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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功能分区与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研究
———以潼南区中渡村为例①

张瑞頠, 杨庆媛, 范 垚, 李佩恩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有助于保护耕地、提高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重庆市潼南区中渡村为例,采

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土地宜耕性和生态主导功能入手,将村域空间划分为规模经营示范区、农业自耕经营区和生态功

能区.根据各区域农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定位,将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分为四周环绕式、组团嵌套式和整合迁并式.
研究表明:根据村域功能分区探索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有利于居民点集中布局以及后期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

居住环境改善.将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农业经营条件、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更契合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农

户居住意愿,可以提高居民点空间优化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乡村建设破除城乡分隔二元地域结构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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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是农户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依托,其布局始终与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在过去相当

长的时期内,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家庭式的农业经营方式下农户居住地周围的农地首先得到开发,农田围

绕居住地分布.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和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传统家庭式农业向产业化、规模

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加上农地流转政策的提倡与实施,传统耕作模式下的务农半径被打破,家庭式经营方式下

的居民点布局已不合时宜,急待优化.近年来,有关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的研究成果颇丰,针对不同研究区域

的农村居民点优化典型模式,为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实践提供了模式借鉴和决策参考[1-3],而加权Voronoi图

空间分割功能[4]、共生理论构建空间重构策略[5]、中心地理论和扩展断裂点模型[6-7]等方法亦被广泛运用到

居民点空间优化研究之中.但现有研究所构建的居民点空间优化主要针对县级及乡镇级层面,其理论成果对

村级层面的指导性较弱;同时,现有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主要考虑建设用地的适宜性,缺乏将居民点置

于村域整体功能分区下,将耕地经营方式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土地宜耕性和生态

主导功能入手,以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两型”社会理念为指导,探讨地处丘陵区以种植业为主的潼南

区中渡村村域空间功能分区,分析不同功能区农户的需求和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而确定不同区域居

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式.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渡村位于潼南区西南部柏梓镇,全村土地总面积434.11hm2,属侵蚀丘陵地貌区,海拔高度在249~
305.54m之间,地势北低南高,区域内浅丘带坝地貌特征明显;该村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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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雨量为1006mm,每年4月至10月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76%;春旱和夏涝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

要灾害,中渡村灌溉水源主要来自琼江和道场沟水库,琼江潼南段平均水深6.5m,水质良好,水流缓慢,
道场沟水库库容27.83×104m3.2013年全村辖10个合作社,总人口3541人.潼南区作为中国西部绿色菜

都,是重庆重要的蔬菜供应地,中渡村作为潼南区重点打造的绿色无公害蔬菜产业基地,现有重点产业为

蔬菜种植和生猪养殖.村内约有133hm2 土地实现流转,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推动了农业

经济发展转型,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经济效益.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空间数据来源于潼南区2012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比例尺为1∶2000)、潼南区2012年遥感影

像图(0.5m×0.5m),土壤数据来源于潼南区柏梓镇中渡村土地整治整村推进实施方案.课题组于2014
年12月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户对居住地的意愿和需求,得到中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数据.
为了揭示中渡村最小单元空间特征,在ArcGIS软件支持下,本研究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建立像元

大小为50m×50m的栅格数据,并结合已有数据构建空间属性数据库.

2 村域空间功能分区

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农业经营条件、生态环境保护有极大的相关性,农业经营方式决定未来农村经

济发展方向,而生态环境是农村赖以存在的基础[8-9].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既要适应农业经营方式,有利于

产业结构调整,又要强化生态保护和建设,从土地宜耕性和生态主导功能入手,探索不同空间功能分区下

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以契合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宜耕性和生态功能性的村域

分区,反映的是某区域在耕作条件、生态功能方面的整体情况,不包括各分区中居民点用地、公路等不适

宜耕作和无法评价其耕作适宜性和生态功能性的地物.
2.1 土地宜耕性分区

土地宜耕性评价是评定土地用于农作物种植适合程度的过程,包括耕地的自然生产潜力和地块的耕种

需求度.土地宜耕性首先与自身生产潜力有关,生产潜力反映耕地的质量等级[10-13];地块耕种需求度是指

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对某地块耕种的需求度和迫切度,一般而言,农户愿意种植距离居民点近、交通方

便的地块[14-15],流转大户和企业亲睐经过土地整治、能够实施机械化耕作的农田.本研究根据主导性、易

获取性、空间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原则,建立了土地宜耕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

因素权重,计算宜耕性评价指数的最终得分,据此将中渡村划分为高度宜耕区、中度宜耕区和勉强宜耕区

3个类别,生成中渡村土地宜耕性分布图(图1).
表1 研究区土地宜耕性评价指标分级标准及权重

目标层
评 价 因 子

准则层 指标层

宜  耕  性

1级 2级 3级 4级
权重

土地宜耕性评价 自然生产潜力 土壤质地 分级 壤土 粘土 砂土 0.128
分值 100 80 60

土层厚度/cm 分级 >60 40~60 20~40 <20 0.133
分值 100 80 60 40

坡度/° 分级 <3 3~6 6~10 >10 0.167
分值 100 80 60 50

耕地发展压力 距村公路的距离/m 分级 0~20 20~50 50~100 >100 0.172
分值 100 80 60 40

机械化耕种条件 分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0.149
分值 100 80 60 40

灌溉保证情况 分级 有保证 尚能保证 一般 较差 0.132
分值 100 80 60 40

排水条件 分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0.120
分值 100 80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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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主导功能分区

生态环境是区域持续发展和获得自然服务的基础,生态主导功能评价主要从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对农村生态功能适宜性的优劣程度进行评价[16].本研究在参考已有文献[16-17]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可

能面临的自然灾害及生态问题,建立中渡村生态主导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表2),将中渡村划分为强生态限

制区、弱生态限制区和非生态限制区(图2).

