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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与模式
———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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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基于城乡统筹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多重目标指标体系,划分农村居民点整治

的区域与时序,并在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结果表明:① 两江新区的农村居民

点整治可分为近期整治、中期整治和远期整治三大区域,整治潜力分别为599.26,732.93,507.73hm2.② 根据农

村居民点的适宜性及利用特征,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可划分为城乡结合型、生态发展型、培育改造型和优化挖潜型

4种整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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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是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
径[1],城乡统筹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统筹城乡土地配置与利用[2].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其
综合整治对于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3-4].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农村
居民点用地总体上缺乏规划、分布零散、利用率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公共服务设施难以配套,严重
制约着城乡统筹发展.

目前,学术界从多角度对农村居民点整治进行了研究,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变化与特征及其驱动
力[5-7]、农村居民点整治调查与评价[8]、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与结构优化[9]等.在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分区及
模式问题上,学者们多关注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时序安排[10]、整治分区[11]、整治模式优化与调控等[12],认为
中国农村土地整治应立足农村,联动城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资源优化配
置[13].但现有关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的研究多侧重于搭建以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为标
志的城乡土地置换平台,忽视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偏离了城乡统筹的初衷[14].城
乡统筹不仅意味着城乡间土地利用的统筹发展,更意味着城乡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同步、城乡公共服务的
均质化.因此,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应具有促进城乡人居环境的和谐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的均等化与城乡土地利用的统一化等多重目标.

本研究基于统筹城乡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多目标性,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通过构建多目标的
评价体系,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区域与时序进行分区研究,并基于农村居民点利用现状特征探讨农村居民
点整治模式,以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时序安排及模式选择提供指导,为区域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城
乡一体化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区选择与数据来源
重庆市两江新区规划总面积1200km2,涉及35个镇(街道),其中有18个镇(街道)已全域城镇化.两

江新区属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典型区域,区内土地利用矛盾突出,城乡土地供需失衡,城市发展明显
优于农村.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两江新区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整治来改善城乡土地利

① 收稿日期:2015 10 20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311006).
作者简介:毕国华(1990 ),男,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与国土整治的研究.
通信作者:杨庆媛,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用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重点突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难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本研究采用多样化的数据来源:① 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评价中涉及的农村人居环境数据、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数据来源于对两江新区农村区域乡镇级街道的访问调查与问卷统计.②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
算中涉及的农村居民点面积、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2013年1∶10000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矢量数
据);高程、坡度、地表起伏度数据来源于2013年1∶25000两江新区数字高程模型(栅格数据);人口数
量、农业产值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北碚区统计年鉴(2010年-2014年)、渝北区统计年鉴(2010年-2014
年)、江北区统计年鉴(2010年-2014年)以及3个区2010年-2014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中涉及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城市分布、水系分布、公路分布等数据来源于2013
年1∶10000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矢量数据);地质灾害数据来源于重庆市主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图
(2013年,矢量);规划空间管制分区数据来源于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3个区2006年-2020年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图(矢量数据).

通过ArcGIS10.2建立空间数据库,统一各专题图件的空间投影坐标系(Gauss_Kruger,Xian_1980_3
_Degree_GK_Zone_36)以便进行叠加分析,并整合社会经济数据,最终形成综合属性数据库.

2 研究方法
2.1 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评价

基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多目标性,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农村居民点整治现
实潜力三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的评价体系(表1).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动态性等原则,考虑数据
的可获取性与易得性,选取相应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逐层赋权,最后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求取
综合评价分值.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由理论潜力转化而来,相比理论潜力而言更符合实际,具体测
算方法参照相关研究[10].

