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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城镇化背景下,
 

因山区区位资源的独特性,
 

亟待探索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
 

以秦巴山区城口县

东安镇为研究对象,
 

基于韧性理论,
 

构建农村居民点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从农村居民点内部韧性与外部环境韧

性维度探究山区农村居民点的韧性水平,
 

科学提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路径,
 

为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人居环境、
 

促进空间布局优化与民生改善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
 

①
 

东安镇农村居民点整体韧性水平较高,
 

高度安全的农村居

民点斑块共221个,
 

占东安镇总面积的19.53%.
 

②
 

东安镇农村居民点可划分为内核结构优化型、
 

外缘系统提升型

和搬迁撤并型,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应当顺应内外部资源条件,
 

因地制宜地选择空间布局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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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ountainous
 

settle-
ments

 

to
 

improve
 

their
 

risk
 

re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Taking
 

Dongan
 

Town,
 

Chengkou
 

County,
 

Qinling-Bashan
 

Mountai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silience
 

theor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
tem

 

of
 

rural
 

residential
 

resilience
 

lev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ial
 

in
 

mountainous
 

areas
 

was
 

explor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ternal
 

resilienc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e-
silience

 

of
 

rural
 

residential,
 

an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residential
 

spatial
 

layout
 

was
 

scientifically
 

proposed.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promoting
 

spatial
 

equit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overall
 

level
 

of
 

security
 

resilie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Dongan
 

Town
 

was
 

relatively
 

high.
 

There
 

were
 

221
 

patches
 

of
 

rural
 

settlements
 

above
 

the
 

security
 

level,
 

accounting
 

for
 

19.53%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town.
 

②
 

The
 

ru-
ral

 

residents
 

in
 

Dongan
 

Tow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cor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ype,
 

periphery
 

system
 

upgrading
 

type
 

and
 

relocation
 

and
 

withdrawal
 

typ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adapted
 

to
 

internal
 

and
 

ex-
ternal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chose
 

optimal
 

spatial
 

layout
 

path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
 

resilience
 

theory;
 

spatial
 

optimization
 

layout;
 

Qinba
 

mountains

秦巴山区是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区、
 

生物资源富集区、
 

生态水源涵养区等诸多特色叠加地带[1].
 

秦巴

山区农村居民点既有我国农村居民点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导致的农村人口外流、
 

乡村聚落空心衰败[2]

等共性问题,
 

也因山区生态系统脆弱、
 

贫困连片多发[3]、
 

公共设施薄弱[4]、
 

农户生计高度依赖自然资

源[5]等地域特性,
 

存在不稳定、
 

不确定以及脆弱性问题.
 

韧性理论强调系统抵御并化解内外部扰动,
 

培

育可持续发展能力[6],
 

为探寻适应社会、
 

经济、
 

生态环境变迁的山区居民点优化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框架.
 

近年来,
 

更多学者开始重视韧性理论在农村居民点格局优化中的重要价值,
 

构建了乡村韧性理论

框架和测度体系[7],
 

在典型案例区根据适宜性、
 

冗余度、
 

适应性、
 

自组织性等韧性水平,
 

提出集聚、
 

保

护、
 

搬迁等分类优化路径[8].
 

演进韧性理论认为系统并不是稳定均衡的状态,
 

强调系统对内外部扰动的

动态适应[9].
 

根据演进韧性理论,
 

农村居民点韧性是指其能抵御、
 

减缓内外部干扰所带来的风险,
 

并能

利用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外部环境,
 

重新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能力[10].
 

有研究基于演进韧性理论,
 

构建

了乡村社会经济系统韧性机制[11].
 

农村居民点兼具居住、
 

商旅等多重功能[12],
 

因其根植于乡村地域的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之内,
 

与周边区域的资源、
 

信息、
 

人员等多个要素紧密耦合交互[13-14].
 

在发展过

程中,
 

不仅受到其自身内部功能结构的影响,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15-16].
 

