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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助推农村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能逐渐多样化和非

农化，由此对农村居民点内部地类辨析、演变规律及驱动力探讨等提出了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点用地类

型、结构及功能，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以及用地景观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总结，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经

济发展及农户生计变化息息相关。都市郊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就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多样化

以及功能和景观的非农化，传统农区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废弃和景观的空心化。当前，无论

从技术手段还是研究内容看，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仍以现象描述和解释为主，未来应逐渐向实践应用拓

展和深化，并加强微观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创新。在微观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演变模式提炼基础上，深

入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方向，将凸显乡村

聚落地理研究的政策出口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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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和

农区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金其铭, 1989)，在过去几

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一直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态(费

孝通, 2001; 鲁西奇, 2013)。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

力水平低下，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来源，农

村居民点用地以宅基地为主，用地类型及功能相对

单一(张佰林等, 2015)。1984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

会发布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将农村居

民点定义为“镇以下的居民点用地”，《全国土地分

类》(过渡期间适用)将其定义为“镇以下的居民

点”。两个分类系统均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图斑

和最基础的土地利用类型，原因之一是基于农村非

农经济不发达，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单一的时代背

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促使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伴随这一进

程，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能承载逐渐多样化

(Zhu et al, 2014)，将农村居民点视为最基础地类的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系统显然已难以揭示农村居民

点内部用地的多样性，也难以适应土地精细化管理

的需求(朱晓华, 丁晶晶, 等, 2010)。因此，新一轮的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从土地用

途等视角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细分为住宅、工矿仓

储、商服及公共设施等用地类型，为农村居民点用

地微观尺度研究提供了基础。基于农村居民点用

地由以宅基地为主到多样化演变的趋势，本文将农

村居民点用地的微观尺度界定为地块尺度，即单个

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区别把农村居

民点视为一个图斑的中宏观尺度。

农户生计的多样化也导致了农村居民点用地

类型显著的区域分化：经济发达地区和都市郊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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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就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

能的非农化；而在传统农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户

生计非农化的呈现形式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闲置、废弃和农村的衰败。当前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相关研究多将其视为一个图

斑，从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姜广辉等, 2008)、布局

(朱雪欣等, 2009)、演变及驱动力(田光进等, 2003;

Yang et al, 2015)、类型划分(张瑞娟等, 2015)等方面

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指出在农村人口逐年减

少的情况下，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不降反增，以及

农村居民点用地粗放和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为农村

居民点整治及调控提供了决策依据 (李裕瑞等,

2010)。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的薄弱，导

致一些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和管理实践过

于粗糙，难以实现土地精细化管理的目标。例如，

农村居民点整治过于重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将

其视为一个图斑，考虑的重点是整治潜力，忽视了

内部用地类型及其功能承载的多样性(张凤荣等,

2016)；以“城市社区”为标准的新村建设与农户生

计需求形成错位(张强, 2007)，楼房无法替代原有农

村宅基地的多功能尤其是生产功能(如宅基地内部

的禽畜圈养用地)，导致农户生计成本提高(信桂新

等, 2012)，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陈秧分

等, 2011)。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就是要突

破将农村居民点用地视为一个图斑的局限，研究农

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的变化机理和功能演替(分

化)过程，以期冲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管理的

理论支撑瓶颈。

已有文献对农村居民点有不同的叫法或称谓，

如村庄及乡村/农村聚落，从土地利用视角辨析，这

些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同(曾山山等, 2011)，包括农民

居住区的住房用地、附房用地以及晒场、庭院等，以

及村内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而农村宅基地

作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构成的主体(龙花楼等, 2005)，

尤其是在山区等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甚至可以视为

农村居民点用地(冯应斌等, 2015)。因此，本文农村

居民点用地包括了村庄、乡村/农村聚落和农村宅基

地。基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新特征及土地精

细化管理的需求，从地块尺度系统综述中国快速工

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

究进展并提出展望，为适时调整农村居民点用地管

理及农村居民点整治政策提供指导，并对后续研究

有所启示。

2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及功能研究

在社会经济加速转型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

类型及其功能演变呈现新的特征。其经历着转型

重构的过程，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及功能辨

析、演变及驱动力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同时，构成

农村居民点用地主体的宅基地用地组合特征也随

着经济发展和农户生计变迁而不断演化。

2.1 农村宅基地用地组合特征及演变

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构成主体，

不仅承载了农户日常作息、生活居住等功能，也是

农户重要的生产空间，是与农户生计息息相关的多

功能复合体(信桂新等, 2012)。农村宅基地用地组

合特征演变及其与农户生计的关系研究成为指导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管理的重要突破口。

