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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

化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快速城市化与工业

化的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

(周少甫等, 201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收入

不均等状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 夏传文等,

2010)。日益严重的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不仅有

损社会公平与公正，不利于效率的发挥，影响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是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潜在

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杨国

安等, 2010)。针对上述问题，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于

新世纪伊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并在

“五个统筹”中突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将其放在首

位。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又突出了“城乡统筹”概

念，强调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杨国安等, 2010)。不同学者针对城乡差距现状(陈

红霞等, 2009; 李小丽等, 2003)，城乡统筹的内涵(陈

鹏, 2010; 钟春艳等, 2007)、发展策略 (房艳刚等,

2005)、实现目标(黄国胜等, 2009; 黄伟雄, 2002)等

方面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是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将

城市与农村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等城乡协同发展措施，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增长目标。土地既是城乡存

在的载体，又是城乡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因而土地

利用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在城乡统筹土地利用研究方面，部分研究人员

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张衍毓等, 2009, 2010)，特别是

切入当前“三农”问题，从乡村地理学的视角，围绕

土地利用与乡村转型发展，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索，重点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动力机制、调控模

式，取得了显著进展(龙花楼, 2012a, 2012b, 2013)。

但总体来看，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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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

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

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

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

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

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

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

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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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式上，以土地政策研究为主，大多停留在定

性分析层面上，而且与城乡统筹结合不紧密，特别

是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机理研究较为缺乏。

20世纪末，针对城市蔓延问题，城市精明增长

理论在美国兴起。它通过采取分区引导、土地混合

使用、废弃地再利用等精明增长措施，达到控制城

市蔓延，促进城市再发展，保护城市资源与环境的

目的(Adams et al, 2000; Krueger et al, 2008)。城乡

统筹发展需要解决好城乡之间的人地关系问题，而

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则统筹考虑了城市内部各要素

的流动与优化配置问题。因而，本文拟借鉴精明增

长策略，探讨土地精明利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机

制机理，从而为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

实践参考。

2 城乡统筹系统

一般而言，一个区域系统由城市系统和乡村系

统两个子系统组成。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联

系。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城

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将成为阻碍城乡发展的主要因

素，要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实施

城乡统筹发展。

2.1 城乡统筹系统的定义

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要求处理和协调好

城乡地域系统内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但是由

于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

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模糊界面，边界内外(城乡

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这个边

界可能是有形的，如行政区划、地域景观等；也可能

是无形的，如户籍制度、二元结构等。模糊界面的

位置与影响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诸多因素有

关，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因素集F(卞正富, 1999)。

据此，由一系列城乡社会、经济、环境要素组成

的因素集F所影响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子系统统称

为城乡统筹系统。而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就是要

通过一系列调控措施与政策措施，优化因集F中的

各要素值，从而实现打破城乡村之间的壁垒，促进

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最

终达到城乡和谐共生，实现城乡一体化。

2.2 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

依据上述定义，从广义上来说，城乡统筹系统

的界面又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1)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从图 1a中可以看

出，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的界

面，这个界面是有形的；

(2) 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如图1b所示，当把城

乡看作一个整体，城乡统筹前是一个系统，城乡统

筹后是一个系统，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无形的；

(3) 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城乡作为一个整体，一

个城乡系统与相邻的另外一个城乡系统之间也存

在着一个界面，见图1c。

2.3 城乡统筹系统的性质

总体而言，城乡统筹系统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系统要素的复杂性。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

要素众多，不仅包括城乡资源环境方面的因素，还

包括城乡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它们之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城乡统筹系统要素集F。

(2) 系统范围的有限性。虽然影响城乡统筹系

统的要素众多，而且相互作用复杂，但是各个要素

的取值有一定范围，即各个要素的影响范围有限，

因而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城乡统筹系统的范

围也是有限的。

(3) 统筹系统的动态性。由于影响城乡统筹系

统的要素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种物质流、能量流、

信息流在城乡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因而决定了

城乡统筹系统的动态性。

(4) 统筹系统的突变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集

F中的各个因素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决定了城

乡统筹系统的演变过程，这是一种由渐变到突变，

图1 城乡统筹界面类型

Fig.1 Types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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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 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要素

