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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
———以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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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进行乡村性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运用地理探测

器模型研究不同乡村发展类型贫困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其精准脱贫模式.研究表明:① 渝北区乡村性总体

上由西南部向东北部递增,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② 渝北区138个行政村可划分为现代

农业导向型、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3个发展类型;③ 贫困探测因子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

应科学施策,对不同发展类型乡村因地制宜,精准脱贫;④ 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但必须重视脱贫攻坚工作,补齐短板,发挥产业优势和都市带动作用,实现全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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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受自然地理分异和城乡空间格局差异的影响,乡村地域类型复杂多样[1].当前,我国贫

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其他地区,有一部分靠近大都

市的乡村存在插花式、分散式贫困分布,虽然这些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区位条件和自然环

境相对较好,但由于致贫因素多元且复杂,实现这部分乡村的全面脱贫仍需要准确剖析、精准施策.因此,
深入了解都市近郊乡村发展状况的基本面,并根据乡村发展的不同类型差别化判断区域致贫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对于减少甚至消除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地域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概念,是从人对

乡村的感知、乡村的地域特征、乡村生活、乡村功能、乡村发展等多方面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

标[3-4].乡村性评价有助于客观评估乡村发展的现状,划分乡村地域类型,指导乡村多元化发展[5-6].地理

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地
理探测器模型可以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探测两变量

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地理要素格局演变和地域空间分异等方面[7-9].目前,国内外学者

对乡村性的概念、内涵和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宏观、微观等尺度对国内外典型区域进行乡村性

评价、分类,并对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3,4,6,10-13].关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应用主要集

中在健康风险评估、空气质量、区域经济、自然地理分区等方面,近年来也被应用于贫困化分异等方面的

研究[8-9,14-16].将乡村性评价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相结合,将有助于在空间上解释乡村地域内部差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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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地开展不同模式的精准脱贫工作.
基于此,本研究将乡村性评价与贫困主导因素的地理探测相结合,将重庆市渝北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所

在的138个行政村作为评价单元,建立村域尺度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乡村性评价结果对各行政村发

展类型进行划分,并结合发展类型选取致贫因素进行地理探测,诊断致贫主导因素及其分异特征,为因地

制宜、有效实施区域精准脱贫提供模式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渝北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东北部,属于重庆市主城九区之一,为重庆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的过渡

地带(图1).辖区面积1457.07km2,西南部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是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产业核

心区;东北部则是近1000km2 的农村地区,该区域毗邻重庆市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优越,是较为典型的都

市近郊乡村.自建档立卡以来,渝北区贫困人口从2014年的6207人减少到2017年的2546人,扶贫减贫

成效明显.但从村域尺度看,仍有138个行政村未能全面消除贫困,它们分布在渝北区茨竹镇、大盛镇、大

湾镇、古路镇、洛碛镇、木耳镇、石船镇、统景镇、兴隆镇和玉峰山镇,其中6个村位于重庆市城乡规划确

定的中心城区内(图2).

图1 研究区位置及渝北区范围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村镇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自《渝北区统计年鉴(2017年)》、渝北区各村镇统计年报、农业

生产年报,以及精准扶贫评估调查数据;土地数据来源于2017年渝北区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渝

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数据库;道路交通数据主要从变更调查数据中提取,以及遥感影

像、渝北区城市(村)规划中获得;行政区界线以重庆市2014年划定成果为准.

2 都市近郊乡村性评价

2.1 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都市近郊区城乡地域发展演变具有特殊性,若要全面、客观了解乡村个体差异和内部结构差异,既

不能采用镇域或县域等宏观尺度进行评价,也不能仅靠单一的乡村性指数进行衡量.根据乡村性的概念

和内涵,乡村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地域系统,其发展、转型、重构与人口、土地、产业三者联系密切,乡

村人口、土地、产业的演变既是乡村地域发展的要素活力,也是乡村转型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乡村地

域系统不能孤立存在,尤其是在都市近郊区,乡村的发展需要主动适应区域城乡发展,推进城乡融合.
因此,乡村性评价应关注乡村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融合水平[1,6,17].因此,本研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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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系统性、可比性、代表性、可获取性和评价指标稳定性等原则,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建立都市近郊

乡村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图2 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分布图