农村居民点的重

构优化,
 

既要考虑单体居民点内部的资源要素配置,
 

也要考虑和外部环境、
 

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
 

对于

乡村而言,
 

必须将农村居民点的内外部功能结构统筹考虑,
 

认知乡村空间韧性的内涵特征,
 

识别乡村聚

落面临的风险,
 

培育能够适应外界干扰变化或与干扰共生的韧性乡村空间,
 

才能有效应对并化解风险与

挑战,
 

从理论上弥补现有乡村聚落空间研究的不足,
 

增强新时代乡村聚落空间研究的动力与活力.
 

综

上,
 

本研究将韧性理论融入到乡村多功能转型与多尺度机制之中,
 

以秦巴山区秦岭东段的重庆市城口县

东安镇为案例区,
 

综合考虑居民点内部结构和周边资源环境要素等因素,
 

从居民点内核韧性与居民点外

缘韧性维度探究山区居民点的韧性水平,
 

以期为因地制宜优化居民点布局、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促进空

间布局优化与民生改善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城口县地处重庆、
 

四川、
 

陕西3省(市)交界处,
 

是重庆向北的重要门户.
 

研究区东安镇(图1)位于城口

县东部,
 

地处大巴山南麓,
 

东临陕西省镇坪县,
 

南接巫溪县土城乡,
 

西靠城口县高观镇、
 

河鱼乡、
 

厚坪乡,
 

北接陕西省平利县.
 

全镇面积396
 

km2,
 

辖9个村、
 

1个社区,
 

共3
 

323户10
 

646人.
 

有别于平原地区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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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近郊地区的乡村聚落,
 

山区乡村聚落所受外部扰动更为显著,
 

一是长期受限于地形地貌的制约,
 

高强度

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更为频繁;
 

二是生态空间、
 

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聚落空间交错分布,
 

空间扰动更大;
 

三是主要产业为乡村旅游、
 

中蜂、
 

中药材等产业,
 

结构单一,
 

恢复能力较弱.
 

2020年镇内572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
 

但在内外部扰动作用下,
 

实现稳定脱贫具有较强的紧迫性,
 

亟须提升脱贫地区乡村韧性.
 

以秦巴山区城口县东安镇为案例区域,
 

以散布在镇域范围内1
 

090个农村居民点空间为研究对象,
 

对于探

讨地形制约大、
 

自然灾害风险高、
 

生态保护面积大、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压力大的山区乡村聚落韧性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1 研究区位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地勘查和调研访谈.
 

镇区、
 

学校、
 

村委会、
 

民宿、
 

景区接

待点位置、
 

人口、
 

经济作物种植等数据通过现场调研获取.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东安镇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数据库.
 

在ArcGIS
 

10.2软件中,
 

提取行政村界线、
 

农村居民点图斑边界.
 

结合遥感影像、
 

实地调研

和现场访谈,
 

参考《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中的居住、
 

商业服务、
 

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
 

工矿用地等分类标准,
 

将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进行细分,
 

并进行空间分割、
 

属性编号,
 

叠加

至农村居民点图斑属性上.
以农村居民点图斑中心为核心点,

 

做半径为1
 

000
 

m的缓冲区,
 

形成农村居民点与周边生产、
 

生活、
 

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区域.
 

提取缓冲区地类图斑面积,
 

根据有关研究中的三生空间分类标准[17],
 

将缓冲

区内的耕地、
 

园地等农用地划分为生产空间,
 

居民点用地、
 

商业用地等划分为生活空间,
 

自然保护区划

分为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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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居民点韧性内涵特征

韧性(Resilience)在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含义[18].
 

适用于物理系统的工程韧性是指恢复到原有稳定状

态的速度与程度;
 

生态韧性是指在遭受外部冲击后生态系统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的能力,
 

强调生态系统结构

及功能的稳定性;
 

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则强调自组织增强学习能力,
 

适应或者改变自己以抵抗潜在灾害风

险,
 

维持原平衡或形成新平衡的能力[19].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居民生产、
 

居住、
 

生活等活动的空间载体,
 

是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交互耦合的核心.
 