城乡之间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相互交

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城乡地域系统。其中影响城

乡统筹发展，阻碍城乡统筹界面过程的主要因素不

仅有城乡发展现实的客观因素，还有农户城乡统筹

发展的主观因素，也有人为政府政策的体制因素。

3种城乡统筹界面要素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图2

所示。城乡现实和农户意愿提供给政府必要的信

息，它们是政府制定相关城乡统筹政策的依据。政

府政策反过来又会影响城乡现实与农户意愿，政府

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城乡现实，提高农

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农户

意愿是农民对于城乡现实的具体反映，而城乡现实

反过来又会影响农户的意愿。三者共同作用于城

乡统筹发展这一目标。

3.1 城乡现实：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平台

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因素主要涵盖了资

源禀赋、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张

振杰等, 2007)。这些影响因素是实现城乡统筹发

展的基础，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只有搭

建好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平台，完善城乡统筹发展

的各项配套设施，才能切实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没有城市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转移就将失去载体与

平台，就会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的实现。

3.2 农户意愿：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

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户对当前生活、生产、社会福

利、生态环境的现状感受，他们对城乡差距的认识，

对城乡生活的喜好等都将影响着城乡统筹发展的

进程与实施难度；同时农民作为城乡统筹实施的载

体，他们对城乡统筹政策与措施的认知程度、支持

程度也将影响着城乡统筹发展。农户意愿对城乡

统筹发展的实施及其模式的选择将产生根本性的

影响，它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

3.3 政府政策：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力

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

一方面是要通过制定和采取一系列富民惠民的政策

与措施逐步引导农民致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

高他们的福利水平，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要

通过政策引导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为城乡统筹发展搭建好平台。因而，

政府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力。

4 城乡统筹调控原理

4.1 突变理论

突变理论由法国数学家Rene Thom于 1972年

创立，它以拓扑学为工具，结构稳定性理论为基础，

研究动态系统从一种稳定组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

组态的数学理论。突变理论采用包括状态变量和

控制变量的势函数 V(x) ( x为状态变量)来描述一个

动态系统；令 V '(x) = 0 ，可以得到势函数所有临界点

集合成平衡曲面方程；令 V "(x) = 0 ，得到该平衡曲面

的奇点集；联立 V '(x) = 0 和 V "(x) = 0 ，得到分叉集。

在突变理论中，尖点突变是指只有两个控制变量

u、v和一个状态变量 x的突变形式(凌复华, 1987)。

势函数为：

V (x) = x4 + ux2 + vx (1)

突变流形 M ：

V'(x) = 4x3 + 2ux + v = 0 (2)

奇点集，即突变流形 M 的一个子集 S ：

V"(x) = 12x2 + 2u = 0  (3)

式(2)和式(3)联立消去 x ，得到分叉集 B ：

8u3 + 27v2 = 0 (4)

如图3所示，突变流形 M 为V '(x) = 0 所确定的

褶皱曲面；奇点集 S 为V "(x) = 0 所得到的突变流形

M (褶皱曲面)上尖点形褶皱的两条折痕；分叉集B

图2 城乡统筹系统要素相互作用关系

Fig.2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ystem elements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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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V '(x) = 0 和V "(x) = 0 联立消去x，得到的突变流

形M(褶皱曲面)的皱折在 u - v 平面上的投影曲线。

突变流形M(褶皱曲面)上有 3个可能的平衡位置，

即上叶、中叶、下叶，其中上叶和下叶表示系统处于

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叶则表示系统处于不稳定的平

衡状态，系统如果在上下叶相互转换的过程中跨越

了折叠线，则表示系统的状态发生了突变(突跳)。

4.2 城乡统筹突变特性

在一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内，随着城乡区位

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城乡系统总是处

于动态变化之中，在城乡系统内外因相互作用下，

其内在机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城乡系统会从一种

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当城乡系统处于稳定状

态，外界的作用不超出其保持稳定的允许范围时，

系统仍将处于稳定状态；外界的作用一旦超出了稳

定的许可范围时，城乡系统将会从稳定状态演变为

不稳定状态。这种演变过程是一种由渐变到突变，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般来说，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内部