表1 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评价体系

目 标 层 子目标层 系统层 指  标  层 功效 权重

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评价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居住条件 农村人均居民点面积 + 0.0326
农村闲置宅基地比例 - 0.0108

农村危房比例 - 0.0136
自来水普及率 + 0.0258
用电普及率 + 0.0182
路网密度 + 0.0324

生态环境 河流覆盖率 + 0.0165
森林覆盖率 + 0.0194

生活垃圾处理率 + 0.0293
污水集中处理率 + 0.0293

完成卫生改厕村比例 + 0.0388

社会环境 人口密度 - 0.0329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比例 + 0.0131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比例 + 0.0207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文化服务 文化站数 + 0.0230
科技站数 + 0.0115

体育场馆数 + 0.0163
老年活动中心数 + 0.0325

教育服务 小学数 + 0.0411
初中数 + 0.0259
高中数 + 0.0163

医疗服务 医院数 + 0.0417
卫生防疫站数 + 0.0417

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 0.0259

社会福利 敬老院数 + 0.0164
儿童福利院数 + 0.0411

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 - - + 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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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评价

影响农村居民点适宜性的因素可归为两方面:一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或规划因素限制下的不适宜,二

是由于区位因素等发展条件的不适宜.据此,本研究从自然条件、规划条件、区位条件三方面构建农村居民

点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表2),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4,16,21]予以量化.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

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评价分值.
表2 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目

标层
系统层 指 标 层

指 标 量 化 标 准

0 1 3 5 7
权重

农村

居民

点适

宜性

评价

限制

条件

自然条件

高程/m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0~200 0.0581
坡度/° >30 15~30 10~15 5~10 0~5 0.0923

地质灾害 高易发区、极易发区 中易发区 不易发区、低易发区 0.1465

规划限制 城市用地规划 城市建设区 绿化隔离区 有条件建设区 其他 0.1635

发展

条件

区位

条件

距河流水库距离/m <200 >1000 600~1000 400~600 200~400 0.0740
距市区距离/m <1000 >5000 3000~5000 2000~3000 1000~2000 0.1949

距主镇区距离/m <300 >2000 1000~2000 500~1000 300~500 0.1761
距区级以上公路距离/m - >1500 1000~1500 500~1000 <500 0.0946

3 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与时序选择

根据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综合评价分值频率直方图的突变点,将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划分为近期

整治区(一级规划导向区)、中期整治区(一级规划导向区)、远期整治区(一级规划导向区)(图1).划分标准

为:近期整治区分值>58.20,中期整治区37.42~58.20,远期整治区分值<37.42.

图1 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

1)近期整治区 综合评价分值较高,主要分布在两江新区中西部,现实整治潜力共计1017.02hm2.
该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环境质量较好,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但居民点利用粗放,
有着较大的整治潜力.该区域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应以“集约节约利用”为导向,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重点项目区.
2)中期整治区 综合评价分值居中,主要分布在两江新区西北部,现实整治潜力共计522.66hm2.该

区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一般,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居中,现实整治潜力适中.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围

绕“环境改善、功能提升”开展,针对人居环境较差的区域,着重改善农户居住条件,加强社会生态环境建

设;针对公共服务较弱的区域,重点布局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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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期整治区 综合评价分值较低,主要分布在两江新区城市周边,现实整治潜力共计300.23hm2.
该区域距离城市较近,综合条件较好,但长期受城市发展影响,农村居民点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差.该区域的

农村居民点整治不可操之过急,应在规划的严格管控与引导下,通过村落环境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逐步

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4 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分值介于0~6.69之间,考虑到居民点发展的限制性,结合农村居民点利

用特点与发展需要,将两江新区的农村居民点分为城乡结合型、生态发展型、培育改造型与优化挖潜型4
个整治类型(图2).

图2 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

1)城乡结合型 居民点总面积2695.03hm2,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及城市建设用地周边,由于地处城乡

结合部,管理不善,环境问题突出,违章搭建等现象较为明显.此类农村居民点应按照城市居住标准进行合

理配置,以城市规划作为导向,及时将其转化为城镇用地,避免出现“城中村”阻碍城市健康发展,实现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维护、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此外还应借助城市产业溢出与集聚辐射,引导产业多元

化发展,努力搭建绿色发展、功能完善的现代都市农业体系,以承接城市内部的产业转移与信息辐射,缓

解城区压力,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生态发展型 居民点总面积1487.77hm2,主要位于坡度及海拔较高的生态脆弱地带以及地质灾

害高发区和河流水库的临近缓冲区内,布局分散,自然条件较差,但林木、水资源丰富,具备生态涵养功

能.该类型居民点整治应以保护生态为主,将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居民点进行改造或适当集中安置,将原

