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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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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体系松散, 制约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并不断推进农村

居民点土地的集约利用, 对存在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影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进行调整

已显得十分必要。对宝鸡市各区县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了聚类分析, 并比较了宝鸡市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与 村镇规划标准 中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各级的上限值。结果表明, 2007 年宝鸡市人均农村

居民点用地比 1999 年减少了 7. 37 m2 ,较国家设定的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最高上限超出了 39. 67 m2 , 在宝

鸡市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 测算得到宝鸡市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理论潜力可达

11 168. 07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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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loose use system of rur al residential land const rains the modernizat 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ct ively and continuously promo te the intensive use of r 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adjust ex tensive land use and sustainable use o f land resources facto rs. Each county s per

capita land fo r Bao ji City rural residential w as analy zed by cluster analy sis and by comparing the per capita

rur al resident ial land in Baoji City w ith upper value o f per capita const ruct ion land at each g rade in T own

Planning Standard .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Baoji City r ural resident ial land per capita in 2007 w as reduced

by 7. 37 m
2
than in 1999, rural resident ial land per capita w as 39. 67 m

2
higher than the upper limit of set na-

t ional const ruct ion land.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intensiv e use of rural resident ial land in Baoji City, the

potential o f intensive use of rur al residential land could be as high as 11 168. 07 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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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体系松散,人均用地量

大,生产与生活缺少功能分区, 并已对农村经济和农

业现代化的发展构成了制约和限制。全国土地资源

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居民点面积达到 1. 47 107 m2 ,

人均占地 182 m
2
,远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上限( 150

m
2
/人)。因此,积极开展并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点土

地的集约利用, 对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影响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种因素进行改造、调整及整治已

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 1]。

本研究以宝鸡市为例,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

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并对其土地利用潜力进行了测

算和分析, 以期为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科学决策提供

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宝鸡市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 八百里秦川 的西

部,辖 3区 9县总面积 1. 82 104 km 2 ,人口 376万。

宝鸡市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明显, 是中原通往西南、

西北的交通枢纽, 是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支

点,是陕、甘、川、宁四省(区)毗邻地区的商贸和物流

中心。近年来宝鸡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2007 年地

区生产总值 580. 16亿元。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



值 61. 36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344. 46亿元;第三产

业增加值 174. 39亿元,增长了 12. 0%。三次产业比

例为 10. 6 59. 4 30. 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5 439

元。

2 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

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是从农业土地

集约利用引伸而来, 但由于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的特殊

性,其内涵远比农业土地集约利用丰富和复杂, 其基

本涵义是指在土地上增加投入,以获得土地的最高报

酬。一般用单位面积上的资本、劳动的结合程度表示

土地的集约度。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是有限度的,

它是受土地利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理论上,当对

土地进行连续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达到经济上的报酬

递减点,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 经营者将不会

再提高追加投入,这一临界点就是土地利用的集约边

界,达到了集约边界的土地利用称之为理论上的集约

利用,反之,未达到集约边界的土地利用称之为理论

上的粗放利用。

3 研究方法

3. 1 集约利用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农村建设用地的主要功能以及资料的可获

性,选取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作为评价指标。在

理论上,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越少,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越高。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计算涉及农村居民点

用地和农村人口两个变量[ 3]。

本次研究中将农业人口数量看做农村人口数量。

在评价方法上,首先采用时序比照方法,比较各个评价

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

然后采取聚类分析方法,将评价单元进行聚合分类,并

对相关结果进行分析。

3. 2 集约利用潜力测算方法

3. 2. 1 测算指标和参照值 此次采用人均居民点用

地指标来测算宝鸡市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理论

潜力。参 照 值的 设 定 依 据 村 镇 规 划 标 准

( GB50188 93) 中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3级、4级和 5

级的上限值(表 1)。

表 1 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级

级 别 1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人均建设用地( m2 /人) 50~ 60 60~ 80 80~ 100 100~ 120 120~ 150

3. 2. 2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理论潜力计算 通

过比较宝鸡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与 村镇规划标

准 中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 3 级、4 级和 5级的上限

值,计算出宝鸡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情况,

计算公式为:

S i= ( S 2007- B i ) Q 2007

式中: S i 不同参照标准下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

潜力; S 2007 2007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B i

村镇规划标准 规定的 i级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上限, i

= 3, 4, 5; Q 2007 2007年农村人口数。

4 结果与分析

4. 1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动态变化

为了更好地说明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

用情况, 从人均用地动态变化角度, 对不同地区农村

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进行分析(表 2)。

表 2 1999一 2007 年宝鸡市各区县人均农村居民地变化 m2 /人

区 县 1999 年 2000 年 2001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年 2007 年 增减量