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城乡统筹状态作为状态变量

(x)，两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内部因素(u)和外部因素

(v)，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工农业产

值比、农用地单位面积产值和非农产业人口比重

等；外部因素涵盖城市化率、人均GDP、二三产值比

重、交通通达性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城乡统筹尖点

突变模型如图4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突变流形 M(褶皱曲面)表

示在内外因控制下的城乡系统统筹状态，突变流形

M(褶皱曲面)的褶皱在 u - v 平面上的投影，即城乡

统筹系统发生突变的各状态值的投影组成了分叉

集B。突变流形M(褶皱曲面)的上叶表示城乡系统

在统筹之前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状态，如图4中的状

态点A、E、F。中叶表示城乡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

态，如果城乡统筹系统的变化经过分叉集，跨越折

叠线，说明城乡系统在内外因的作用下发生了突

变，城乡系统的统筹状态发展了质变，将从城乡发

展不平衡阶段进入城乡统筹阶段，如图中的城乡发

展不均衡状态点A经过状态点P和C到达城乡统筹

状态点 D；如果城乡系统状态的变化不经过分叉

集，城乡系统的统筹状态将不会发展突变，如图中

的城乡发展不均衡状态点F到达状态点G，尽管系

统发生了变化，但不会有突变性产生，实现不了城

乡统筹发展。突变流形M(褶皱曲面)的下叶也表示

城乡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但表示城乡系统处于城乡

统筹后的稳定状态，在内外因的作用下，城乡系统

处于良好状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都达到较

好状态，如图4中的城乡统筹状态点D。

总体来看，城乡统筹尖点突变模型具有双模态

性、不可达性、突跳性、发散性和滞后性等突变

特性：

(1) 双模态性

城乡统筹的双模态性表现在处于突变流形M

(褶皱曲面)中叶的状态点(如状态点P)存在着两种

可能的状态或位置，即对于处于突变区的状态点P，

有可能在内外因的作用下，经过状态点C到达城乡

统筹状态点D，实现生活、生产、福利、生态等方面的

全面统筹；也可能尚不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处

于潜在的城乡统筹状态，两种状态也易相互转化。

(2) 不可达性

城乡统筹的不可达性是指城乡系统在实现统

图3 尖点突变模型

Fig.3 Tipping point catastrophe model

图4 城乡统筹尖点突变模型

Fig.4 Tipping point catastrophe model of urban-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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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变点，这个突变点处于不稳

定的平衡状态，由于城乡系统在这个位置发生了突

变，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方向发展，因而这个位置

或状态是不可达到的。

(3) 突跳性

城乡系统的突跳性是显而易见的，当城乡社会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和农

民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各种推动因素达到一定的程

度，超出了城乡系统自身的承受能力，系统将发生

突变现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系统就会达到

城乡统筹后的稳定阶段，这是由系统内外因相互作

用的结果。

(4) 发散性

对于处于突变流形M(褶皱曲面)上叶稳定状态

的A点(图4)，城乡系统处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稳定

状态，控制变量(如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微小的变化

或浮动只会引起状态变量(城乡系统)微小的变化，

这种变化尚不能改变系统的稳定性，系统不会发生

突变，城乡系统仍处于城乡发展不均衡状态；而对

于处于突变流形M(褶皱曲面)中叶的状态点P，控

制变量(如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微小的变化或浮动将

会引起城乡系统发生巨大的变化，系统将会发生质

变，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5) 滞后性

如果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使城乡

系统发生突变，对于接近发生突变的状态点 C(图

4)，城乡系统将会进入城乡未统筹的稳定状态点

A，这时要使城乡系统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须加

快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内外因作用达到一定

程度，系统将会发生突变，城乡系统将会从城乡发

展不均衡状态点A进入到城乡统筹稳定状态点D，

但系统在发生突变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突变区的状

态点P，状态点P处的城乡社会经济状况必然与状

态点 C 处的城乡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这就是滞

后性。

4.3 城乡统筹突变区域

由上述公式(2)可进一步得到系统的状态曲面

x3 + ux + v = 0 ，公式 (4) 为状态曲面的判别式：

Δ = 8u3 + 27v2 。对于该判别式有：

(1) 当 Δ = 8u3 + 27v2 > 0 时，方程有 1 个实根和

1 对共轭虚根。满足该条件仅有 1 个 x 值与 u 、v

相对应，此时 u、v 在尖点型区域外，系统处于稳定

状态；

(2) 当 Δ = 8u3 + 27v2 < 0 时，方程有 3 个不相等

的实根。满足该条件有 3 个不同的 x 值与 u 、v 相

对应，此时 u 、v 在尖点型区域内，系统处于不稳定

状态。

(3) 当 Δ = 8u3 + 27v2 = 0 时，方程有 3 个实根，

其中有 1个两重根。若 u = v = 0 ，则 x = 0 ，此时u、v

在尖点上；在 u - v 平面上的两条曲线即是突变区域

的边界。

令 8u3 + 27v2 = 0 ，得 v = ± - 8
27

u3 ，由此式可知

u < 0 ，即尖点型突变的位置在 v轴的下方(图 5)，而

且尖点型突变区域的边界曲线对称于 u 轴。因而

将整个尖点突变区域分为稳定区、潜在突变区和突

变区3个区域。由此分析，可以根据建立起来的城

乡统筹尖点突变模型将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划分为

城乡未统筹、城乡统筹、城乡已统筹3个阶段。

(1) 城乡未统筹

Δ > 0 ，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

工业化水平较低，其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

没有形成辐射效应；城乡各生产要素流通存在障

碍，没能得到有效配置，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

乡村内在的发展机制还不完善，缺乏自身发展的动

力，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较弱，农村经济落后，基础

设施不完善，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农业生产落后，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

