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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已成为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之一。以湖南省西部的麻阳县为研究区域，根 据 经 济、社 会 和 自 然 驱 动 因 子，选 取８个 影 响 研 究 区 域 农 村

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因子，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和主成分分析法，求取各乡镇的综合得分，并结合各乡镇实际将研

究区域按先后顺序划分整理区。结果显示，地 处 平 原 地 区、经 济 发 展 较 好 的 乡 镇 综 合 得 分 高 于 地 处 山 区、

经济势力较弱的乡镇，地处丘陵地区的乡镇居中。因此，将麻阳县分为Ⅰ级整理区，Ⅱ级整理区，Ⅲ级整理

区并提出相应整理措施，为该地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措施和遴选土地整理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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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长期处于无

限期、无流动的状态，加之农用地规划管理薄弱，用地

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不断地无限制扩张，土地

浪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

下，中国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矛盾日益加剧，建设用地

给耕地保护带来巨大 压 力［１］。１９８４—２００６年，全 国

耕地面积净减少１．１５×１０７　ｈｍ２，而耕地后备资源仅

有６．６１×１０６　ｈｍ２，可 供 开 垦 的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则 更

少［２］。中国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闲散地、废弃地等浪

费现象，据李宪文等［３］测算，到２０１０年中国村庄土地

整理可增加耕地１．７４×１０６～２．９７×１０６　ｈｍ２。随着

对土地整理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土地整理实践的广泛

开展，结合村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扎实推进农村

居民点用地整理，已成为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改善农

民生活和生产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手段之一［４］。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势多样，自然条件差异较

大，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地域性差别显著。因而，对农村居民点分区整理的



研究，以县域这种较小范围进行较为恰当，这对被研

究区域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有效缓解建设用地扩张对

农用地的压 力，保 持 耕 地 总 量 平 衡 等 都 具 有 借 鉴 意

义。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居民点的土地

利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部分学者对居民点用地整理

的模式 与 规 则、区 域 特 点 开 展 了 较 多 研 究［１，５］。同

时，也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６－９］、
土地整理 潜 力 评 价［１０］、驱 动 力 分 析［１１］、整 理 效 益 评

价［１２］、土地整理优先度［１３－１６］等在地区、国家乃至世界

范围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然而，对农村居民点

用地整理分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土

地整理实践中，常常因缺乏科学的评价方法，农村居

民点整理的区域划分、先后时序等的选择大都以政府

干预为主，决策的科学性较差，因此，对农村居民点分

区整理的研究势在必行。以湖南省西部的麻阳县为

例，在分析其农村居民点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对农村

居点进行整理分区，以期为该地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

措施和遴选土地整理规划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麻阳县位于湘黔边界的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西北

部，地 理 坐 标１０９°２４′—１１０°０６′Ｅ，２７°３２′—２８°０１′Ｎ。
东临辰溪县，南连鹤城区和芷江县，西接贵州省铜仁

市，北靠湘西自治州和四川省秀山县。地处雪峰山与

武陵山脉 之 间，属 云 贵 高 原 的 延 伸 地 带。海 拔 最 高

１　４０５ｍ，最 低１３０ｍ，南 西 北 为 山 地、东 部 为 丘 陵。
中部河谷岗地平原，大致成“簸箕”状。辖６镇１７乡

３２１个村、１０．７万户，县域面积１５６　５５７．８４ｈｍ２，其 中

耕地面积２２　６５４．６３ｈｍ２。２００７年全县实现生产总

值（ＧＤＰ）１９．５１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１２．５％，农村经 济 稳 步 发 展。２００８年 末 全 县 总 人 口

３７．５６万，其 中 农 业 人 口２５．５３万，占 全 县 人 口 的

６７．９７％。该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约４　４６１．５６ｈｍ２，占全

县总面积的２．８４％，全 县 农 村 居 民 点 人 均 用 地 面 积

为１７４．７６ｍ２。在 地 形 等 自 然 因 素 及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等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村居民点的分布虽然呈

现出沿河流、交通干线等分布特点，但是仍然存在零

星、散乱等问题。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耕地面积、后备耕地资源面积、农村居民点面积、
建设 用 地 面 积 来 自《麻 阳 县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更新规划图及规划说明书；地形地

