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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３个 方 面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 和 人 均 居 民 点 面 积 为 依 据 划 定 整 理 分 区。研 究 结 果 表 明，江 都

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Ａ区、重点整理Ｂ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 区。优 先

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Ａ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

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Ｂ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

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

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 合 评 价 分 值 和 人 均 居 民 点 面 积 两 层 指 标 划 定 居 民 点 整 理 分

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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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民点是中国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数量与利用特征不仅影响城乡建设用地发展方

向和利用水平［１］，且可能形成未来中国土地资源挖潜

的重要空间。目前农村居民点利用的突出问题是在



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点用地未随城镇化进程

减少，部分地区出现无序增加势头，农村居民点大量

闲置，废弃现象严重［２－３］；农村居民点数量多、规模小、
分布零散，缺少统一布局规划［４］。鉴此，学术 界 对 农

村居民点进行了大量研究，龙花楼［５－６］，刘彦随等［７］提

出农村宅基地数量变化规律和空心村相关理论，且归

纳出空心村演化规律、机理和变化驱动机制，形成较

系统的空心村理论体系。姜广辉等［８］，胡贤辉等［９］分

别对农村居民点演化规律和居民点变化驱动因素进

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宅基

地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大批学者对农村居民点整

理潜力进行过研究，其中最常用方法是在人均或户均

整理潜力基础上进行限制条件修正而形成现实潜力，
限 制 条 件 包 括 自 然 条 件、经 济 条 件 与 社 会 条 件

等［１０－１４］。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不同地域特征、经济发展

阶段和 不 同 居 民 点 类 型，研 究 农 村 居 民 点 整 理 模

式［１５－１７］。对农村居 民 点 整 理 分 区，刘 玉 等［１８］和 关 小

克等［１９］从区域 自 然 经 济 状 况、人 均 居 民 点 面 积 和 整

理需求等角度对河北省与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进

行了分区研究，对居民点整理的时空配置提出科学依

据。与其他方面相比，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相对

较少，其中关于分区的依据、方法和指标等研究不足，
需深入研究。土地整理实践中，往往因缺乏科学评价

方法，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安排、项目选择与空间布

局由政府决策决定，而导致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选择

与规划决策 的 科 学 性 不 足［１８］，因 此 如 何 对 居 民 点 整

理进行科学分区成为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从整理

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

需求３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综合评价分值

和人均居民点用地水平划定整理区域，以期对农村居

民点整理时序安排和政策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江都市位于江苏省中部，属长江中下游平原，境

内地势平坦，河 湖 交 错，平 均 海 拔 在５ｍ左 右，气 候

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形主要是平原，中部略高，南
北稍低。２００８年 全 市 总 人 口９５．４７万，其 中 农 村 人

口５０．１３万，城 镇 化 率 是５２．５１％，下 辖１３个 乡 镇。
境内人均耕地０．００１　２ｈｍ２，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水域

面积较大，占全 市 总 面 积１４．２３％，因 此 土 地 开 发 潜

力小。同时随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沿江沿河开发等发

展战略实施，未来江都市经济将迅速发展，建设用地

需求会大大增加。江都市农村居民点利用呈现以下

特征：首先农村居民点面积大，２００８年全市农村居民

点１３　６４７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１０．２６％，且农村人均

居民点面积高达２７２ｍ２，其中有１０乡镇人均居民点

用地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１５０ｍ２／人最高上限，因此

若按国家标准规范进行整理，则江都市居民点用地潜

力十分巨大。其次江都市农村居民点分布比较分散，
主要沿河和沿路布局，而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场面，在

２００８年全市土地 利 用 现 状 图 中，面 积 大 于１　０００ｍ２

的居民 点 图 斑 有１．８５万 个，平 均 每 个 行 政 村６２．７
个。再次由于制度原因，新建住房大都在村庄外围，
而村庄内却有大量空闲宅基地或闲置土地，也有一些

