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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产能潜力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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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居民点的自然本底特征与相邻耕地的立地条件具有较强的相似自然属性。通过计算居 民 点

整理自然质量分与标准自然质量分的差值，对 河 北 省 临 西 县 居 民 点 整 理 后 的 土 地 适 宜 性 进 行 了 评 价。研

究得出，临西县居民点整 理 后 的 新 增 耕 地 为４７４．６３ｈｍ２，新 增 园 地 数 量 为３６７．２８ｈｍ２，新 增 林 地 数 量 为

０．２４ｈｍ２。确定了可以被整理为耕地的 居 民 点，然 后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中 将 邻 近 耕 地 的 国 家 自 然 质 量 等 别

位置赋属性给居民点，确定 整 理 后 耕 地 的 等 别，计 算 出 临 西 县 居 民 点 整 理 后 的 产 能 潜 力 为６　７８３．４５ｔ。最

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对临西县居民点整理后的耕地进行了分区。一级 整 理 区 可 新 增 产 能３　２８２．５２ｔ，二 级

整理区可新增产能１　９６４．８０ｔ，三级整理区可新增产能１　５３６．１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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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设用地的比重从资源环境承载角度来看

已经很高了，尤 其 是 农 村 居 民 点 占 建 设 用 地 总 量 很

大。同时，考虑到农村居民点分布广，闲置率高，土地

利用集约度很低。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农

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明确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及

其级别，能为将来农村居民点整理确定重点区域、重

点项目及时序安排提供依据［１］。农村居民点整理对

于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提高土

地集约利用，缓解用地矛盾以及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发展农村经济以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关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内容较为广泛，涉

及整理的内涵界定、整理分区、整理模式以及潜力评

价与测算方法等方面。关小克等［２］探讨农村居民点

整理分区及整理模式；Ｐａｔｒｉｃｉａ等［３］对 农 村 居 民 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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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潜力评价方面，相关

研究往往以整理后增加的可利用土地面积作为衡量

整理潜力的标准，一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人均和户均

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标准法［４－５］、农村居民点 内 部 土

地闲置率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４－６］、城镇体系

规划法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４－６］、模式法［７－８］等。但

从居民点整理后耕地产能潜力的角度测算农村居民

点整理潜力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河北省临

西县为研究区，以该县４６个村为评价单元，根据耕地

分等定级评价 方 法 体 系，利 用 ＧＩＳ空 间 位 置 赋 属 性

的功能，建立了居民点整理后土地等别数据库，评价

了土地自然适宜性和国家自然质量等别，并根据相应

等别的粮食单产计算出各乡镇居民点整理产能潜力。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理，对于提高补充耕

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临西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邢台市东南端，卫运

河 中 游 左 岸，位 于 东 经 １１５°１８′—１１５°４５′，北 纬

３６°４４′—３６°５７′之间，在 首 都 北 京 市 南３４４ｋｍ处，省

会石家庄市东南１５８ｋｍ处，邢台市东９０ｋｍ处。辖

区面积为５．４７×１０４　ｈｍ２，共３０３个行政村。该县地

势平坦，中部有古堤纵观，将该县分割为上缓岗、堤下

地平两个地貌。西部海拔在３３～３６ｍ之间，东部海

拔在２８～３３ｍ之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少有倾斜，
地面坡降为１／５　０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县农村居

民点用地面积为５　５６２．７２ｈｍ２，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

面积２１８．８３ｍ２，远 高 于 国 家 规 定 人 均 用 地 面 积

１５０ｍ２控制标准的上限。村庄内部旧宅基地无人居

住，“空心村”现象严重。

１．２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包括临西县２０１１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数据，２０１１年临西县耕地质量补充完善成果，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临西县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临 西 县 村 庄 体 系

规划及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来源详实可靠。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根据土地的自然