表1 都市近郊乡村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正逆 内涵及计算方法 权重

人口聚落(0.24) 人口密度 -
反映乡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人口密度越大,乡村性越

弱,通过计算乡村人口与乡村面积的比值获取.
0.56

外出打工人口比重 -

反映乡村的空心化程度和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收能力,
外出打工人口比重越高,乡村性越弱.通过计算外出打

工人口与乡村总人口比值获取.
0.44

土地利用(0.22) 土地开发强度 -

反映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地域的土地开发情况,土地开发

强度越大,乡村性越弱.通过建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

的比重获取.
0.63

农作物播种面积 +
反映耕地的实际利用面积,消除了闲置撂荒耕地的影

响,农作物播种面积越大,乡村性越强.
0.37

产业结构(0.19) 第一产业增加值 + 反映乡村第一产业发展状况,产值越高,乡村性越强. 0.52

人均粮食产量 +
反映乡村农作物生产能力,人均粮食产量越高,乡村性

越强.通过粮食总产量与农村人口比值获取.
0.48

城乡融合(0.35) 基础设施建设密度 -

反映乡村地域的基础设施(道路、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

情况,基础设施密度越高,乡村性越弱.用基础设施建

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0.61

城乡通勤时间 +

反映城乡之间通勤的便利程度,城乡之间通勤时间越

长,乡村性越强.通过Arcgis软件计算机动车从行政村

到区行政中心所需时间获取.
0.39

  由表1可见,本研究对于都市近郊乡村性评价的计算,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土地开发强度、第一产业

增加值、基础设施建设密度等8项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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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使用层次-熵权法对准则层和指标层进行主客观结合赋权[18-19].乡村性评价公式如下:

RIi=∑
n

j=1
ωj ×Si (1)

式中:RIi 为i村域乡村性指数;ωj 为第j项指标权重;Si 为村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乡村性指数的数值

越大,其乡村性越强.
2.2 乡村性指数的空间特征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渝北区相关村域的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城乡融合以及乡村性综

合指数,发现渝北区138村乡村性综合指数介于0.26~0.79之间,中位数0.65,平均值0.64,表明全区乡

村性指数总体较高;乡村性指数标准差0.08,表明村域乡村性综合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小;偏度系数

和峰度系数分别为-1.19和3.40,偏度系数为负且均值位于峰左,表明乡村性指数较大的村域比例较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乡村性各单项指数和综合性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图3、图4).

图3 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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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ArcGIS中的自然断裂点法,将各单项指数和乡村性综合指数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

高值区和高值区5级.总体上看,渝北区各指数在空间上呈“北高南低”格局,但各指数类型间差异明显.渝
北区村域人口聚落指数(PRI)介于0.29~0.93之间,低值区(PRI<0.40)零散分布于古路镇、洛碛镇、木

耳镇及大盛镇的6个(4.35%)行政村,这些乡村受城市化影响程度较大,空心化较为严重,外出打工人口

比例大,人口密度低.高值区(PRI>0.77)共计28个(20.29%)行政村,多分布于渝北区龙王洞山、铜锣

山、明月山山脉周边的山地丘陵地带,部分乡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解决了当地村民的

生计,吸引了劳动人口的集聚;另一部分受制于山地地形,人口集聚在相对狭窄的山谷地带,导致人口密

度相对较大.渝北区村域土地利用指数(LRI)介于0.06~0.92之间,低值区(LRI<0.20)分布于渝北区南

部靠近中心城区的玉峰山镇、木耳镇和石船镇的3个(2.17%)行政村,这3个村分别位于渝北区创新经济

走廊、保税港区和空港工业园3个园区,该区域建设用地比重高,土地农业性质弱,乡村性低.高值区

(LRI>0.77)共计15个(10.87%)行政村,皆分布于渝北区最北部的3个镇,这些乡村受城镇化影响较小,
农业生产面积较大,土地开发强度低.渝北区村域产业结构指数(IRI)介于0.07~0.78之间,低值区(IRI
<0.21)主要分布于茨竹镇、统景镇、石船镇和玉峰山镇的12个(8.70%)行政村,这些乡村均位于渝北区

乡村旅游重点发展镇,村内开发较早,农业产业化程度高,第一产业比重低.高值区(IRI>0.56)涉及13
个(9.42%)行政村,主要位于渝北区北部3镇,这些乡村水土资源相对较好,灌溉便利,农业生产能力较

强.渝北区村域城乡融合指数(URI)介于0.22~0.96之间,低值区(URI<0.45)分布在渝北区玉峰山镇和

洛碛镇的4个(2.90%)行政村,这些乡村或距离中心城区较近,或位于重要交通沿线,或靠近场镇,城乡

联系紧密,公共基础服务设施较为完备.高值区(URI>0.89)则分布于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15个

(10.87%)行政村,这些乡村受地形、交通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影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城乡联系水平较低.