农户早已举家迁至城镇，却有房屋在农村长期保留，
形成空置住宅，总之最近几年农村人口不断减少，而

农村用地规模却在持续增加。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江都市应充分发挥自身经

济优势，加强对空心村庄、零散居民点整理，控制村镇

建设用地扩张，盘活农村建设用地，改善农村生活环

境，不断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矢量数据来自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２００８年

末分乡镇１∶５　０００江都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用Ａｒｃ－
ＧＩＳ　９．３软 件 处 理 形 成 空 间 分 辨 率 为２０ｍ栅 格 图

像，用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软件计算与农村居民点分布有关的

景 观 指 数。社 会 经 济 数 据 来 自《扬 州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９），其中分乡镇的农村人口数据来自对乡镇政府

调研（若用年鉴中的农村户籍人口则不准确，应考虑

流动人口影 响，因 此 向 镇 政 府 访 查 可 获 流 动 人 口 数

据，因而更准确计算人均居民点面积）。

２．２　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运用综合评价法从农村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

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３方面评价研究区域，
根据人均居民点面积和评价值大小，划定居民点整理

区域，分析每区域居民点利用特征和阻碍居民点整理

因素，研究不同分区居民点整理的具体措施和政策重

心，为 有 的 放 矢 的 农 村 居 民 点 整 理 政 策 制 定 提 供

依据。
本文从农村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

对居民点整理需求３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作为分区依据。居民点用地数量和布局是

影响居民点整理的主要内部因素，这里人均居民点面

积是进行整理分区的主要根据，而居民点用地布局则

同整理能力和整理需求２个外部因素一起构建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居民点分布越分散，形状越不规则，
则越需要整理，因为分散或不集聚的居民点形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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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不同等级农村道路，而造成土地资源相对浪费，
且阻碍道路统一建设和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统一供

给。这里用 景 观 生 态 中 的 景 观 分 离 度（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指数 和 斑 块 形 状 指 数（ｐａｔｃｈ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描 述

居民点分布集聚与斑块形状［２０－２１］。景观分离度是指

某一景观类型中斑块分布的离散程度，分离度越大，
则表示居民点在地域分布上越分散、越复杂，形状指

数越大，表示居民点形状越复杂、越不规则，越需要优

先整理。景观分离度由下式计算：

ＩＮ＝Ｄ／Ｓ　　（Ｄ＝１２ ｎ
／槡 Ａ，Ｓ＝ａ／Ａ） （１）

式中：ＩＮ———居民点斑块分离度指数；Ｄ———斑块密

度指数；Ｓ———居民 点 斑 块 平 均 面 积；Ａ———区 域 总

面积；ａ———区域居民点面积；ｎ———居民点斑块数。
形状指数为：

ＰＳＩ＝∑
ｍ

ｉ＝１
（０．２５×Ｐｉ／ ａ槡ｉ） （２）

式中：ＰＳＩ———居 民 点 形 状 指 数；Ｐｉ———第ｉ斑 块 周

长；ａｉ———第ｉ斑块面积；ｍ———居民点斑块数目。
整理居民点能力指地方政府对居民点整理的经

济支持能力，毕竟居民点整理是一项投资较大的整治

工程，关系到房屋拆迁补偿、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居

住区新建等不同方面，需花费大量财力，因此没有一

定财政支持，居民点整理很难进行或取得预期结果，
所以资金成为整理关键因素，而资金与地方经济实力

和财政收 入 密 切 相 关，因 此 选 择 取 人 均 ＧＤＰ，ＧＤＰ
总量与财政收入３项指标表征农村居民点整理能力

（人均ＧＤＰ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村居民点整

理需大量资金投入，对资金总量有很高要求，因此区

域ＧＤＰ总量和财政收入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整理

需求是指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对 农 村 居 民 点 整 理 的 拉 动。
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居民点整理是新增