属性，研究土地对耕地适宜与否、适宜程度及限制状

况。本研究采用的比配法，指将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地

利用要求和评价对象的土地性状进行分析比较，在此

基础上进行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与适宜性结果计算

相结合的过程。

（１）依据河 北 省 标 准 耕 作 制 度，划 分 指 标 区，选

择指标区内的评价因子，建立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

指标体系。
（２）计算标 准 自 然 质 量 分。标 准 自 然 质 量 分 代

表该区域内标准样地自然质量分的平均值，是该区域

耕地自然质量最优条件。
其求算过程可依据公式（１）：

Ｓ＝∑ＣＬ／ｎ （１）
式中：Ｓ———标准自然质量分；ｎ———指标区标准样地

个数；ＣＬ———标准样地自然质量分。
检索河北省农用地指标控制区划分及隶属范围

表，临西县在省三级区为冀南漳卫河冲积平原冬小麦

夏玉米一年两熟区，选择评价因素为表土质地、排水

条件、盐渍化情况、灌溉保证率、有机质、剖面构型等

６个因素，其权重分别为０．１５，０．０８，０．１８，０．３４，０．０８
和０．１７。计算公式为：

ＣＬ＝（０．１５ｆｘ＋０．０８ｆｔ＋０．１８ｆｂ＋
０．３４ｆｐ＋０．０８ｆｇ＋０．１７ｆ０） （２）

（３）居民点 整 理 自 然 质 量 分 的 确 定。当 整 理 的

居民点符合以上指标时，可按公式（３）计算居民点整

理自然质量分：

Ｆ＝（∑ｆｂ·ｗ）／１００ （３）

式中：Ｆ———农村居民点自然质量分；ｆｂ———农村居民

点分等因素分值；Ｗ———指标体系中所得到的权重值。
（４）居民点 整 理 潜 力 分 值 的 计 算。居 民 点 整 理

潜力分值代表通过整理的居民点土壤质量与标准样

地的接近程度，数量上等于居民点整理自然质量分与

标准自然质量分的差值。其值越小，说明该部分居民

点与标准样地自然质量差异越小，整理后的土壤质量

越优；其值越大，与标准样地自然质量差异越大，整理

后的土壤质量越低。

Ｐ＝Ｓ－Ｆ （４）
式中：Ｐ———居民点整理潜力分值。

２．２　农村居民点产能潜力测算

鉴于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下，农村居民点与耕

地的空间分布存在着紧密的自然依存关系［９］，以及在

一定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的自然本底特征与相邻耕地

的立地条件具有较强的相似性的规律［１０］。

本文采用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新增产能反映的是通

过整理能够增加的粮食生产能力，其数量上等于新增

耕地面积与新增耕地对应的等别单产的乘积，其中等

别单产以待复垦居民点相临近的耕地的等别单产为基

数，用产能潜力表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公式为：

Ｇ居 民 点＝∑
ｉ＝ｎ

ｉ＝１
Ｔｉ·Ｙ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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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居 民 点———居 民 点 整 理 产 能 潜 力；Ｔｉ———第ｉ
个新增耕地 面 积；Ｙｉ———第ｉ个 新 增 耕 地 对 应 的 等

别单产。

２．３　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首先在ＳＰＳＳ软件支持下，对各乡镇居民整理产

能潜力进行 聚 类 分 析，将 临 西 县 农 村 居 民 点 整 理 分

区，分 时 段 合 理 推 进 居 民 点 整 理 工 程。然 后，借 助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研究区分区结果进行图形化显示。

３　结果分析

根据临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专项规划和

村镇体系规划，结合其行政区规划，确定农村居民点

整理数量为８４２．１４ｈｍ２，共涉及４６个村庄。

３．１　临西县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

对该县各指标区按整理潜力分值进行排序，分值

越小，表示居民点类型与该指标区标准样地属性越接

近，整理难度越小，整理潜力越大；分值越大，表示居

民点类型与该指标区标准样地属性相差越大，整理难

度越大，整理潜力越小（表１）。依据居民点整理适宜

性分级标准，确定整理一级适宜区为宜耕地、整理二

级适宜区为宜园地、整理三级适宜区为宜林地。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１　居民点整理潜力（Ｐ）及适宜性分级

整理级别 整理潜力分值 居民点整理适宜性

Ⅰ ０≤Ｐ＜２０ 整理潜力大，整理难度小，宜整理为耕地

Ⅱ ２０≤Ｐ＜３０ 整理潜力较大，整理难度居中，宜整理为园地

Ⅲ ３０≤Ｐ＜４６ 整理潜力一般，整理难度较大，宜整理为林地

表２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结果

乡镇 宜耕地／ｈｍ２ 宜园地／ｈｍ２ 宜林地／ｈｍ２

东枣园乡 ２４．３４　 １０４．７３　 ０．００
河西镇 ０．００　 ８５．０５　 ０．００
大刘庄乡 １１４．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老官寨镇 ５１．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吕寨乡 ８５．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临西镇 ２６．２１　 １７７．００　 ０．００
尖冢镇 １９．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下堡寺镇 ３７．５９　 ０．５０　 ０．２４
摇鞍镇乡 １１５．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总 计 ４７４．６３　 ３６７．２８　 ０．２４