貌来源 于 Ａｓｔｅｒ的ＤＥＭ 数 据 及 麻 阳 县 农 业 区 划 地

貌类型分区统 计 表；人 均ＧＤＰ、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总

人口、农业人口、粮食产量来源于《湖南省麻阳县统计

年鉴》。
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麻阳县农村居民点分

区整理进行探讨。影响麻阳县农村居民点分区整理

的因素众多，例如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农村居民

点现状、人口变动等都会影响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

能性和可行性，且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相

关性。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

潜在变量的一种统计方法，用有限个不可观测的潜在

变量解释原变量的相关性和对变量进行分类处理是

主成分分析的两个主要目的，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找出

几个综合因子代表原来的众多变量，这些综合因子尽

可能地反映出原众多变量的信息量，且彼此之间互不

相关，最终达到简化的目的。具体到麻阳县，此法能

将其农村居民点分区整理的众多影响因素综合起来，

克服因素间的相关性，提取主成分并根据主成分的得

分情况对麻阳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分区。

３　农村居民点整理次序

３．１　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的主成分分析

以湖南省麻阳县为研究对象，以乡镇为农村居民

点分区整理的基本单元进行分区。根据麻阳县的自

然、经济等现状特征，确定农业从业人口、人均农村居

民点、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单位面积耕地生产力水

平、地形地貌、人均耕地面积、建设用地增长量、农民

人均纯收入８个因子作为分区指标。根据当地国土

部门和有关统计部门的数据及进一步的计算，运用电

子表格将所得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表１）。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 对 标 准 化 数 据 进 行 主 成 分 的 提

取，得到各影响因子的特征根和贡献率（表２）。前３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７３％以上，说 明 这３个

因子集合了８个因子的大部分信息，因此，这３个因

子即为主成分因子。
根据ＳＰＳＳ软件 计 算 出 来 的 各 主 成 分 的 载 荷 量

（表３）可知各主 成 分 因 子 集 合 了 哪 些 影 响 因 子 的 信

息，根据其相关性可对主成分命名。还可看出，人均

耕地面积、地 形 地 貌、农 业 从 业 人 口、建 设 用 地 增 长

量、农民人均 纯 收 入５个 因 子 在 主 成 分１上 载 荷 量

高，因此主成分１反应了这５个因子的信息，因此将

主成分１命名为整理可行性；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在主成分２上载荷量高，说明主

成分２反映了这２个因子的信息，因此将主成分２命

名为整理迫切度；单位面积耕地生产力在主成分３上

载荷量高，因此将主成分３命名为整理产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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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麻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因子标准化数据

乡镇名称
农业从业

人口
人均农村

居民点
可开垦耕

地后备资源
单位面积耕地

生产力水平
地形地貌

人均耕地
面积

建设用地
增长量

农民人均
纯收入

高村镇 ０．３４６　 １．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１　 １．０００　 ０．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８０
锦和镇 ０．４３１　 ０．１９２　 ０．３１２　 ０．５４４　 ０．３７２　 ０．３６０　 ０．３７２　 １．０００

　江口墟镇 ０．５３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５３　 ０．４１７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７　 ０．６８６
岩门镇 ０．７２３　 ０．０８５　 ０．８５８　 ０．９９７　 ０．６２２　 ０．１００　 ０．６７７　 ０．７９７
兰里镇 １．０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５８７　 ０．６８３　 ０．５９６　 ０．０８７　 ０．５５４　 ０．８４７

　吕家坪镇 ０．３４７　 ０．０８０　 ０．５２２　 ０．１１０　 ０．８４６　 ０．５７３　 ０．４９１　 ０．６７５
　郭公坪乡 ０．５４７　 ０．１６９　 ０．４２８　 ０．２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４９３　 ０．２２２　 ０．５８１

长潭乡 ０．０３３　 ０．３１５　 ０．２８４　 ０．３２６　 ０．４４９　 ０．４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８
拖冲乡 ０．１１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７３　 ０．１０３
尧市乡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６　 ０．３８０　 ０．２０５　 ０．５７３　 ０．２９１　 ０．４９８

　文昌阁乡 ０．２１７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７　 ０．４１１　 ０．１７９　 ０．６６０　 ０．４１５　 ０．３８４
　大桥江乡 ０．０５３　 ０．２０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５１　 ０．１４７　 ０．７００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７
　舒家村乡 ０．０８３　 ０．４８５　 ０．５１６　 ０．４５６　 ０．５２６　 ０．４１３　 ０．１３４　 ０．３６９
　隆家堡乡 ０．１６２　 ０．３１０　 ０．２５５　 １．０００　 ０．４８１　 ０．１９３　 ０．４２６　 ０．５１２
　谭家寨乡 ０．１９５　 ０．２２１　 ０．４１６　 ０．３８７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９
　石羊哨乡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６　 ０．３６７　 ０．２０３　 ０．３９１　 ０．２６７　 ０．１２７　 ０．３７４
　板栗树乡 ０．３１２　 ０．１４６　 ０．８２２　 ０．２９５　 ０．３２４　 ０．４８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０
　谷达坡乡 ０．０６７　 ０．２０４　 ０．３２４　 ０．１９８　 ０．４３６　 ０．３８７　 ０．１７０　 ０．２８６