按照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内涵,
 

农村居民点韧性是指农村居民点

系统在应对未知风险的干扰和冲击时,
 

通过增强适宜性、
 

冗余度和适应性,
 

以防御、
 

承受外部冲击,
 

并逐步

恢复平衡状态,
 

是不断提升自身抗干扰能力的过程.
 

其中,
 

适宜性是指农村居民点可以提供较好的生活环

境、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
 

冗余度是指农村居民点具有一定的多样性,
 

能具备一定的弹性空间,
 

在面临内

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系统平稳有序;
 

适应性是指在应对外部干扰时能够快速应变并适应的能力.
 

区别于以

往研究多将农村居民点与周边空间相隔离,
 

聚焦于单体农村居民点韧性特征的方式,
 

本研究基于农村居民

点与其周边的农村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
 

生态环境系统密切交互的关系,
 

将农村居民点韧性水平嵌入周边

资源环境系统,
 

综合考虑单体农村居民点图斑及其与周边资源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
 

将农村居民点韧性定

义为内核系统韧性与外缘系统韧性统筹的综合韧性.
 

其中,
 

内核系统韧性是指在农村居民点图斑内部,
 

因

用地类型多样、
 

结构兼容、
 

用地适宜,
 

具备一定的适宜性、
 

冗余度和适宜性,
 

以适应干扰,
 

平衡内部脆弱的

能力;
 

外缘系统韧性则是指以农村居民点图斑中心为核心点,
 

能够有效调用其周边半径为1
 

000
 

m缓冲区

的生产、
 

生活、
 

生态要素,
 

形成抵御外部冲击,
 

系统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
 

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韧性水平加

权综合,
 

则形成了农村居民点综合韧性水平(图2).

图2 居民点韧性水平指标框架

2.2.2 居民点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
 

构建农村居民点内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一个产、
 

住共同体,
 

兼具居住、
 

工业、
 

商业、
 

农业生产等多重功能的内部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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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4],
 

如果农村居民点内部各类用地适宜性强,
 

用地类型结构多样均衡、
 

相互兼容,
 

则能保持系统遭遇干

扰后快速恢复.
 

参考农村居民点多功能内涵和韧性理论,
 

采用地形位指数(式1)、
 

用地多样性指数(式2)、
 

用地兼容性指数(式3)以表征农村居民点内部韧性.
 

山区地形复杂,
 

位于海拔越低、
 

坡度越小区域的农村

居民点,
 

则具备更大的适宜性、
 

更小的自然灾害发生率.
 

居民点内部用地的多样性水平越高,
 

其自身调节

能力越强.
 

居民点内部各类地块布局越有序,
 

兼容性越强,
 

则其自身适应性越强.

T=log10
E
E

+1  × S
S

+1  



 




 (1)

式中:
 

T 为地形位指数;
 

E 和E 分别为研究区内任意一个栅格的高程值以及所有栅格的平均高程值;
 

S 和

S 分别为研究区内任意一个栅格的坡度值以及所有栅格的平均坡度值.
 

T 的取值越大,
 

表明该农村居民点

高程越高,
 

坡度越大.

D=1-∑
n

k=1
P2

i (2)

式中:
 

D 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Pi 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比例;
 

n 为农村

居民点用地类型数量.
 

D 的取值越大,
 

表明该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水平越高.

J=1-
∑
n

j

(CijAi/Aj)

∑
n

j

(Ai/Aj)
(3)

式中:
 

J 为土地利用兼容性指数;
 

Cij 为兼容性值;
 

Ai/Aj 为农村居民点地类i与地类j的面积比值.
 

J 的

取值越大,
 

表明该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兼容性越高.

2)
 

构建居民点外缘系统韧性评价指标

农村居民点与周边要素的交流互动体现为:
 

一是考虑山区居民点生态空间、
 

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聚

落空间交错分布,
 

空间扰动更大,
 

在和居民点紧密交互的外缘系统中,
 

应当具备生产生活适宜性.
 