图4 乡村性综合指数及其LISA聚类分布

渝北区138村乡村性综合指数空间上总体呈“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规律(图4),根据距离衰减理论,随

着各乡村与西南部重庆市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各行政村受城市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小,乡村性增强.具体

而言,若以古路镇、木耳镇、龙兴镇、石船镇北部及西部为界线将渝北区划分为西南片区和东北片区,则东

北片区乡村性为中高值及以上的行政村有49个,占全部中高值乡村性行政村的96.08%,这些乡村主要位

于山地丘陵区,土地开发强度低,交通及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展以生态保育和农业生产为主.为了进一步

揭示乡村性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异特征,本研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6,20-21],计算得到其 MoransI 指数为

0.39(p<0.01),表明其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较为显著,从LISA聚类图(图4)可看出,乡村性综合指数“高—
高集聚区”(即该区域乡村性综合指数高,其周边村域乡村性综合指数也高;反之亦然)共有9个(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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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位于渝北区西北部的大湾镇和大盛镇.“低—低集聚区”共计18个(13.04%),其中16个位于西南部的

古路、木耳、玉峰山镇,2个位于渝北区东南部的洛碛镇.“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分布范围小,
故本研究不作分析.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性空间分布和空间集聚相关结果充分体现了其“北高南低”、“西南

向东北递增”的空间格局,为开展都市近郊乡村类型划分提供了依据.

图5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乡村类型划分示意图

2.3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乡村类型划分

村镇有类型之分、模式之别,在乡村振兴战略

大背景下,实现乡村空间重构,完善都市近郊城乡

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对于实现乡村业兴人

旺、安居乐业和指导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本研究在研究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差

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区域发展方向和相关政

策、规划,提炼出3个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发展类

型,并为提供基于多种类型的村域多维减贫模式打

下基础(表2、图5).
2.3.1 现代农业导向型

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较

高、产业结构指数高、土地利用指数高的乡村,主

要分布在渝北区大湾镇、大盛镇、统景镇和茨竹镇.
这类乡村主要位于传统农业生产区域,工业、服务

业等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弱.
今后应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导向,补齐农业基础设施

短板,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市场结构,
逐步建成集约高效、稳产高产的农业生产体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表2 基于乡村性评价的村域类型划分

乡村发展类型 乡村性主要特征 划分理由 涉及村域

现代农业导向型(44个)
乡村 性 强,产 业 结

构、土地利用指数高

远离中心城区,为城市提供农产品

及其附属加工品,剩余劳动力流向

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大湾镇水口等19村、大盛镇三新

等13村、统景镇合理等5村、茨

竹镇华蓥等6村、洛碛镇水溶洞村

三产融合发展型(60个)
乡村性较强,人口、

土地、产业指数中等

偏下

主要位于生态环境优美、具有一定

产业基础和旅游休闲服务基础的

区域,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较多.

洛碛镇大天池等12村、统景镇中

和等16村、茨 竹 镇 放 牛 坪 等10
村、石船镇共和等9村、兴隆镇保

胜寺等6村、古路镇兴盛等3村、

大湾镇金安等2村、大盛镇天险洞

等2村

城乡空间邻近型(34个)
乡村性弱、城乡融合

与土地利用指数低

主要位于都市周边,交通便利,传

统乡村特征不明显,受城市发展影

响大,城乡功能联系密切.

