连接廊

道数,V 为节点数,λ指数的变化范围为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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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农户参与对道路工程的影响

田间道路是田间生产和运输的动脉,合理布置田间道路对提高农业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１５]．本文用田

间道、生产路密度变化及其空间布局产生效果来分析农户参与对土地整理工程中田间道路网络影响．
３１１　农户参与对田间道路密度变化影响

经土地整理后两组项目的田间道和生产路密度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其增长程度存在差异．虽然非

农户参与组增长均值２２４９％只是略高于农户参与组农户参与组的１６８５％,但从整治后田间道密度值来

看非农户参与组３个项目更加均匀,这体现了非农户参与下对田间道的设计更注重项目整体性的把握;对

生产路而言,非农户参与组其增长均值仅为３１２６％,而农户参与组却是其增长均值的３倍多,高达

１０８４９％．结合作者组织的问卷调查,认为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丘陵地区生产路很多都能直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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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农户住所与其耕作田块,农户更期望多建设直接受益的生产路,而且丘陵地区一般都以小型机械或人工

作业为主,生产路既能满足耕作生产的需要,提高了耕作效率,又少占地,较为符合农户意愿．
３１２　农户参与对田间道路全局 MoranI指数变化影响

由表１可看出,农户参与组整治项目田间道全局 MoranI指数变化不大,并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生产路的全局 MoranI指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璧山七塘项目呈明显下降趋势,忠县复兴项目、
合川龙市项目呈略微下降趋势,整个组生产路路网表现为分散状态;非农户参与组除万州后山项目田间道

没有变化外,其他项目田间道和生产路全局 MoranI指数均表现为增长的趋势,这表明,非农户参与条件

下田间道和生产路分布均变化呈集聚状态,并且全局 MoranI指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通过对田间道、生产路的全局 MoranI指数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户参与的情况下,生产路的布局

表现为更加均匀,而且村社之间表现出了一定的均衡性,这种变化既体现了农户建议的影响力,也包含着

代表村民利益的不同村社集体之间相互博弈结果．从这种变化效果看,农户参与对生产路布局起明显优化

作用,必然会提高农户生产耕作效率;而非农户参与下田间道建设侧重打通“断头路”、或向公路和居民点

相连接靠拢,因此表现为集聚状态．
表１　整治前后田间道路全局 MoranI指数的变化

组别 项目名称

整　治　前

MoranI
田间道 生产路

ZScore
田间道 生产路

整　治　后

MoranI
田间道 生产路

ZScore
田间道 生产路

MoranI指数

变化情况

田间道 生产路

农户参与组 璧山七塘项目 －００９ ０１４ －１１５ ２４３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８８ ２９４ ＋ －
忠县复兴项目 ０１４ ００８ １９９ ２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７ ２３２ ２６７ － －
合川龙市项目 ０１ ０３６ ０３３ ４５５ ００７ ０３１ ２０６ ５８１ － －

非农户参与组 万州太安项目 －０３ ０３２ －１９５ ３５６ ０３５ ０３７ ２５７ ３２ ＋ ＋
万州后山项目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４ ３９５ 无变化 ＋
合川大石项目 ０１ －００５ １２４ －０７６ ０１８ ０５５ １９８ ２１８ ＋ ＋

３１３　田间道路网对居民点与耕地的辐射变化情况

将田间道的缓冲距设置为５０m,生产路的缓冲距设置为１０m,得出两组项目辐射增加均值如表２所

示．从表２看,两组项目辐射影响增加均值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农户参与组生产路变化,远大于非农户参与

组增加均值;田间道辐射变化无论是农户参与与否,辐射增加值均在１０％~２５％之间,但非农户参与组田

间道辐射增加比例均值都略高于农户参与组,此结果与作者对田间道密度研究结论相吻合．
水田中生产路密度增加和布局分散的状态,使其对水田辐射影响骤然增大．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受丘

陵地区水田耕种特性、农户耕作习惯以及生产路与沟渠建设存在的相互关联等方面影响．另外,水田的收

益占农户农业收入比重高,农户参与自然对如生产路这样重要的基础生产设施倍加关注．而田间道设计和

建设主要是连接田块和居民点[１６],因此对居民点辐射程度增幅略大．虽然非农户参与田间道密度增加均值

２２４９％略高于农户参与条件下１６８５％,但其产生的辐射影响增加均值却不是同比例增长,而是非农户参

与组增幅高于农户参与组,这表明非农户参与下新增田间道布局较农户参与组辐射效果更好,这种差异归

因于非农户参与的整体性考虑．
表２　整理后田间道路对农村居民点与旱地和水田辐射影响增加均值

组　　别
田　间　道

农村居民点 旱地 水田

生　产　路

农村居民点 旱地 水田

农户参与组 １０％ １０９％ １５２％ ８２９％ １０５６％ １２８４％
非农户参与组 ２５％ ２３５％ ２３６％ ３１７％ ３３１％ １９７％

３１４　农户参与下整个路网通达性指标变化影响

田间道和生产路共同构成的田间道路网络,为了能充分反应整个田间道路网络的通达性变化情况,文

章将田间道和生产路组合在一起来分析整个田间道路３项指标变化情况．
通过表３我们发现,各项目道路网络的３项指数较整理前均有增加．其中,合川龙市项目的环通度α

指数增幅最大,增加了０３４５９;忠县复兴项目廊道线点率β指数和廊道连通度λ指数增幅最大,分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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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０６９７７和０２３３６．就总体而言,整治后农户参与组项目通达性指标值要高于非农户参与组,特别是农