农村

居民可充分利用周边的耕地、
 

园地等农业生产资源提供的物质基础,
 

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从生产空间占

比、
 

距最近学校距离、
 

距村委会距离等指标进行评价.
 

考虑到研究区高强度自然灾害事件较为频繁,
 

将

是否涉及地质灾害点作为外缘系统适宜性评价指标.
 

二是与周边生态空间交互,
 

消耗或者扰动生态空

间,
 

同时利用生态资源价值,
 

从距离景区距离、
 

香农多样性指数(式4)进行评价,
 

考虑山区中药材等

传统产业是其主要经济来源,
 

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作为外缘系统冗余度评价指标;
 

三是与周边居民进

行社会交往,
 

以及手工业、
 

乡村工业、
 

旅游业和服务业等非农经济活动,
 

从距离镇区距离、
 

路网密度

等进行评价(表1).

S=
-∑

m

i=1
Piln

 

Pi

ln
 

m
(4)

式中:
 

S 为香农多样性指数;
 

Pi 为景观类型i占总面积的比例(%);
 

m 为斑块类型数.

3)
 

综合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韧性,
 

确定农村居民点的综合韧性水平

利用ArcGIS
 

10.2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农村居民点韧性度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得出农村居民点斑块韧性

度分值,
 

采用自然断点法,
 

将其划分为高度安全、
 

中度安全、
 

临界安全、
 

不安全4个等级.

2.2.3 指标体系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1)
 

指标标准化

为消除评价指标计量单位的量纲影响,
 

运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当指标具有正向效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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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x-Xmin

Xmax-Xmin
(5)

  当指标具有负向效应时:

X =
Xmin-x

Xmax-Xmin
+1 (6)

式中:
 

X 为归一化处理后指标值;
 

x 为归一化处理前原始指标值.

2)
 

指标权重

本研究采用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相结合的方法.
 

其中,
 

主观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
 

结合5位专家的意

见综合确定各自权重.
 

客观赋权法则采用熵值法,
 

该方法适合多指标权重计算,
 

能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

重叠,
 

最后将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各占50%合成综合权重.
表1 居民点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准则层 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属性

内核系统 适宜性 地形位指数 0.150 -

冗余度 多样性指标 0.060 ﹢

适应性 兼容性指标 0.090 ﹢

外缘系统 适宜性 生产空间占比 0.105 ﹢

距最近学校的距离 0.053 -

距村委会的距离 0.052 -

是否涉及地质灾害点 0.140 -

冗余度 距景区距离 0.063 ﹢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0.105 ﹢

景观多样性指数 0.042 ﹢

适应性 距镇区的距离 0.056 -

路网密度 0.084 ﹢

  注:
 

“-”表示具有负向效应,
 

“+”表示具有正向效应.

3 结果分析

3.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

东安镇地处秦巴山区,
 

海拔高差大,
 

镇内居民点所处位置最低海拔为1
 

021
 

m,
 

最高海拔则达到2
 

381
 

m.
 

其中,
 

在海拔1
 

100~1
 

500
 

m范围内,
 

集中了全镇75.73%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和67.06%的农村居民点

图斑数(图3).
 

在海拔1
 

500
 

m以上,
 

分布的居民点数量急剧减少.
 

具体来看,
 

鲜花村、
 

仁河社区、
 

沙湾

村、
 

新建村、
 

德安村、
 

朝阳村距离镇区较近或处于交通干线两侧,
 

区位条件优越,
 

地形较为平坦,
 

居民点

图斑数量较多;
 

兴田村位于亢谷旅游度假区中,
 

地形较为平坦,
 

居民点的图斑面积最大,
 

图斑数量最多,
 

布局较为集中;
 

兴隆村、
 

密水村、
 

黄金村由于地处偏远,
 

道路交通不便,
 

且地形较为复杂,
 

居民点图斑面

积小、
 

数量少、
 

布局散乱.
如图4所示,

 

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以住宅用地为主,
 

占比为58.06%.
 