兰村乡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９　 ０．８６６　 ０．４０４　 ０．３０７　 ０．３８６　 ０．３６８
栗坪乡 ０．１５２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８　 ０．３５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５５

　绿溪口乡 ０．４８７　 ０．２６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７　 ０．７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１　 ０．５４７
　和平溪乡 ０．３５０　 ０．０６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２７　 ０．４７４　 ０．４１３　 ０．４４３　 ０．３２３

黄桑乡 ０．４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２　 ０．０４９　 ０．８０８　 ０．３８７　 ０．３１２　 ０．４６４

表２　各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因子

初始特征值

特征
根值

贡献
率／％

累积贡
献率／％

提取求和平均载荷

特征
根值

贡献
率／％

累积贡
献率／％

１　 ２．９９２　３７．３９８　３７．３９８　 ２．９９２　３７．３９８　３７．３９８

２　 １．７１６　２１．４４９　５８．８４７　 １．７１６　２１．４４９　５８．８４７

３　 １．１８７　１４．８４０　７３．６８７　 １．１８７　１４．８４０　７３．６８７

４　 ０．８４７　１０．５９３　８４．２７９

５　 ０．６２４　７．８０２　９２．０８２

６　 ０．３５０　４．３７８　９６．４６０

７　 ０．２３３　２．９１１　９９．３７１

８　 ０．０５０　０．６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３　主成分载荷矩阵

因 子　　　　
主成分

１　 ２　 ３
农业从业人口 ０．７４９ －０．４６７　 ０．０２４
人均农村居民点 ０．１７０　 ０．８６７　 ０．３３１
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 ０．３２６ －０．７１２　 ０．２８６
单位面积耕地生产力水平 ０．４３２　 ０．２８４ －０．７４２　
地形地貌 ０．７７７　 ０．１４３　 ０．４５１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７８２　 －０．１６７　 ０．３０９
建设用地增长量 ０．７１５　 ０．２６６　 ０．２８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０．６１９ －０．１９５　 －０．２５５　

３．２　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次序

运用ＳＰＳＳ软 件 计 算 可 得 各 乡 镇 在 各 主 成 分 上

的得分，为了得出更加准确的 得 分 结 果，需 将 各 主 成

分载荷量与各乡镇在各主成分上的得分（即主成分得

分矩阵）相乘得到综合得分（表４），综合得分越高，其

整理次序越靠前。

麻阳县社会经 济 实 力 相 对 弱，因 此，根 据 表４中

综合得分，运用 ＭａｐＧＩＳ软件将麻阳县分为３个整理

区（图１）。按先后顺序依次为Ⅰ级整理区，Ⅱ级整理

区，Ⅲ级整理区。这样即缓解了该县农村居民点整理

的经济压力，又增加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行性。Ⅰ
级整理区包括高村 镇、岩 门 镇、兰 里 镇、绿 溪 口 乡，高

村镇为该县的城关镇，居民点 用 地 变 化 大，社 会 经 济

发展相对迅速，其他各方面条 件 也 相 对 较 好，居 民 点

整理的优势大；岩门、兰 里、绿 溪 口 都 在 城 关 镇 周 围，

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关镇经济发展的辐射影响，再加上

自身发展，自然经济 条 件 相 对 较 好。因 此，首 先 整 理

该区域，不仅因其各方面条件 优 越，而 且 可 对 周 边 乡

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起到一 定 的 带 动 作 用。Ⅱ级 整

理区包括隆家堡乡、吕 家 坪 镇、锦 和 镇、黄 桑 乡、江 口

墟镇、舒家村乡、栗坪乡、兰村乡、平溪乡９个乡镇，其
自然经济条件，整理可行性、整 理 产 出 效 益 在 该 县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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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等，因此列为其次整理。其余各乡镇列为最后