建设用地指标主要来源，若上级规划下达新增用地指

标不能满足区域社会经济需求，那么就产生对居民点

进行整理的客观需要。居民点整理后的土地大多转

变成耕地，是耕地增加主要来源，因此在耕地占补平

衡压力下也会产生居民点整理需求。同时区域人均

耕地面积越小，单位面积农地劳动力越多，可开垦耕

地后备资源越少，则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愿望就越迫

切。所以选取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中新增用地指标

与现实需求差值（现实用地需求是根据近５ａ建设用

地增长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定，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是上级规划下达给不同乡镇的，多数情况下新增

用地指标不能满足实际用地需求，两者之差一定程度

上可解释居民点整理需求大小，若两者之差是负数，
则以０表示进行评价）、新一轮规划中乡镇的整理复

垦指标、人均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农地劳动力来表征

居民点整理需求。
指标权重在综合数量评价中尤其重要，直接关系

到评价结果准确程度。目前权重确定主要有主观赋

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客观赋权法所确定权重是由

变量本身变化水平而决定，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来说，
指标变化大小与指标权重无内在关系，因此客观赋权

法所确定的权重无法真实表达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因此这里选用特尔非法来确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权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综合评价结果

挑选高校相关科研工作者、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等

３０名专家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如表１所示。所确定１
级指标权重中，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

的权重较高；２级指标权重中分离度指数相对形状指

数权重很高，这是因为居民点分布很大程度上由斑块

分散度决定，形状因素对其作用较小；相对ＧＤＰ总量

和财政收入，专家认为人均ＧＤＰ更能体现区域居民

点整理能力；整理需求中新增用地指标和实际需求差

值一项权重最高，这是因为江都市土地整理折抵建设

用地指标是居民点整理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１　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与权重

１级指标 权重 ２级指标　　 正／逆 权 重

农村居民
点分布

０．２１３　５
分离度指数 正 ０．８５２　７
形状指数 正 ０．１４７　３

人均ＧＤＰ 正 ０．５１３　１
整理能力 ０．４１６　８ ＧＤＰ总数 正 ０．２４８　１

财政收入 正 ０．２３８　８

新增用地指标与
实际用地需求差

正 ０．４０４　７

整理需求 ０．３６９　７
整理复垦指标 正 ０．２３５　６
人均耕地面积 负 ０．１７２　１
单位面积农地劳动力 正 ０．１８７　６

对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变量与其权重复

合相乘然后加总后得到评价单元综合评价值，结果如

表２所示。农村居民点景观分布最不理想的是浦头

镇，分离度指数和形状指数都最大，说明居民点分布

最不集聚，形状也最不规则，而丁伙镇居民点分布评

价值最小，说明居民点分布状况最佳。仙女镇的居民

点整理能力和整理需求评价值最高，这是由于仙女镇

是江都市中心城区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年财政

收入达７．１亿 元，占 全 市３５．６３％，因 此 有 相 当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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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进行居 民 点 整 理，同 时 近 年 仙 女 镇 经 济 发 展 飞