址居民点根据实际情况复垦为耕地或林地;对于周边坡耕地,应及时治理,以确保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3)培育改造型 居民点总面积521.56hm2.该类居民点属于少有的具有发展优势的居民点,其区

位条件、自然条件等综合条件较优,稍加改造有可能成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此类居民

点应充分挖掘地域禀赋,培育现代化特色村庄.对于具备产业优势的区域,应给予政策支持,引导产

业合理布局,重构乡村“三生空间”;对于具有文化特色的区域,应深入挖掘文化底蕴,打造主题文化

之乡;对于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区域,应以维护生态景观、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合理规划,
开展旅游建设或乡土风情建设.
4)优化挖潜型 居民点总面积1778.43hm2.该类居民点整治需求居中,自然限制较小,基本上不存

在地质灾害风险,区位条件适宜,未过分暴露于城市辐射之中,也未由于距城镇过远而形成发展约束,但

该类居民点布局分散,废弃闲置用地较多,利用率低下.因此,此类居民点可以作为优化挖潜与城乡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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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区域,通过优化布局、新村建设及耕地复垦,充分挖掘建设用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缓解城市

建设用地需求压力;同时立足自身特点,发展产业优势,开辟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乡村科学

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 论

本研究基于统筹城乡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多目标性,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通过构建多目标的

评价体系划分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区域与时序,并基于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及其利用特征探讨农村居民点整治

模式.本研究将两江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为近期整治、中期整治和远期整治三大区域.近期整治区主要

分布在两江新区中西部,包括古路镇、石船镇等6个镇(街),现实整治潜力共计1017.02hm2;中期整治

区主要分布在两江新区西北部的水土镇、复兴镇、木耳镇和东南部的复盛镇、鱼嘴镇,现实整治潜力共计

522.66hm2;远期整治区主要分布在两江新区城市周边,包括施家梁镇、蔡家岗镇等6个镇(街),现实整

治潜力共计300.23hm2.并根据农村居民点的适宜性及特征的差异,将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分为

城乡结合型、生态发展型、培育改造型和优化挖潜型4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本研究首先从

面上划定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时空分区,进而从点上制定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与模式,全面性与针对性相结

合,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效益.
5.2 讨 论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城乡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综合整

治过程涉及农村发展与城市开发两大板块,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这一平台,不仅能够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更有助于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实现

我国土地战略性目标,加快城乡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今后在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工作中,地方政府应积极

拓宽视野,不仅要考虑农村“三生空间”的改善,还应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不仅立足于建设用地的指

标挖潜,还要考虑耕地质量、规划导向、政治需求等多重因素,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效用,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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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ingandModeof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from
thePerspectiveofUrban-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

———ACaseofLiangjiangNewAreainChongqing

BIGuo-hua1, YANGQing-yuan1, WANG Yi2,
WANGZhao-lin3, KUANGYao-y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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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isanimportantwaytoachievetheintentofurban-ruralinte-
grateddevelopment.Withmultipletargetsof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undertheperspectiveur-
ban-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takingLiangjiangNewAreaasanexample,thispaperinvestigatedthe
schedulingandlayoutofthe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basedontheevaluationofruralhumanset-
tlementquality,theevaluationofruralbasicpublicservicesandthepotentialmeasurementofruralresi-
dentiallandconsolidation.Furthermore,discussingthemodelof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based
ontheevaluationofruralsettlementssuitability.Theresultsshowedthatthescheduleofruralresidential
landconsolidationinLiangjiangNewAreacanbedividedinto3periods,includingtherecentperiod,the
midperiodandtheforwardperiod.Thepotentialof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duringthreeperiods
are599.26hectares,732.93hectaresand507.73hectares,respectively.Basedontheresultsofevaluation
onruralsettlementssuitability,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ruralresidentiallandinLiangjiang
NewArea,weformulated4typesabout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includingthemodelofurban-
ruralcombination,eco-development,fostertransformation,optimizationandpotentialtapping.Eachof
thesecategorieshasdifferentrenovationcontentsandregulationmodestomaketheruralresidentialland
consolidationmoreScientificandreasonable.
Keywords:ruralresidentiallandconsolidation;spatial-temporalcollocation;urban-ruralintegrateddevel-

opment;landconsolidationpotential;LiangjiangNew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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