整理，即Ⅲ级整理区，处于该区 的 各 乡 镇 的 整 理 条 件

相对较差，尤其是地处山区，再加上经济条件欠佳，使
得农村居 民 点 整 理 阻 力 增 大，因 此 对 该 区 进 行 最 后

整理。

表４　各乡镇综合得分及次序

乡镇名称
主成分

１得分
主成分

２得分
主成分

３得分
综合
得分

次序

高村镇　 １．２５７　０　 ０．７５３　５　 ０．７５１　５　 １．００８　６　 １
锦和镇　 ０．９１７　３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０２　５　 ０．３９８　６　 ７
江口墟镇 ０．７６５　１ －０．１５７　７　 ０．１４１　５　 ０．３７０　９　 ９
岩门镇　 １．５３１　３ －０．３７７　５ －０．１３９　２　 ０．６３９　３　 ２
兰里镇　 １．４７９　２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５７　５　 ０．６０７　３　 ３
吕家坪镇 ０．８５０　７ －０．３１３　９　 ０．５７１　９　 ０．４５５　５　 ６
郭公坪乡 ０．５７８　６ －０．３４２　５　 ０．１５８　０　 ０．２２５　８　１６
长潭乡　 ０．４７２　５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７０　５　 ０．２４６　５　１４
拖冲乡　 －０．２１０　９ －０．０９５　８　 ０．４１０　７ －０．０５２　２　２３
尧市乡　 ０．３６７　８ －０．０３０　１　 ０．０６９　４　 ０．１９１　９　１８
文昌阁乡 ０．３２８　７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６９　７　 ０．１５８　２　２０
大桥江乡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３　４　 ０．２１５　８　 ０．０８８　８　２２
舒家村乡 ０．５３４　６　 ０．０８７　１　 ０．２５２　２　 ０．３４７　５　１０
隆家堡乡 ０．８８７　１　 ０．２６４　６ －０．２７３　５　 ０．４７２　２　 ５
谭家寨乡 ０．３３８　４ －０．０６７　４　 ０．１８３　７　 ０．１８９　１　１９
石羊哨乡 ０．４４３　２ －０．１６４　１　 ０．１７４　２　 ０．２１２　３　１７
板栗树乡 ０．３６９　６ －０．３９１　６　 ０．３７２　８　 ０．１４８　６　２１
谷达坡乡 ０．３５５　３ －０．０３２　３　 ０．２７７　８　 ０．２２６　９　１５
兰村乡　 ０．５９８　８　 ０．２６５　４ －０．２２４　２　 ０．３３６　０　１２
栗坪乡　 ０．６２０　６　 ０．３７６　１ －０．４１５　０　 ０．３４０　９　１１
绿溪口乡 １．０３５　９　 ０．００６　８　 ０．２８４　６　 ０．５８５　１　 ４
和平溪乡 ０．７７８　８ －０．４９１　０　 ０．３４７　１　 ０．３２２　２　１３
黄桑乡　 ０．８７９　１ －０．６４８　０　 ０．６４２　２　 ０．３８６　９　 ８

图１　麻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次序分区

４　结 论

（１）Ⅰ级整理区自然经济条件相对较优，农村居

民点整理应以改善和建设优良“宜居县城”为目的，强

化居民点景观建设，在改善原 有 居 民 点、规 范 现 有 居

民点及合理规划未来居民点等方面制 定 相 关 行 政 措

施，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便于农民生活的原则。
（２）Ⅱ级整理区地处丘陵，主要收入仍依靠农业

且交通不便，应以建设小规模 中 心 村 为 主，将 临 近 居

民点适当合并。行政管理部门 应 加 大 对 该 区 农 村 居

民点整理的资金投入，激励和引导当地居民投身农村

居民点整理建设之中，同时，鼓 励Ⅰ级 整 理 区 的 各 乡

镇在整理经验、基础建设等方面帮助周边的Ⅱ级整理

区各个乡镇。
（３）Ⅲ级整理区自然环境差，农村居民点大多分

布于山脚，经济滞后，居民点整理应以政府为主导，组
织逐步异地迁移，归并到经济 条 件 好、发 展 空 间 大 的

地区。同时，可实施退耕还林，保护当地自然资源，结
合地区特点发展观光休闲等产业。

在中国当前土地利用现状下，土地整理显得尤为

重要，而农村居民点整理又是 增 加 耕 地、保 证 我 国 粮

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同时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之一，但中国各地自然经济条 件 差 异 大，必 须 根 据 当

地实际对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研究，为农村居民点规

划整理提供依据。本研究对当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受到资料的可获取性等的影响，本文仅从农业从

业人口、人均农村居民点、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单位

面积耕地生产力水平、地形地貌、人均耕地面积、建设

用地增长量、农民人均纯收入８个 因 子 中，运 用 主 成

分分析法提取了３个主成分。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探讨可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次序的方法，对于不同地

区、不同社会经济条件，需建立 更 加 全 面 的 指 标 体 系

对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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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本文 提 出 的 梯 田 地 形 综 合 数 字 分 类 可 对 现

有各类梯田地形进行准确分类，但如何对各种梯田类

型的独特平面和剖面形态特征进行定量表达、如何实

现各类梯田地 形 数 值 模 拟 模 型 的 构 建 等 问 题 有 待 于

未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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