因山区居民点与周边生态资源嵌

合度高,
 

耕地、
 

园林地等地类较多,
 

占比为33.25%.
 

不同于发达地区或城郊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受到非农

产业冲击,
 

工业、
 

商业用地占比高的特点,
 

研究区地处偏远山区,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

落后,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比较小.
 

此外,
 

因二三产业

少,
 

居民点内部无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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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安镇居民点图斑分布情况

3.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韧性水平

3.2.1 内核系统韧性水平

研究区内核系统韧性水平评价结果显

示(图5),
 

东安镇高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

图斑共223个,
 

面积为22.79
 

hm2,
 

主要分

布在海拔低、
 

地形条件好、
 

用地类型丰富的

区域;
 

中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472
个,

 

面积为58.99
 

hm2,
 

分布较为分散,
 

主

要分布在中等海拔、
 

用地条件较好的区域;
 

临界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308个,
 

面

积为53.40
 

hm2,
 

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
 

用

地条件较差的区域;
 

不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

图斑共87个,
 

面积为32.26
 

hm2,
 

主要分布在高海拔、
 

高坡度等不利于建设且用地类型单一的区域.

图4 东安镇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情况图

3.2.2 外缘系统韧性水平

研究区外缘系统韧性水平评价结果显示(图6),
 

东安镇高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239个,
 

面

积为45.74
 

hm2,
 

主要分布在镇区周边;
 

中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339个,
 

面积为56.45
 

hm2,
 

主

要分布在交通相对便利或邻近旅游发展产业的区域;
 

临界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357个,
 

面积为

48.12
 

hm2,
 

主要分布在距离镇区较远的区域;
 

不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155个,
 

面积为17.12
 

hm2,
 

主要分布在东安镇边缘,
 

交通、
 

生活、
 

工作相对不便的区域.
3.2.3 综合韧性水平

综合韧性水平评价结果显示(图7),
 

东安镇高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221个,
 

面积为32.70
 

hm2,
 

占镇域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19.53%,
 

主要分布在镇区周边.
 

高度安全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内部所处地形较

好,
 

功能结构多样,
 

地类兼容性高,
 

外部自然—社会—生态系统道路连通度高,
 

景观多样,
 

地质条件好,
 

农

业生产和旅游接待等资源条件好,
 

具有最高的适宜性、
 

冗余度和适应性,
 

能够便捷调动外部的生产、
 

生活

资源,
 

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快速恢复.
东安镇中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292个,

 

面积为48.58
 

hm2,
 

占镇域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29.01%,
 

主要分布在沿主干道附近以及兴田村.
 

中度安全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内部及斑块外缘系统的适宜

性、
 

冗余度和适应性均处于中等水平,
 

对于内外部冲击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能够较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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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扰动,
 

对各要素具有一定的组织应对能力.

图5 东安镇居民点内核系统韧性水平评价结果图

图6 东安镇居民点外缘系统韧性水平评价结果图

东安镇临界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401个,
 

面积为57.57
 

hm2,
 

占镇域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34.38%.
 

主要分布在密水村、
 

兴隆村、
 

黄金村、
 

朝阳村等离镇区、
 

主干道相对较近的区域.
 

临界安全的居

民点斑块内部及斑块外缘系统的适宜性、
 

冗余度和适应性均处于临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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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镇不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176个,
 

面积为28.59
 

hm2,
 

占镇域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

17.07%.
 

主要分布在兴隆村、
 

密水村、
 

朝阳村、
 

县林区,
 

部分零星分布在朝阳村、
 

德安村、
 

兴田村边缘地

带.
 

处于不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内部及斑块外缘系统的适宜性、
 

冗余度和适应性表现较差,
 

难以有

效抵御外部风险,
 

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
 

较难适应内外部扰动冲击.