宝鸡市 197. 04 194. 56 195. 30 193. 81 193. 22 192. 11 191. 75 191. 49 189. 67 - 7. 37

渭滨区 181. 72 181. 81 181. 99 181. 98 121. 38 120. 69 120. 93 120. 50 111. 15 - 70. 57

金台区 181. 18 179. 87 180. 82 178. 11 47. 88 47. 53 48. 13 49. 02 47. 17 - 134. 01

陈仓区 191. 88 190. 21 190. 35 191. 41 238. 66 237. 01 236. 24 234. 48 231. 10 39. 22

风翔县 197. 58 195. 90 196. 44 194. 88 193. 65 192. 94 193. 74 193. 88 193. 42 - 4. 16

岐山县 198. 97 196. 27 197. 10 197. 82 198. 22 197. 72 198. 08 198. 51 196. 87 - 2. 10

扶风县 156. 78 155. 11 155. 99 156. 34 154. 62 152. 42 153. 45 152. 76 150. 60 - 6. 18

眉 县 163. 79 161. 35 162. 25 144. 83 145. 33 143. 17 143. 68 143. 33 142. 36 - 21. 43

陇 县 236. 67 222. 71 224. 16 226. 08 227. 78 229. 27 227. 61 226. 29 225. 73 - 10. 94

千阳县 283. 48 280. 96 280. 97 283. 57 285. 34 284. 94 282. 37 279. 24 274. 10 - 9. 38

麟游县 329. 06 322. 85 324. 55 324. 50 324. 81 325. 21 326. 52 326. 01 324. 22 - 4. 84

凤 县 211. 45 211. 12 209. 98 210. 49 210. 68 209. 83 207. 23 206. 73 205. 18 - 6. 27

太白县 212. 43 210. 48 211. 89 212. 45 202. 79 202. 38 203. 02 203. 81 205. 14 - 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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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1999 2007 年宝鸡市人均农

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各区县

的增减幅度对比十分明显。

渭滨区和金台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下降

幅度最为明显, 从年均增幅比较来看, 2007年与 1999

年相比,渭滨区和金台区分别下降了70. 57和134. 01

m2 ,主要是因为这两区是宝鸡市的老城区, 近年来随

着经济的发展, 以及政府对城中村改造力度的加大,

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点用地迅速转化为城市建设

用地。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唯一增加的区县是陈仓区,

从年均增幅比较来看, 2007 年与 1999年相比, 陈仓

区上升了 39. 22 m2 , 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逐年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在人口加速城市化的同时, 农村人口大

幅减少,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复垦等工作相对

滞后。

其它各县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均有下降,

但幅度都不大, 和宝鸡市的变化平均值(下降 7. 37

m
2
)相比较可分为大于平均值和小于平均值两类。

下降幅度大于宝鸡市平均值的有眉县、陇县和千阳

县;下降幅度小于宝鸡市平均值的有风翔县、岐山县、

扶风县、麟游县、凤县和太白县。

4. 2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分析

应用 SPSS 统计软件, 依据人均农村居民点指

标,将全市 12个县(区)聚合划分为 3类地区(表 3)。

表 3 各区县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聚类分析 m2 /人

类 别 县区 人均居民点用地

金台区 47. 17

渭滨区 111. 15

1 类 眉 县 142. 36

扶风县 150. 60

均 值 112. 82

凤翔县 193. 42

岐山县 196. 87

太白县 205. 14

2 类 凤 县 205. 18

陇 县 225. 73

陈仓区 231. 10

均 值 206. 73

千阳县 274. 10

3 类 麟游县 324. 22

均 值 299. 16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第 1类地区包括金台区、渭

滨区、眉县和扶风县 4 个县(区) , 平均人均农村居民

点用地 112. 82 m2 , 相对来说,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

利用程度较高,低于国家 村镇规划标准( GB50188

93) 中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5 级上限值 ( 150. 00

m2 /人)。第 2类地区包括凤翔县、岐山县、太白县、凤

县、陇县、陈仓区这 6个区县,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约

在 206. 73 m2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水平比第 1类地

区高出近 94. 00 m2。第 3类地区包括千阳县和麟游

县两个县, 这两个县的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非常

大,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高达 299. 16 m
2
,远高出前

两类地区, 比第 1类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近 187. 00

m2 , 比第 2类地区高出 92. 00 m2 ,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

约水平很不理想。

通过对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的动态分析和

聚类分析, 2007年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比

1999年减少了 15 661. 00 m2 , 农村人口增加了 5. 23

万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减少了 7. 37 m
2
, 宝

鸡市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呈集约趋势。

宝鸡市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比国家设定的村

镇人均建设用地最高上限超出了近 40. 00 m
2
, 土地

集约利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4. 3 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理论潜