速，规划下达新增指标远不能满足其用地需求，因此

对居民点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产生强烈愿望。综

合评价值最大是仙女镇，其值为０．７０２　９，最小是樊川

镇，其值为０．１４７　１。

表２　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综合评价结果

镇名
居民点分
布评价值

整理能力
评价值

整理需求
评价值

综合
分值

人均居民
点面积／ｍ２

仙女 ０．１０９　２　 ０．９７７　８　 ０．７３６　０　０．７０２　９　 ４４９
小纪 ０．０３５　４　 ０．７２０　６　 ０．０８２　２　０．３３８　３　 １４２
武坚 ０．０９５　０　 ０．３８０　７　 ０．１３０　２　０．２２７　１　 １２５
樊川 ０．０１２　４　 ０．３０６　４　 ０．０４５　３　０．１４７　１　 ２８５
真武 ０．０５３　２　 ０．４０７　０　 ０．２１４　１　０．２６０　２　 ４２６
宜陵 ０．３０４　５　 ０．２９２　１　 ０．４８２　５　０．３６５　１　 ３５２
丁沟 ０．０９７　６　 ０．１６０　２　 ０．２７８　８　０．１９０　７　 ２８９
郭村 ０．２０２　３　 ０．０２８　８　 ０．５４０　７　０．２５５　１　 １７０
邵伯 ０．１２０　７　 ０．５５０　０　 ０．６３３　７　０．４８９　３　 １３２
丁伙 ０．０００　１　 ０．５１１　５　 ０．１３１　８　０．２６１　９　 ４６９
大桥 ０．１６８　４　 ０．２４４　８　 ０．９４６　１　０．４８７　７　 ２２５
吴桥 ０．５４４　３　 ０．００１　９　 ０．４４３　５　０．２８１　０　 ４４１
浦头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５　６　 ０．６５９　２　０．４６７　９　 ３０２

平均值 ０．２１１　０　 ０．３５４　４　 ０．４０９　５　０．３４４　２　 ２７２

３．２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根据人均居民点用地水平和综合评价分值大小

对居民点进行整理分区，具体分区规则与命名如下：
对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确定２个临界点，一是江都市