图7 东安镇居民点综合韧性水平评价结果

3.3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路径

3.3.1 内核结构优化型

整体韧性处于高度安全和中度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区位条件优越,
 

对外联通便捷,
 

具有较好发展前

景,
 

在适宜性、
 

冗余度、
 

适应性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
 

这类居民点大多位于镇区周边,
 

自身具有一定的核心

带动能力,
 

未来还将承接部分镇区外溢功能.
 

在空间布局优化安排上,
 

可充分利用其良好的区位优势,
 

融

入镇区的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在结构优化安排上,
 

注重居民点内核功能优化.
 

在产业发展中,
 

特别要注重居民点内部各类用地功能结构的兼容,
 

防止将工业等低兼容性的用地布局在居民点周边.
 

在风

貌改造中,
 

要突出传统风貌特色,
 

遵循保护为主、
 

整体协调的原则进行系统性规划[20].
 

对中度安全的农村

居民点,
 

要强化内核系统的结构优化,
 

增强居民点周边人居环境整治力度,
 

做好生活垃圾、
 

污水的无害化

处理等,
 

通过挖掘区域发展潜力,
 

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
3.3.2 外缘系统提升型

对处于临界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
 

韧性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要注重提升外缘系统的韧性水

平.
 

该类型的农村居民点对外交通联系、
 

基础设施水平、
 

农户产业多样化水平均需要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有机结合各方力量,
 

积极引导农民参与,
 

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
 

信息化、
 

环保

化[21].
 

由于产业单一,
 

位于临界安全水平的农村居民点难以满足居民生产、
 

生活多样化的需求,
 

应积极挖

掘区域旅游资源,
 

通过依托村庄特色资源,
 

发展农业、
 

文化、
 

旅游融合产业,
 

打造旅游产业链条,
 

完善区域

配套基础设施,
 

从而提高农民的就业可能性和收入水平.
3.3.3 搬迁撤并型

对处于不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
 

其优化方式应为鼓励搬迁撤并.
 

优先撤并长期无人居住,
 

已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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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宅基地.
 

对位于生态保护区的农村居民点,
 

采用就近安置、
 

就业转移、
 

政策搬迁等措施妥善疏解,
 

逐步鼓励居民有序退出,
 

搬迁到交通区位便利、
 

资源禀赋优异的区域.
 

对于腾出的闲置土地,
 

因地制宜,
 

复垦为耕地、
 

园地等农业用地,
 

积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激发土地发展潜力.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
 

林下经济,
 

严格控制搬迁撤并农村居民点开发性、
 

生产性建设活动.
 

此外,
 

还应加强对搬迁撤并型农户

的就业培训,
 

设置公益性兜底就业岗位,
 

配备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22],
 

确保搬迁撤并型农民能够稳定就

业,
 

逐步致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从韧性的演化论视角出发,
 

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内部用地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关

系,
 

从农村居民点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两个维度,
 

构建农村居民点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熵值法和层次

分析法得到农村居民点内核系统韧性和外缘系统韧性水平,
 

据此提出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路

径.
 

主要结论如下:

1)
 

东安镇农村居民点整体韧性水平较高.
 

具体来看:
 

东安镇高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221个,
 

面积为32.70
 

hm2;
 

中度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292个,
 

面积为48.58
 

hm2;
 

临界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

图斑共401个,
 

面积为57.57
 

hm2;
 

不安全级别农村居民点图斑共176个,
 

面积为28.59
 

hm2.
 

中度安全级

别及以上的农村居民点图斑面积占比达48.54%,
 

临界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图斑面积占比达34.38%;
 

不

安全级别的农村居民点图斑面积占比为17.07%.

2)
 

东安镇农村居民点可划分为内核结构优化型、
 

外缘系统提升型和搬迁撤并型,
 

顺应内外部资源条

件,
 

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选择不同的空间布局优化路径.
 

其中,
 

内核结构优化型主要是位

于集镇周边的高度安全及中度安全农村居民点,
 

应主动融入城镇空间体系,
 

强化图斑内部结构功能优化;
 

外缘系统提升型农村居民点要加强对外交通联系,
 

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
 

搬迁撤并类农村居民点要分步

骤、
 

分时序、
 

因地制宜进行搬迁安置.