图1 中渡村土地宜耕性分布图

2.3 中渡村空间功能综合分区

村域空间功能分区基于耕地经营条件

和生态主导功能两种因素,期望实现生产生

活与生态的结合,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需求

的契合.为寻找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

利用ARCGIS软件将土地宜耕性分布图和

生态主导功能分布图进行叠加,生成400m
×400m 的栅格,依次记录每个栅格的耕

地、生态分区类型(若一个栅格中存在多种

分类,以面积大的类型记录).结合本研究对

中渡村的实际考察,以公路、沟渠等重要地

物为边界,根据各区域现有农业经营方式,
将中渡村村域空间分为规模经营示范区、农

业自耕经营区和生态功能区(图3).
表2 研究区生态主导功能评价指标分级标准及权重

目标层
评 价 因 子

准则层 指标层

适  宜  性

1级 2级 3级 4级
权重

生态主导功能评价 地形条件 高程/m 分级 <250 250~260 >260 0.216
分值 100 80 60

生物资源 植被覆盖率/% 分级 >60 30~60 <30 0.103
分值 100 80 60

植被类型 分级
阔叶林或

针叶林
灌丛 农田 0.167

分值 100 80 60

水资源 距水库距离/m 分级 <200 200~500500~1000 >1000 0.190
分值 100 80 60 40

距琼江距离/m 分级 <200 200~500500~1000 >1000 0.128
分值 100 80 60 40

人类干扰 距村级公距离/m 分级 >100 50~100 20~50 0~20 0.196
分值 100 80 60 40

  1)规模经营示范区.位于中渡村中部,地形平坦,面积约为186.9hm2,占中渡村总面积的43.1%.经
过土地整治,该示范区农田集中连片程度高,地块规模较大,灌溉排水沟渠完善,村级公路呈格网状分布,
适合机械化耕种.居民点集聚现象明显,表现为公路沿线的“珠串式”分布和“院落式”集聚组团.由于该区域

耕作条件良好,农地大部分已经流转,农户已基本完成主要生计方式转变,或外出务工或从事蔬菜基地的

相关工作.规模经营示范区发展定位为蔬菜种植和生猪养殖,该区域是中渡村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示范区.
2)农业自耕经营区.农业自耕经营区分布在2个区域,两部分面积之和为166.7hm2,占总面积的

38.4%.自耕经营区表现为典型的丘陵区农田布局模式,农地多为低丘梯田,地块分散破碎,道路建设还未

完善,不利于机械耕种.区内农户对耕地依赖程度高,多为传统家庭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耕种是其重要生

计方式.居民点多沿丘陵边缘呈“U型”分布或者靠近农田零星分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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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功能区.该区域依托中渡村两大重要水域琼江和道场沟水库,面积约为80.5hm2,占中渡村总

面积的18.5%.一方面,该区域内的两大水域是中渡村重要的灌溉水源,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中渡村洪涝

灾害的隐患,夏汛期间极易威胁周边居民点和农田.因此,需要对生态功能区进行整治,预留出可供调、
滞、蓄洪的低地和河道缓冲区,满足洪水自然宣泄的空间,预防洪灾可能带来的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图2 中渡村生态主导功能分布图 图3 中渡村空间功能综合分区示意图

3 中渡村不同功能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式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方案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对村域赖以存在的自然

生态空间加以保护.根据现状发展、未来预期的不同,居民点布局优化方式应当与经营方式和功能定位相

适应,不同功能区的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如下.
3.1 规模经营示范区空间优化模式———四周环绕式

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18],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中渡村作

为潼南区绿色无公害蔬菜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经营示范区是实现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居民

点的空间布局优化要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该区域居民点布局特点为:居民点呈“U型”或“珠串式”沿规

模经营示范区边界布局,“院落式”居民点组团镶嵌在耕地中.为适应产业化农业经营方式,结合居民点布

局现状,规模经营示范区采用四周环绕式优化方案:位于农田之中的“院落式”居民点组团搬迁后靠至区域

边缘,区域边缘居民点就地重建.居民点后靠,可腾出农地中的居民点用地,提高农田集中连片程度,便于

机械化耕作;区域周边居民点经多年发展而成,一般配有一定量的基础设施,采取就地改建的方式,在改

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可充分利用原有基础设施.
3.2 农业自耕经营区空间优化模式———组团嵌套式