平均人均居民 点 面 积２７２ｍ２，二 是《村 镇 规 划 标 准》

所规定国家最高标准１５０ｍ２／人；对综合评价分值确

定１个临界点，即综合分值平均值０．３４４　２。人均居

民点面积大于２７２ｍ２，综合评价值大于０．３４４　２的单

元划成优先整理区；人均居民点大于２７２ｍ２，综合评

价值小于０．３４４　２的单元划成重点整理Ａ区；人均居

民点介于１５０～２７２ｍ２，综合评价值大于０．３４４　２的

单元划 成 重 点 整 理 Ｂ区；人 均 居 民 点 介 于１５０～
２７２ｍ２，综合评价值小于０．３４４　２单元划成适度整理

区；人均居民点面积小于１５０ｍ２ 单元划成优化调整

区（表３）。
优先 整 理 区 包 括 仙 女 镇 和 浦 头 镇，居 民 点 面 积

３　５０５．４３ｈｍ２，占居民点总量２５．６９％。该区人均居

民点面积大，平均达４１１ｍ２／人，整理潜力巨大，且居

民点分布评价值很高，说明居民点空间布局不集聚，
亟需整理，人均ＧＤＰ达２．７５万，因此居民点整理具

有较强经济实力，同时该区的整理需求评价值高，表

明相关主体对居民点整理需求迫切。优先整理区地

理位置优越，经济增长迅速，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

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进行农村

居民点整理时应将农民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加强

中心村与小城镇建设，以居民点整理作契机，加快城

乡一体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对于远离中心

镇的居民点，整理后土地主要用作耕地，以缓解耕地

供给不足，同时折抵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对于中心镇

周围农村居民点，整理后土地可直接用于城镇建设，
满足城镇外延需求。

表３　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结果

区域类型　
居民点分
布评价值

整理能力
评价值

整理需求
评价值

综合评
价分值

人均居民点
面积（ｍ２／人）

农村居民
点总量／ｈｍ２

包括乡镇

优先整理区 ０．５５４　６　 ０．５０１　７　 ０．６９７　６　 ０．５８５　４　 ４１１　 ３　５０５．４３ 仙女镇、浦头镇

重点整理Ａ区 ０．１６８　７　 ０．２７９　９　 ０．２８２　８　 ０．２５１　０　 ３７１　 ６　１８１．４７
樊川镇、真武镇、宜陵镇
丁沟镇、丁伙镇、吴桥镇

重点整理Ｂ区 ０．１６８　４　 ０．２４４　８　 ０．９４６　１　 ０．４８７　７　 ２２５　 １　１９０．０３ 大桥镇

适度整理区 ０．２０２　３　 ０．０２８　８　 ０．５４０　７　 ０．２５５　１　 １７０　 ６７０．８１ 郭村镇

优化调整区 ０．０８３　７　 ０．５５０　５　 ０．２８２　１　 ０．３５１　６　 １３４　 ２　０９９．４３ 小纪镇、武坚镇、邵伯镇

　　重点整理Ａ区包括樊川、真武等６乡镇，居民点

面积６　１８１．４７ｈｍ２，占居民点总量４５．２９％。该区居

民点面积大，人均居民点水平高，为３７１ｍ２／人，由于

居民点基数面积和人均水平都较高，因此整理潜力十

分可观。但该区整理能力和整理需求评价值不高，所
以居民点整理不可操之过急，应 以 经 济 基 础 作 依 据，
按既定规范和程序，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合理推进

居民点整理进度。整理方式主要是迁村并点，加强中

心村规划与建设，重构乡村空 间，整 理 出 土 地 应 主 要

转变成耕地，建设集中连片的 高 标 准 农 田，提 高 耕 地

质量和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区域粮食安全。
重点整 理 Ｂ区 是 指 大 桥 镇，该 区 居 民 点 面 积

１　１９０．０３ｈｍ２，占全市８．７％，人均居民点２２５ｍ２／人。与

重点整理Ａ区相比，Ｂ区整理需求高，同时Ｂ区人均

居民点面积又小，为满足整理 需 求，同 时 又 考 虑 区 域

居民点利用现状，该区主要整理方式以空置居民点整

治为主，对规模较小居民点进 行 迁 村 并 点，重 点 对 旧

宅基地和闲散地进行改造，盘 活 村 内 空 闲 土 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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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腾出土地 主 要 用 作 耕 地，以 折 抵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同时提高人均耕地面积。

适度 整 理 区 主 要 是 郭 村 镇，该 区 居 民 点 面 积

６７１．８１ｈｍ２，占 全 市 ４．９２％，人 均 居 民 点 面 积

１７０ｍ２／人，整理能力评价值较低，为０．０２８　８，表明居

民点整理经济实力不强，又由于整理基数和人均居民

点水平相对不高，因此整理潜力不大。基于整理能力

和整理需求的实际考虑，该区不宜开展迁村并点等大

规模整治活动，而只是有步骤 地 对 空 闲、闲 置 土 地 进

行整理，将 整 理 出 土 地 还 园、还 林，构 建 农 村 绿 色 空

间，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优化调整区包 括 小 纪、武 坚 等３乡 镇，居 民 点 面

积２　０９９．４３ｈｍ２，占 全 市 １５．３８％，人 均 居 民 点

１３４ｍ２／人，已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因此整理潜 力 小。

该区应主要进行居民点内部结构优化，消除土地不合

理利用现象，减少不合理利用造成的安全隐患和环境

污染；整治空闲和废弃土地，整治后土地用于卫生、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村庄自然文化与风景名胜用

地，构建村庄生态网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点容积率，

控制农村建设用地蔓延扩张，保持居民点用地高效集

约利用。

４　结 论

本文从居民点景观分布、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

民点整理需求３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

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 定 江 都 市 居 民

点整 理 分 区，将 全 市 划 成 优 先 整 理 区、重 点 整 理 Ａ
区、重点整理Ｂ区、适度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优先

整理区处在经济较发达区域，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

一体化，加快 城 乡 统 筹 发 展。重 点 整 理 Ａ区 是 未 来

江都市整理潜力的主要来源，应 以 经 济 基 础 作 依 据，
不应操之过急，且整理过程应重视和加强中心村规划

与建设，将整理出土地变成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重

点整理Ｂ区主要特征是整理需求高，其首先要整治旧

宅基地和闲散土地，然后对规模较小居民点进行村庄

合并，且将腾出土地用作耕地，以 折 抵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指标。适度整理区居民点面积 和 人 均 居 民 点 水 平 不

高，经济实力也不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活动，而只

是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 地 进 行 整 理。优 化 调 整

区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已相对较高，应主要对居民点

内部用地结构进行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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