(2) 城乡统筹

Δ < 0 ，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

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较高，其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带

动作用逐渐增强，并形成了一定的辐射效应；城乡

各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配置，乡村正在

逐步完善内在的发展机制，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正在

图5 城乡统筹突变区域

Fig.5 Tipping area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671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3卷 第5期

逐步增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基础设施趋于

完善，农民生活水平较高，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村

生态环境质量较好。

(3) 城乡已统筹

Δ > 0 ，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

工业化水平发达，其发展对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辐

射带动作用；城乡各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乡村

内在的发展机制完善，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较强，

农村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农民生活水平殷实，

农业生产发达，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较高。

4.4 城乡统筹的目标

总体而言，城乡统筹发展最终是要实现包括

“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在内的

四大目标。

(1) 生活殷实

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在农村，衡量城乡统筹发

展好坏的关键在于农民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了提

高与改善。只有农民收入提高，生活得到改善，农

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通过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

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壮大农村实体

经济实力，促进农村增收，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最终

达到农民生活殷实的目的。

(2) 生产繁荣

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

根本保障，只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繁荣，农民收入才

能得到提高，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才能得到保

障。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持续不断地“输血”，

更需要通过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其“造

血”功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发展。

(3) 福利共享

当前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体现在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上，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城乡社会保障

的差异上。城乡居民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等方

面享受了不同的“国民待遇”，农村居民享受不到改

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因而，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

中，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提高农民社会

福利待遇，实现城乡社会福利共享。

(4) 生态优美

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的面貌和环境卫生条

件也较差。而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旧

村改造，新居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一起规划，一起建设，一起更新，建设现代新

村，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和村落面貌，提高农民的

生活质量，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达到农村

生态环境优美的目的。

5 土地精明利用与城乡统筹发展调控

5.1 城市精明增长理论

精明增长理论起源于美国城市增长管理研

究。它是针对城市蔓延问题，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基础上通过城市管理措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

调发展的一种紧凑、集约、高效的城市增长模式

(Daniels, 2001; Daniels et al, 2005)。由城市精明增

长调控机理(图6)可以看出，精明增长主要针对“郊

区化”和“城市蔓延”现象，通过采取多种手段和措

施对城市增长进行约束或引导，来抑制城市蔓延；

达到城市空间紧凑、经济健康发展、资源有效保护、

城市生活宜居等城市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理论主要采取划定城市增长

边界、公共交通引导、实行区域差别化政策、发挥经

济杠杆调节作用、废弃地再开发与再利用等调控

工具。

5.2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发展调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城乡统筹的内涵与

精明增长的思想是类似的，即是通过政策引导各

要素配置，最终实现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与社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城乡统筹是以

农村为中心的城与乡之间的互动，精明增长是城

市内部各要素的流动，城乡统筹是精明增长的外

延，是精明增长在中国的发展，精明增长是城乡统

筹的内涵。

在城乡统筹系统中，主要涉及自然子系统、经

济子系统和体制子系统等三重相互关系与相互作

用，而系统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都依托于土地

这一载体，通过土地空间格局与土地利用变化得以

反映，两者相互影响，是一种耦合关系 (龙花楼,

2012a, 2012b, 2013)。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

料，又是城市建设的空间场所，因而土地能够架起

城乡之间的桥梁，以土地为纽带，能够实现城乡之

间各种要素的有效配置，并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

展。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手段。因而，借鉴城市精

明增长理论，在城乡区域土地内，利用土地精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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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策略，通过城乡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利用方式的

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之间各种要素流动的障碍，最

终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

在城乡统筹系统中，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

因素包括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等 3个方

面，城乡统筹系统调控目标涵盖生活殷实、生产繁

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 4个方面。为调控城乡统

筹系统要素，并最终实现城乡统筹系统调控目标，

提出包括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在内的 3

个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工具，通过 3个工具，优化城

乡统筹系统要素的取值范围，消除城乡两个系统之

间的模糊界限，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基于

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机理如图 7

所示。

5.3 土地精明利用的实现工具

“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

利用实现工具相互作用关系如图 8 所示。农地整

治的大力推进，一方面将有利于村镇改造的顺利进

行，推动中心村建设和新居建设，另一方面将会促

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村镇改造的

进行，将会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推动农

地整治的实施；村镇改造后整理的剩余农村建设用

地通过空间置换满足城市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土

地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

空间置换等农村要素合理配置后，农地规模化经

营，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一步促进农地整

治和村镇改造的实施。

(1) 农地整治

农地整治，就是以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为平台，通过开展农田整治、发展非农产业、