户参与组３项指标增加值均远大于非农户参与组．这说明,整理后农户参与组田间道路网整体通达性要优

于非农户参与组,这充分反映农户参与对土地整理中田间道路网设计起到了明显优化作用．
表３　整治前整个路网通达性指标增加值

组别 项目名称 α β γ 组别 项目名称 α β γ

农户参与组 璧山七塘项目 ００７９２ ０１５７５ ００５２７ 农户非参与组 万州太安项目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１９
忠县复兴项目 ０３３８８ ０６９７７ ０２３３６ 万州后山项目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６５
合川龙市项目 ０３４５９ ０６８６１ ０２２９８ 合川大石项目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２６２

３２　农户参与对农田水利工程数量的影响

３２１　农户参与对维修山坪塘和新建蓄水池数量影响

山坪塘是丘陵地区重要的农业灌溉水源设施,山坪塘的数量及蓄水能力关系到区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和农民的经济增收．本文选取两组项目维修山坪塘数量及其比重情况和平均新建蓄水池数量情况进行对比．
农户参与组维修山坪塘的平均比例为５８４２％是非农户参与组３１７４％的近２倍;而新建蓄水池的数量

(００３５个/hm２)小于非农户参与组(００４个/hm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户参与条件下更重视对山坪塘的

维修,其主要原因为:山坪塘一般面积较大,蓄水能力强,对周围农田的灌溉辐射影响较大,而且随着农业

机械普及,农户灌溉农田多数都依靠小型机械设备取水,因此也更期望对取水源山坪塘的维护．由于蓄水

池蓄水量小,多为农民喷洒农药和小范围的点灌服务．所以,农户更愿意农地整理工程加强已有山坪塘的

维护,以此保障旱季能有稳定的灌溉水源．由此表明,农户参与组需求更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在工程投资有

限的条件下,这种灌溉水源整理方式也更加理性．
３２２　农户参与对灌排沟渠密度影响

根据计算,农户参与组项目经整理后排水沟密度增加比例达８５０％,明显超出其他３类;非农户参与下

灌溉渠增长比例均值６６２％最小．就分组情况来看,农户参与组灌溉渠和排水沟密度增长均值都大于非农

户参与组;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农户是否参与,排水沟的密度增长幅度均高于灌溉渠,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丘陵地区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现状有极大关系．由于多数项目区内沟渠缺少维护和维修,基本上已不具

备排灌作用．比较而言,排水沟现状条件要优于灌溉渠．一方面,虽然排水沟沟渠有所垮塌,沟底基本上被

淤泥覆盖,但其基本框架保持较好,无论是新建还是维修都比灌溉渠方便;另一方面,虽然田间灌溉干渠

和支渠保存较好,但布设于田间的斗渠和农渠已基本上消失在田块之间,有些已完全没有了痕迹．因此,新

建和维修排水沟的要比灌溉渠更容易．
３２３　整理后沟渠对耕地辐射变化

将项目区内灌排沟渠作为一个系统,从整体角度分析整理后灌排沟渠对耕地辐射变化幅度．把灌排沟

渠的辐射缓冲距离设置为５０m,从计算结果看,两组项目实施后,整个灌排体系对旱地和水田的辐射面积

均有所增加,但农户参与组与非农户参与组对旱地和水田的辐射影响存在差异．变化最明显的是农户参与

组对水田辐射影响,其对水田辐射面积的平均增加幅度为２５４７４％,远远大于非农户参与组的８８４２％．
将此变化状况与灌溉渠、排水沟密度变化相结合,不难发现在农户参与条件下,排水沟密度增加更多的体

现在水田中．由于丘陵地区水田耕作特性对灌排体系要求较旱地高,农户期望通过水田灌排体系的完善来

增加水田农业生产能力,这种意愿在农户参与条件下表现为水田沟渠密度的增加和辐射效果显著的增强．
当然,前面已述水田的经济产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贡献较大,农户会优先考虑水田灌排设施建设以此来

增加农业收入．
３２４　农户参与对灌溉沟渠的全局 MoranI指数变化影响

将灌排沟渠缓冲距离设置为５０m,运用公式(１)计算两组项目整治前后灌溉沟渠的全局 MoranI指数

变化情况．由表４可知,农户参与组前两个项目全局 MoranI指数整治后均明显增加,而合川龙市项目略微

降低,但总体来看农户参与组项目实施后灌排沟渠呈积聚状态分布．而非农户参与组情况却与此相反．从农

户角度看,依据前面分析得知农户参与下更注重排水沟建设,而且排水沟建设增长比例远远大于灌溉渠,
这说明农户参与下整个排管沟渠的全局 MoranI指数主要受排水沟布局情况影响,而田块集中区域自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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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建设较多,零星地块往往关注少,因此,灌排沟渠在空间上表现为积聚状态．
在非农户参与的情况下,项目的规划设计人员往往会依据项目区现状情况,从整体上考虑灌排沟渠的