古路镇乌牛等11村、木耳镇石鞋

等10村、玉峰山镇龙门等7村、

洛碛镇箭沱等4村、石船镇石河村

等2村

2.3.2 三产融合发展型

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上、产业结构指数中低、人口聚落指数中低以及土地利

用指数中低类型的乡村.这类乡村或位于自然环境优美的丘陵山区,旅游休闲服务配套较好,或具有一定

的农业产业基础,多数乡村位于渝北区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的重点区域,如茨竹镇放牛坪村周边、石船镇关

兴村周边、大盛镇天险洞村周边等,发展优势明显.该区域应继续发挥自身农业现代化优势,着力发展特色

农业、设施农业、乡村产业园等农业生产模式,形成休闲旅游、电子商务、加工流通等新业态,在吸引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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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资本和游客的同时做好重庆市主城区生态屏障,改善农村景观与人居环境.
2.3.3 城乡空间邻近型

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主要指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低、城乡融合指数低和土地利用指数低的乡村,主要分

布在玉峰山、古路、木耳、石船、洛碛等镇.这类乡村多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周边,乡村特征不明显,部分

村域集体用地已被征收,作为城市或工业园区未来发展的拓展区域,城乡功能联系较为密切.该区域应统

筹城乡总体布局,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在发展农业与其他产业时应注重与重庆主城的协同

与互补,依托保税空港区和创新经济走廊发展,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物流业,融入非农产业价值

链,促进公共资源均衡化和城乡要素平等化,有序推进区域人口市民化,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3 都市近郊贫困化影响因素及减贫模式

3.1 模型方法与空间影响因素的确定

为进一步探究渝北区都市近郊村域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前文乡村类型的划

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8,22-28],并结合都市近郊乡村相较于其他远郊乡村受城市影响更大、发展功能更

为全面、区域内无贫困村但贫困人口仍然存在等特点,本研究认为应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

进行都市近郊贫困化影响因素的选取,并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基于此,本研究选取16个

因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分析,对影响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分异的主导因子进行诊断(表3),
并提出相关减贫方案和模式.地理探测器计算模型如下[7]:

PD,R =1-
1

nσ2∑
k

i=1
niσ2i (2)

式中:PD,R是探测因子D 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率分异的探测力值;n 为整个区域样本量;σ为整个区域贫

困发生率的离散方差;k为次级区域个数;ni,σ2i 为次级区域i的样本量和方差.PD,R∈[0,1],当PD,R=0
时,表明探测因子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率没有影响力,当PD,R=1时,表明探测因子对都市近郊贫困发生

率具有绝对控制力,PD,R值越大,说明探测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驱动作用越强.
表3 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地理探测因子及结果

维度 探 测 因 子

PD,R

渝北区

138村

现代农业

导向型

三产融合

发展型

城乡空间

邻近型

自然因素 x1 地形起伏度/m 0.492 0.867 0.723 0.558

x2 人均耕地面积/m2 0.543 0.967 0.549 0.608

x3 户均耕地半径/m 0.276 0.906 0.217 0.083

x4 大于25°耕地占比/% 0.566 0.825 0.983 0.486

经济因素 x5 硬化公路总里程/km 0.176 0.798 0.139 0.331

x6 距离城市距离/km 0.412 0.787 0.364 0.861

x7 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 0.552 0.923 0.525 0.806

x8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962 0.996 0.968 0.992

社会因素 x9 青壮年人口(18~60岁)占比/% 0.993 0.989 0.946 0.997

x10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 0.279 0.781 0.606 0.446

x11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例/% 0.336 0.797 0.384 0.713

x12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 0.458 0.876 0.543 0.886

生态因素 x13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0.051 0.013 0.101 0.001

x14水旱灾害面积占比/% 0.284 0.616 0.387 0.005

x15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个·km-2) 0.935 0.750 0.990 0.839

x16清洁能源(沼泽、太阳能)使用比重/% 0.264 0.824 0.657 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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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都市近郊贫困分异主要因素

地理探测结果可知,从渝北区全部138行政村范围来看,探测因子的PD,R值普遍较小,除x8,x9,x15

决定性作用较为明显外,其他因子对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能力相当,且没有较为显著的

决定性,而在区分乡村性类型后,特定探测因子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凸显.表明各影响因子在研究区内部相

似性较强,但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
从乡村类型来看,引起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贫困的主导因素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

比、人均耕地面积、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户均耕地半径、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地形起伏度、大于

25°耕地占比、清洁能源使用比重、硬化公路里程等因素;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贫困主导因素包括生活垃圾