4.2 讨论

韧性理论关注农村居民点在外部要素的干扰下如何主动抵御外部冲击,
 

并从损伤中恢复,
 

探索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
 

是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新视角.
 

本研究基于韧性理论评价农村居民点韧

性水平,
 

统筹把握了农村居民点的生产生活适宜性,
 

自然环境适宜性,
 

遭遇外部干扰后的稳定性、
 

恢复力、
 

适应能力,
 

可根据形成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指导实践工作,
 

从而提高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韧性水平.
 

但因学

界对“韧性”内涵和特征尚未达成共识,
 

在本研究构建的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联动的居民点韧性水平评价框

架基础上,
 

还需要结合韧性理论,
 

深入探讨内核与外缘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
 

和居民点密切相关的

以空间为基础的信息、
 

人口等交流互动机制还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张玉,

 

王介勇,
 

刘彦随.
 

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464-2477.

[2] 马雯秋,
 

朱道林,
 

姜广辉.
 

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
 

[J].
 

地理研究,
 

2022,
 

41(10):
 

2615-2630.

[3] 廖梓均,
 

闵婕,
 

翁才银.
 

秦巴-武陵山区重庆段乡镇域多维贫困测度及类型划分
 

[J].
 

农业工程学报,
 

2022,
 

38(7):
 

282-

290.

[4] 杨晴青,
 

刘倩,
 

尹莎,
 

等.
 

秦巴山区乡村交通环境脆弱性及影响因素———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9,
 

74(6):
 

1236-1251.

[5] 李文青,
 

赵雪雁,
 

杜昱璇,
 

等.
 

秦巴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522-2540.

47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6] 李红波.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
 

[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56-562.
[7] 邱明丽,

 

刘殿锋,
 

刘耀林.
 

乡村韧性理论框架与测度体系
 

[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8):
 

107-114.
[8] 邹亚锋,

 

谷香香,
 

罗艺婷,
 

等.
 

采用安全韧性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J].
 

农业工程学报,
 

2021,
 

37(12):
 

271-

279.
[9] 陈梦远.

 

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基于演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1):
 

1435-

1444.
[10]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
 

[J].
 

地理学报,
 

2015,
 

70(8):
 

1313-1326.
[11]岳俞余,

 

彭震伟.
 

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发展研究
 

[J].
 

南方建筑,
 

2018,
 

187(5):
 

4-9.
[12]林超,

 

郭彦君.
 

农村宅基地功能研究述评及对乡村振兴启示
 

[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
 

223(4):
 

194-199.
[13]毕国华,

 

杨庆媛,
 

王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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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西南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8(12):
 

83-88.
[14]屠爽爽,

 

龙花楼.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09-517.
[15]杨馗,

 

信桂新,
 

蒋好雨,
 

等.
 

基于“扩展源”的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9):
 

102-114.
[16]张瑞頠,

 

杨庆媛,
 

范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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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西南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8(8):
 

107-112.
[17]王威,

 

胡业翠,
 

张宇龙.
 

三生空间结构认知与转化管控框架
 

[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12):
 

25-33.
[18]孙阳,

 

张落成,
 

姚士谋.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
 

151-158.
[19]王成,

 

任梅菁,
 

胡秋云,
 

等.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的科学认知及其研究域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85-94.
[20]安显楼.

 

美丽乡村视域下传统村落景观改造策略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5):
 

9-17.
[21]刘玥,

 

王江萍,
 

任亚鹏.
 

双视角下农村基础设施配置评价———基于武汉市21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J].
 

西南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6(6):
 

75-82.
[22]冯应斌,

 

郭元元,
 

欧阳庆.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分析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4(3):
 

43-47.

责任编辑 包颖    

571第8期   
 

 刘燕,
 

等:
 

韧性理论视角下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以城口县东安镇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