促进城乡互补等措施，推进田、水、路、林、村、房的

综合整治，真正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有良方，土地节

约集约有增量，农民安居乐业有保障，城乡统筹发

展有希望”的目标。通过对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整理

复垦，在增加耕地面积的同时，将会提高耕地的质

量，从而为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创造

了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土地流转，结合本地优

势，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同

图7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机理

Fig.7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harmonizd system based on land smart use

图6 城市精明增长调控机理

Fig.6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smar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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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村镇改造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示意图

Fig.10 Urban-rural harmonized through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时积极培育乡村旅游、生态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

业观光旅游、休闲体验旅游。开展农地整治，实现

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带动

和促进农村三大产业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民

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农地整治推动城乡统筹

发展如图9所示。

(2) 村镇改造

村镇改造是指对农村旧房进行改造、新居建

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一起规划，

一起建设，一起更新，建设现代新村。村镇改造通

过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盘活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补充耕地，满足农业生产的需

要；另一部分可用来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二三

产业的发展，进而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建设

用地的有效集聚，农民集中统一居住，将会加快农

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同时村镇改造实现了土地资

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改善了农村原有脏、乱、差的面

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村镇改造推动城乡统

筹发展如图10所示。

(3) 要素配置

要素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如图 11所示。通

过对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加大土

地流转的实施力度，将会促进农村土地分散经营向

规模化经营转变，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将会带动农

业的专业化和产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

移，将减小农村发展的人口束缚，为土地的规模化

经营、农村的产业化和工业化创造条件，从而增强

农村经济活力，提高农民收入。剩余农村建设用地

通过空间置换，减少城镇建设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

的占用，即保证了耕地数量又解决了城镇发展对于

建设用地的需求，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通过以土

地为主的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达到提高

农民收入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

图8 三大土地精明利用实现工具相互作用关系

Fig.8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tools for realizing

land smart use

图9 农地整治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示意图

Fig.9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through consolid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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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要素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示意图

Fig.11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through elements’reallocation

6 结论

(1) 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现

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

发展的基础平台，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

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

的外部引力。

(2) 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利用“农地整治、

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可消除城

乡界面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

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能够实现包括“生活殷

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在内的城乡统

筹发展目标。

(3) 本文只是对城乡统筹发展调控进行了初步

分析，为了更好地利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进行研

究，有必要在今后开展城乡统筹系统的实用案例研

究，运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发展作进一步的讨论

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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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urban-rural harmony system based on land smar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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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realization of harmonized regional urban-rural develop-

ment. Firstly,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cept, interface and properties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Second-

ly, we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n,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stud-

ies the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by the use of catastrophe theory, and employs urban smart growth theory

to bring forward the idea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utilizing land smart use to regulate urban-rural

system elements. Harmoniz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within a regional urban-rural system. A fuzzy interface exists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because of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and the dual social system structure in urban-rural areas. There

is an obvious gap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between the urban area and the rural area. There-

fore, urban-rural system is defined by two subsystems of the city and the villages affected by a fuzzy interface.

The fuzzy interface is determined by a series of urban-rura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in-

terface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includes three types: interface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ies, interface

between the urban-rural system prior to and after harmonization, and interface between one urban-rural system

and the others. The properties of an urban-rural harmonized system include the complexity of the system ele-

ments; limited scope of the system;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verall sys-

tem. Main factors affecting urban-rural system harmonization are urban-rural reality, farmers' will, and govern-

ment policy. Urban-rural reality is the basic platform of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Farmers' will is

the bottom-up intrinsic motivation. Government policy is the top-down guiding force. Land is not only the basic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space for urban construction, so land is the bridge and linkage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the thinking of smart

growth theory. They all realiz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roduction elements.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focuses on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ereas smart growth theory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flow of elements in in-

ner city.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land smart use tools-consolid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

lages and towns; elements' reallocation.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in the amount,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urban-rural land use will eliminate the barriers of elements' mobility between urban-rural systems and promote

the two-way flow of various elem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and smart use can enhance rural econom-

ic vitality, ensur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the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goals characterized by a well-off living, prosperous production, commonly

shared welfare, and healthy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 smart use; urban smart growth; urban-rural harmonized development; system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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