通过适宜性评 价，临 西 县 居 民 点 整 理 宜 耕 地、宜

园地和宜 林 地 面 积 分 别 为４７４．６３，３６７．２８和０．２４
ｈｍ２。其中宜耕地比例占总整理面积的５６．４２％，主

要分 布 在 大 刘 庄 乡 和 摇 鞍 镇 乡；宜 园 地 比 例 为

４３．６６％，主要分布在临西镇、东枣园乡和河西镇；宜

林地比例较小，主要分布在下堡寺镇。形成差异的主

要原因为：下堡寺镇农村居民点占用的土地以黏质沙

土为主，土壤质地差，有机质含量低，该类土地如复垦

为耕地其经济效益较差，容易产生土壤退化。大刘庄

乡和摇鞍镇乡土地质量好，土 壤 以 黏 土 为 主，有 机 质

含量也较 高，地 下 水 充 足。该 类 土 地 如 果 复 垦 为 耕

地，其经济效益好，可持续利用。

３．２　临西县农村居民点整理产能潜力分区

根据产能理论，居民点整理出的耕地因为质量等

别不同，对应的单产也不同。通过对农村居民点整理

进行适宜性评价，得出宜耕居 民 点，进 而 得 出 宜 耕 地

等别单产，根据公式（５）计算得出居民点整理 产 能 潜

力。然后，根据居民点整理产能潜力计算得出各乡镇

整理粮食产能，然后结合各乡 镇 整 理 能 力、经 济 发 展

状况和农民整理意愿，将各研 究 区 分 为 一 级 整 理 区、
二级整理区、三 级 整 理 区（图１）。其 中，一 级 整 理 区

包括摇鞍镇和大刘庄乡，整理产能为３　２３８．５２ｔ，摇鞍

镇和大刘 庄 乡 经 济 发 展 状 况 较 好，整 理 产 能 潜 力 巨

大，加上农民整理迫切度和意愿较高。农村居民点整

理以村内改造为主，加强对村 庄 内 部 闲 置 土 地 复 垦、
控制宅基地进行开发复垦，提 高 土 地 利 用 效 率，优 化

结构，积极推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二级整理区包括

吕寨乡和老官寨镇，整理产能为１　９６４．８０ｔ，吕寨乡和

老官寨镇整理产能潜力适中，整理后的耕地灌溉及排

水条件的分值较低，适合改善 设 施 条 件，以 便 中 期 整

理。三级整理区包括下堡寺镇、临西镇、尖冢镇、河西

镇和东枣园乡，整理产能为１　５３６．１３ｔ。这５个乡镇

整理产能较低，经济水平相对 不 高，短 期 内 不 适 合 进

行居民点整理。

图１　临西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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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建立 了 研 究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整 理 产 能 潜 力 测

算模型，在耕地产能核算研究 的 基 础 上，通 过 适 宜 性

评价确定居民 点 整 理 新 增 耕 地 数 量 为４７４．６３ｈｍ２，

新增园地数 量 为３６７．２８ｈｍ２，新 增 林 地 数 量 为０．２４
ｈｍ２。

（２）结合新一轮耕地质量补充完善成果，确定整

理后的耕地等别，利用产能理论分别计算出各乡镇对应

的新增产能，并得出临西县新增产能大小为６　７８３．４５ｔ。
（３）利用聚类分析法对研究区居民点进行分区，

得出一级整理区可新增产能３　２８２．５２ｔ，二级整理区

可新 增 产 能１　９６４．８０ｔ，三 级 整 理 区 可 新 增 产 能

１　５３６．１３ｔ。
（４）不同的 评 价 目 的、整 理 潜 力 计 算 方 法，构 建

的指标体系不同，整理潜力大 小 会 存 在 不 同，分 区 结

果也会有所差异。本研究中，居民点整理潜力是在产

能理论的基础上评价计算得到的，居民点整理新增土

地，在未来土地利用中，不仅要 考 虑 土 地 的 耕 地 质 量

等适合耕作的条件，还需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

设用地适宜性等方面的约束 条 件。加 强 居 民 点 整 理

后土地利用方式的研究，将会是未来居民点整理研究

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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