布局设计,特别是对一些灌排沟渠主体框架的构建及其所能达到效果的思考角度,往往要比农户更具有全

局性,因此,在空间上表现呈相对分散的状态．
３３　农户参与对土地平整工程影响

根据项目最终的工程实施结果,统计得出各项目坡改梯实施规模．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农户参与的情

况下,坡改梯实施规模占建设规模平均比重２３３％低于非农户参与组平均比重５３８％．虽然坡改梯工程能

够起到保水保肥、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但农户对坡改梯工程却表现出不支持甚至反对态度,这主要因为

农户存在两个方面担忧:其一,坡改梯工程实施后会造成农户对土地权属调整担忧;其二,在以往实施过

坡改梯整治项目中不断出现的坡改梯质量问题给农户造成心理担忧．
表４　整理前后灌排沟渠全局 MoranI指数变化表

组别 项目名称
整　理　前

MoranI ZScore

整　理　后

MoranI ZScore
MoranI指数

变化情况

农户参与组 璧山七塘项目 ００３ ０７８ ００９ ２０９ ＋
忠县复兴项目 －０５５ －１６４ ０１１ １９８ ＋
合川龙市项目 ０１９ ０３８ ０１７ ０１７ －

非农户参与组 万州太安项目 ００７ ０５５ ００４ ２１２ －
万州后山项目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０８ ＋
合川大石项目 ０１２ ２３１ ００５ ３２４ －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农户参与和非农户参与两组项目对土地整理工程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引起效果以量化方

式进行对比,并就其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尝试用这种定量化的比较方法,研究农户真正

参与到土地整理工程中会对土地整理主体工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通过相关的评价方法,确定这种影响

对土地整理工程效果提升所起的作用,为今后土地整理更好发挥农户优势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１)在丘陵地区,农户参与条件下生产路的变化最明显,在生产路密度增加的同时,它在空间上的分布

趋向于分散状态,它产生的辐射影响增加值和通达性增加值远大于非农户参与．这表明农户参与让生产路

布局更优化,更切合农业生产活动,今后土地整治设计中的生产路布局应更广泛听取农户建议和意见．
２)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农户倾向于已有山坪塘维修,重视排水沟建设,特别针对水田排水沟布局和建

设．从这种变化产生效果来看,更符合当今农户生产实际,优化了土地整理资金使用的效果．
３)农户参与下田间道密度增加幅度和坡改梯比重低于非农户参与,而且田间道辐射增幅不高,灌排沟

渠相对积聚．这表明,农户参与土地整理过程中,受补偿、监督制度不完善以及个体利益和顾虑影响,农户

不支持甚至反对这些项目建设,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地整理工程的整体效果．因此,如何消除农户的

这些担忧和顾虑、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是实现农户参与土地整理发挥最佳作用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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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householdsparticipationwillexertconsiderableimpactonlandconsolidationprojectsat
differentstages．However,rareattentionhasbeenpaidto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differencesbetween
landconsolidationprojectswithruralhouseholdsparticipationandthosewithoutit．Inordertoprovide
usefulinformationforbetterparticipationofruralhouseholdsinfuturelandconsolidationprojectsandfor
optimizingtheirplanninganddesign,inastudyreportedinthispapersixlandconsolidationprojectswith/

withoutruralhouseholdsparticipationinhillyareaswereselected,andanalyseswereconductedfrom
threeaspects:roadproject,irrigationandwaterconservancyprojectandlandleveling．Theresultsshowed
thatinhillyareasthereweremoremajorproductionroadsanddrainageditchesinthefarmerhousehold
participationgroup,andthemaintenanceofpondsreceivedmoreattention,butthereweremoremajorruＧ
ralroads,slopinglandterracingandnewlybuiltwaterconservancyfacilitiesinthenonＧfarmerhousehold
participationgroup．Theproductionroadsobtainedthebestoptimizationeffectintermsofthechangesin
theconditionoffarmhouseholdparticipation．Themostobviouseffectofproductionroadsanddrainage
ditcheswasonthepaddyfields,whichimposedpositiveeffectsonfarmerscultivationinpaddyfields．This
indicatedthatfarmerhouseholdparticipationmadetheproductionroadslayoutmorereasonableandpaddy
productionmoresecured,whichfitthefarmingcharacteristicsofthelocalfarmerhouseholdsinhillyareas．
Afterlandconsolidation,theaveragegrowthoffieldroads,themeanvalueofincreasedradiationrangeof
fieldroadsandtheaverageratioofslopeterracinginthefarmhouseholdparticipationgroupwerelower
thanthoseofthenonＧfarmhouseholdparticipationgroup．Farmhouseholdsdidntsupportorevenopposed
thesekindsofprojects,forthecurrentcompensationandsupervisionsystemsaretobeimproved,and
somefarmersworryabouttheirindividualinterests．
Keywords:ruralhousehold;landconsolidation;projectquantity;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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