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大于25°耕地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比、地形起伏度等;城乡空

间邻近型乡村贫困主导因素包括青壮年人口占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参加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比例、距

离城市距离、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村公共服务设施占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例等.研究发

现,在各乡村类型内部,致贫影响因子PD,R值的差异较小,说明各类型乡村贫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相应的减贫模式也必须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
从探测因子的角度看,在全局尺度和3个不同类型乡村尺度中,各个影响因子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

性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青壮年人口占比、水土流失面积占比3个因子在全

局尺度和3种乡村类型的决定力表现较为一致,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青壮年人口占比都有较强的

决定力,而水土流失面积占比决定力都较低.自然因素方面的4个因子对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的贫困发

生率均体现出较强的决定力,而对其他类型乡村决定力相对较弱;经济因素中,体现交通状况的因子对

于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决定力较大,与城市的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占比对于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贫困

发生率决定力较强;社会因素方面,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在现代农业导向

型和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对于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对于三产融合

型乡村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生态因素方面,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密度在三产融合发展型和城乡

空间邻近型乡村内部对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大,而清洁能源使用比重以及水旱灾害面积比重对于现代

农业导向型乡村的贫困发生率决定力较强.
3.3 都市近郊乡村精准脱贫模式

地理探测分析反映影响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的核心因素及其在3类不同乡村类型的分异情

况.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对渝北区贫困发生率、乡村类型及各贫困主导因素进行归纳整理(表4),得到渝

北区各类型乡村精准脱贫模式,并对都市近郊因地制宜精准脱贫提出了政策建议.
表4 各乡村发展类型的致贫主导因素及脱贫模式

乡村发展类型
2017建档立

卡人口数

贫困发

生率/%

乡村

个数
主 导 因 素 脱贫模式

现代农业导向型 1135

<1.00 13
1.01~2.00 22
2.01~3.00 8
>3.00 1

农业 生 产、公 共 服 务、居 民 收

入、公路里程、青壮劳力、文化

教育、社会保障

补齐短板:土地综合整

治、基础建设、资金资

助、教育培训

三产融合发展型 1071

<1.00 35
1.01~2.00 16
2.01~3.00 8
>3.00 1

耕作 条 件、居 民 收 入、青 壮 劳

力、环境治理

产业扶贫:土地综合整

治、基础建设、产业化

扶贫

城乡空间邻近型 334

<1.00 28
1.01~2.00 5
2.01~3.00 1
>3.00 0

城乡 联 系、公 共 服 务、青 壮 劳

力、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环境

治理

开发扶贫:城镇化、市

民化、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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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44.58%,尚有9村贫困发生率在

2%以上,其主要集中在渝北区北部远离城市的大湾镇、大盛镇,是渝北区贫困的集中发生地区.该区域受

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因素制约,需优先补齐发展短板.由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该区域

贫困人口首先需要得到资金援助以满足基本生计需求,同时结合教育培训等方式,使其更多地接触和掌握

有效的生计方式和手段.由于该类型乡村主要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地形复杂,灾害易发,应根据农业生产

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土地综合治理,推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及环境生态工程建设,提高耕地质量

和抗灾属性,提高土地生产率.此外,该类型村域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交通发展相对落后,要加强村镇对外

交通建设和村内农村道路建设,加强区域对外联系能力.
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42.07%,大部分乡村贫困发生率

低于1%,但仍有9村贫困发生率在2%以上,该类型乡村致贫主导因素相对较少,体现出致贫原因的多元

化和复杂性.虽然该区域耕地自然禀赋较好,但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区,存在部分坡耕地,需进行土地综合整

治,进一步改善耕作条件.该类乡村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引进外部资金

参与村镇建设,吸引更多有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此外,应结合资源环境优势和位于都市近郊的良

好地理位置,建设面向市民和本地居民的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区、休闲度假区和城市周边生态涵养区,带动

本地人口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实现全面脱贫.
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贫困人口较少,仅占渝北区建档立卡总人口的13.35%,且贫困发生率低.该类乡

村与城市空间邻近、关系密切,乡村发展功能已逐步转型为城市功能,应充分利用大都市的带动效应,开

展面向城镇化的开发式扶贫,逐步加强城乡要素合理平等流动,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此外,该类乡村多位于渝北在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内,部分地区征地工作已经开展,应做好对失地农民的

补偿工作,妥善安排就业和社会保障,促进人口市民化.