力(表 4)。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按照 村镇规划标准

中人均建设用地 5级的上限值 150. 00 m2 标准计算,

2007年宝鸡市农村人口 281. 52万人需占用土地约

42 228. 00 hm
2
,可以节约用地约 11 168. 07 hm

2
;如果

按人均建设用地4级上限 120. 00 m
2
标准计算,需占用

土地约 33 782. 40 hm2 , 可以节约用地约 19 613. 67

hm2 ;如果按人均建设用地 3 级上限 100 m 2 标准计

算, 需占用土地 28 152. 00 hm
2
, 可以节约用地约

25 244. 07 hm2。

5 结论

( 1) 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各区县差异较

大。2007年宝鸡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 1999 年

减少了 7. 37 m2 , 变化不大, 但仍比国家设定的村镇

人均建设用地最高上限超出了 39. 67 m
2
。从地域分

布来看, 2007 年与 1999 年相比, 金台区和渭滨区人

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减少幅度很大, 平均减少了

102 m2 ;仅有陈仓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增长,

增长了 39. 22 m
2
; 其它县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数

量呈递减态势,平均减少了 8. 07 m2。

( 2) 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可划分

为 3类。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类地区包括金台区、

渭滨区、眉县和扶风县这 4个县(区) ,农村居民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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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利用程度较高;第二类地区包括凤翔县、岐山县、

太白县、凤县、陇县、陈仓区这 6 个区县, 农村居民点

用地集约利用程度居中;第三类地区包括千阳县和麟

游县两个县,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水平很不理想。

表 4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理论潜力分析

县 区

2007 年

农村居

民点/ hm2

农村人口/

万人

比较国家 5 级标准

需求面积/

hm2

可节约面积/

hm2

比较国家 4 级标准

需求面积/

hm2

可节约

面积/ hm2

比较国家 3 级标准

需求面积/

hm2

可节约

面积/ hm2

宝鸡市 53 396. 07 281. 52 42 228. 00 11 168. 07 33 782. 40 19 613. 67 28 152. 00 25 244. 07

渭滨区 1 368. 23 12. 31 1 846. 49 - 478. 25 1 477. 19 - 108. 95 1 230. 99 137. 24

金台区 563. 69 11. 95 1 792. 50 - 1228. 81 1 434. 00 - 870. 31 1 195. 00 - 631. 31

陈仓区 11 749. 00 50. 84 7 626. 00 4123. 00 6100. 80 5 648. 20 5 084. 00 6 665. 00

风翔县 8 839. 31 45. 70 6 855. 00 1 984. 31 5 484. 00 3 355. 31 4 570. 00 4 269. 31

岐山县 7 449. 54 37. 84 5 676. 00 1 773. 54 4 540. 80 2 908. 74 3 784. 00 3 665. 54

扶风县 6 426. 14 42. 67 6 400. 50 25. 64 5 120. 40 1 305. 74 4 267. 00 2 159. 14

眉 县 3 894. 91 27. 36 4 104. 00 - 209. 09 3 283. 20 611. 71 2 736. 00 1 158. 91

陇 县 5 076. 70 22. 49 3 373. 50 1 703. 20 2 698. 80 2 377. 90 2 249. 00 2 827. 70

千阳县 3 091. 86 11. 28 1 692. 00 1 399. 86 1 353. 60 1 738. 26 1 128. 00 1 963. 86

麟游县 2 470. 54 7. 62 1 143. 00 1 327. 54 914. 40 1 556. 14 762. 00 1 708. 54

凤 县 1 639. 41 7. 99 1 198. 50 440. 91 958. 80 680. 61 799. 00 840. 41

太白县 826. 73 4. 03 604. 50 222. 23 483. 60 343. 13 403. 00 423. 73

( 3) 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可挖潜力较大。农

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因此农村

可以走节约集约挖潜的道路。理论上,如果全市人均

农村居民点用地达到国家建设标准 5 级上限 ( 150

m2 /人) ,全市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理论潜力达到

11 168. 07 hm2 ,集约利用潜力较大。

( 4) 农村居民点挖潜途径需要进一步探索。结

合宝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系

统研究了宝鸡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并划分为 3类集约利用类型区, 集约利用潜力较

大, 但是有关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的可行办法还有待

在实践中进行摸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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