我国农村正处于经济急剧转型期,传统家庭式农业与高效现代化农业将长期并存.由于农地主要是农

户自家经营,农业生产仍占有重要地位,在优化居民点布局过程中需要考虑此类农户的耕作半径,采用组

团嵌套式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根据居民点集聚程度将自耕经营区划分为若干片区,选择布局条件较好的

区域,根据不同集约利用程度确定建设用地规模标准,形成自耕经营区发展组团,附近零散居民点可搬迁

至组团附近,形成新的居民点集中发展区.嵌套到耕地之中的居民点集聚组团,尽可能照顾农户耕作距离,
同时零星居民点可以根据承包地位置、宗室邻里关系等情况,尊重农户搬迁意愿和自由,搬迁至相应的发

展组团,最终形成区位条件好、人口相对集中、发展要素相对优越、便于基础设施配套的居民点集聚组团.
3.3 生态功能区空间优化模式———整合迁并式

生态功能区是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底,是营造美丽乡村环境、寄托乡村情感的依托.生态

功能区内居民点布局分散、规模较小,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必将对生态功能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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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烈的干扰.该区域以生态养护为重点,以维护其水源涵养功能为目的,以发挥其生态服务保障功能为

核心.对该区域的农户,应鼓励其搬迁至附近居民点集中区,减少洪水灾害对农户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同

时保护中渡村两大水体,实现可持续长远发展.

4 结 论

1)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农业经营条件、生态环境保护有极大相关性,本研究从土地宜耕性、生态主

导功能入手将中渡村划分为规模经营示范区、农业自耕经营区和生态功能区,分析各分区农业发展条件以

及居民点布局特征.土地宜耕性和生态主导功能评价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扩宽了空间布局优化的内涵,可

以为不同功能区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式的建立提供依据.
2)针对不同空间功能分区采用不同的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式.规模经营示范区采用四周环绕式优化

模式,位于农田之中的“院落式”居民点组团搬迁后靠至区域边缘,提高农田集中连片程度;农业自耕经营

区采用组团嵌套式优化模式,选择发展要素相对优越的区域,形成自耕经营区发展组团,附近零散居民点

配合搬迁至组团附近,形成居民点集中发展区;生态功能区采用整合迁并式优化模式,鼓励该区域分散居

民点整合后搬迁至附近居民点集中区,减少洪水灾害对农户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同时保护中渡村两大水

体,实现生态环境相对敏感的生态功能区的长远发展.
3)根据村域功能分区探索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有利于居民点集中布局,促进后期基础设施建设

和农村居住环境改善.而对村域生态适宜的评价,有利于保留农村自然环境的大背景、发挥生态服务保障

功能、营造美丽的乡村环境.将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农业经营条件、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更加契合农村

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和村民居住意愿,提高居民点空间优化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乡村建设破除城乡分隔

二元地域结构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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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patialDistributionOptimizationofRural
SettlementBasedonSpatialFunctionRegionalization

———ACaseStudyofZhongduVillage,TongnanSectioninChongqing

ZHANGRui-wei, YANGQing-yuan, FAN Yao, LIPei-en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pacereconstructionofruralsettlementsisanimportantmeasureforprotectionofcultivated
land.Spacereconstructionofruralsettlementsisbeneficialtoadapttotheproductiveforcesofrapid
growthandproductionrelationsintransitionwiththepurposeofpromotingtheruraleconomywithsus-
tainabledevelopment.Inthispaper,wechoosetheZhongduvillageinTongnan,Chongqingasanexample
anddividethevillageintothreeregionsbasedonlandconditionandecologicalsuitability.Forlandcondi-
tion,theevaluationsystemincludespotentialproductivityanddevelopmentpressureofcultivatelandsto
buildcultivatedlandsuitabilityevaluationsystem.Forecologicalsuitability,theevaluationsystemises-
tablishedfromfouranglesasterrainconditions,biologicalresources,waterresources,andhumaninter-
ference.Andlandconditionandecologicalsuitabilitybothus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odeterminethe
indexweights.Basedontheassessmentresult,Zhongduvillageisdividedintothreefunctionzones,high-
yielddemonstrationregion,traditionalagriculturalregionandecologicalfunctionregion.Thenweanalysis
thethreeregionswithagriculturecurrentsituationandvillagers'residencedemands,andbuiltthreekinds
ofruralsettlementspacereconstructedmodewithdifferentregions.Theresultsshowedthat:itismorere-
alisticandeasytoexecutethatcombinethelandconditionandecologicalsuitabilitywithruralsettlement
spacereconstruction.Firstofall,assessmentofecologicalsuitabilitycanidentifytheecologicalqualitysta-
tusanditsspatialdistributionwhichcanpreventissuesinadvance.Secondly,ruralsettlementspacerecon-
structionshouldadapttheagriculturalproducingmethodsandupgradeagriculturestructure.Summarized
aboveanalysis,ruralsettlementspacereconstructionbasedonlandconditionandecologicalsuitabilityis
benefittofuturedevelopmentofruraleconomyandprotec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
Keywords:ruralsettlement;spacereconstruction;spatialfunction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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