4 结论与讨论

1)渝北区138村各个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乡村性综合指数高值在渝北区东北部

集聚,低值则主要在西南部集聚,在空间上总体呈“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规律.村域乡村性指数在空间上总

体随距重庆市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2)渝北区都市近郊乡村分为3个发展类型,将乡村性综合指数较高、产业结构指数高、土地利用指数

高的乡村划分为现代农业导向型乡村;将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上、产业结构指数中低、人口聚落指数中低以

及土地利用指数中低类型的乡村划分为三产融合导向型乡村;将乡村性综合指数中低、城乡融合指数低和

土地利用指数低的乡村划分为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

3)各贫困探测因子在研究区内部相似性较强,但在不同乡村性类型之间差异较大.各探测因子中,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青壮年人口占比在全局尺度和3种乡村类型间都显示出较强的决定力,说明村民的整

体生活水平和劳动力水平对渝北区各类型乡村的贫困发生率都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探测因子则因村域类

型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说明在制定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时,应因地制宜、精准匹配、综合施

策,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4)都市近郊乡村贫困发生率虽然远低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但实现全面脱贫必须采取综合、全面、有

针对性的脱贫模式.根据乡村类型及探测结果,对乡村性强,区位、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现代农

业导向型乡村采取补齐短板的主导脱贫模式,通过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条件的全面改善提高村民生活

水平;对自然禀赋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三产融合发展型乡村重点实施产业扶贫,通过农业产业化、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对位于城区周边,多数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城乡空间邻近型乡村,

则适宜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开展建设,适度推进城市化进程,保障村民权益,实现全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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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渝北区138行政村进行了乡村性评价,并以此进行了乡村类型划分,但实际上各乡村类型内

部依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可以进一步细分,从而进一步探索更详细分区的贫困主导因素.此外,本研究仅

对2017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都市近郊乡村性分类和精准脱贫模式,但随着我国精准脱贫工作的

持续推进,贫困的空间分异和影响机制很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应持续关注乡村精准脱贫动态,及时发现

精准脱贫新问题,探讨精准脱贫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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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EvaluationandPrecisionPovertyAlleviation
ModelinUrbanandSuburbanAreas

———ACaseStudyof138VillagesinYubeiDistrictofChongqing

LIYi-long1, LIAOHe-ping1,2, LI Tao1,2,

LUO Gang1, JIANGLu-yao1, ZENGYu-jia1
1.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CenterforAssessmentandResearchonPrecisionPovertyAlleviationand

 RegionalDevelop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isstudyevaluatestheruralityof138administrativevillagesinYubeiDistrict,whichislocated

intheurbanandsuburbanareasofChongqingand,basedontheevaluationresults,dividesthesevillages

intodifferentdevelopmenttypes.Usingthegeographicaldetectormodel,theauthorsstudythemaininflu-

encingfactorsofpovertyincidenceinvillagesofdifferentdevelopmenttypesanddiscussthepatternsfor

precisionpovertyalleviation.TheresearchindicatesthattheruralityofYubeiDistrictincreasesprogres-

sivelyfromthesouthwesttothenortheastandtheruralityindexalsoexhibitsahighnorth-lowsouthpat-

terninspace.The138villagesinYubeiDistrictcanbedividedintothreetypes:modernagriculture-orien-

tedtype,three-industry-integratedtypeandurban-ruralspatialproximitytype.Povertydetectionfactors

varygreatlyamongdifferentruraltypes.Scientificmeasuresshouldbeadoptedtoformulateprecisepat-

ternsofpovertyeradicationaccordingtothelocalconditionsfordifferenttypesofruraldevelopment.Al-

thoughtheincidenceofruralpovertyinurbanandsuburbanareasisfarlowerthanthatinconcentratedar-

easofpoverty,wemustpayenoughattentiontothepovertyalleviationwork,strengthentheweaklinks

andgivefullplaytotheadvantagesoftheindustryandtheleadingroleofthecitytogetridofpoverty.

Keywords:urbanandsuburbanareas;YubeiDistrictinChongqing;rurality;geographicdetection;preci-

sionpoverty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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