农村宅基地内部不是一个同质的空间，而是农

户依据其需求分割成的异质空间，并具有多种功

能。根据土地用途将农村宅基地识别为住房等生

活用地和圈养、堆棚等生产用地，随着农户非农兼

业水平的提高，其宅基地内部生产性用地比重下

降，生活性用地比重提升，宅基地用地类型组合逐

渐简化(周婧等, 2010)。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时

期，西南浅丘带坝区的农村宅基地以“住房+院坝+

堆棚+圈舍+林盘”为主，随着时间推移，宅基地中用

于农业生产的堆棚和圈舍消失(吴旭鹏等, 2010; 张

玉英等, 2012)。农户非农兼业水平的提升还会促

使农村宅基地利用集约度逐渐提高，并向纯居住功

能转变。例如，在西南丘陵山区农村宅基地用地类

型组合简单化的同时，住宅也由平面向立体发展，

即由1990s之前的平房，发展成为1990s之后的二层

甚至三层楼房，集约度提高(王成等, 2014)；对冀鲁

豫的农村居民点调查发现，农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

空间在经历了恢复和重组后逐渐弱化，生活空间的

地位持续提升(房艳刚等, 2012; Fang et al, 2014)。

农户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村宅基地的结构和功

能特征，农户生计的兼业化和非农化，一方面对农

业生产的依赖性降低，舍弃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圈

舍，导致宅基地用地组合简单化(吴旭鹏等, 2010;

张玉英等, 2012)；另一方面也促使农村宅基地利用

集约度逐步提升(周婧等, 2010)。即农户通过改变

宅基地用地组合类型的方式来适应其生计方式的

转型(房艳刚等, 2012)。

结合农户生计的农村宅基地用地组合特征研

1050



第9期 张佰林 等：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进展及展望

究，清晰地揭示了农户生计需求及其变化对农村宅

基地内部各组成部分及功能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互

动机理，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管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启示，即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应与农户生计需求相

适应。为此要求：①根据农户生计结构和经济发展

水平，设计不同的宅基地用地标准(晨光等, 2015)。

例如，在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的宅基地内部不但包

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

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因此其

宅基地规模往往偏大；②在农村居民点整治后新村

住宅设计时，要尊重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尤其是

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时，要充分考

虑宅基地所承担的农业生产功能，谨慎推进“房改

居”工程建设(张佰林等, 2015)。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多类型用地构成的复合

体，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呈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表 1)。在广大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内部有相当

大比例的种植用地和养殖用地，这些土地具有农业

生产功能，是农户生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凤

荣等, 2016)。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都市郊区，农村居

民点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如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

内部出现大量工商企业用地及服务用地(李灿等,

2013; 李裕瑞等, 2013)。即随着与城市的邻近，农

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的多样化指数提高，农村居民点

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是刻画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分

异最突出的因素(姜广辉等, 2007)。现有研究揭示

了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的特征：边远地区

和传统农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组合简单，以宅

基地为主并兼有一些种养殖用地；在非农经济辐射

强烈的都市郊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逐渐丰富，

向城镇型用地类型转换趋势明显。

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的地域分异特征，是

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等土地管理实践工作的重要

依据(姜广辉等, 2007; 李灿等, 2013)。应根据不同

区位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特征，合理安排城乡产

业用地布局，提出各自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治模式

与途径(曹子剑等, 2008)。例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中将农村居民点内的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畜禽的土

地都调绘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即建设用地，如果扣除

这部分具有农畜产品生产功能的土地，农村居民点

整治潜力并非很大(张凤荣等, 2016)；受建设用地指

标约束，城镇用地扩展更多依赖农村居民点用地撤

并来实现，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存在

的工矿、仓储及商服用地是农户非农生计需求的结

果，应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

先用于本村非农经济发展(张佰林, 2015)。

2.3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演变及驱动力

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演变体现在其内部各种

用地类型随着时间推进而呈现的组合类型及多样

性的变化，是在社会经济加速转型和农户生计变迁

的背景下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客观规律。在传统

农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滞缓及非农经济不发达，农

村资源要素大量外流，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变化不

明显。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更多的体现在用地规

模的增长和宅基地闲置废弃方面(Liu et al, 2014)。

例如，山东禹城赵庄村2008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比1967年增加了1.26倍(王介勇等, 2010)。农村居

表1 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及特征

Tab.1 Land us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区位

丘陵山区

平原农区

乡村旅游区

都市郊区及经

济发达地区

地区

重庆合川

山东沂水

吉林昌邑

山东禹城

河北野三坡

北京13个区县

广东佛山

江苏无锡

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及特征

宅基地占绝对主导，宅基地内兼有晒坝、圈舍、堆棚等农业生产和服务用地

宅基地占绝对主导，宅基地内兼有庭院和储物间等农业生产和服务用地

宅基地为主，兼有大量种养殖用地(部分是农用地，也有部分为农户院落)

住宅用地为主，兼有部分工矿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村庄空心

化普遍

旅游住宿用地、旅游购物用地、旅游娱乐用地、普通住宅用地和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旅游住宿用地是主导的用地类型

宅基地、工商企业用地、村民管理机构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和闲置用地；前2

类占比分别为64.5%和21.9%

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和内部道路用地；前3类占比

分别为36.1%、13.8%和10.7%

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贸物流仓储用地、旅游住宿用地和公共服务用地；前

2类占比分别为48.5%和48%

文献来源

张玉英等, 2012

张佰林, 2015

张凤荣等, 2016

王介勇等, 2010; 朱晓华,

陈秧分等, 2010

席建超等, 2014a

姜广辉等, 2007

魏开等, 2012

陈诚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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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点用地规模增长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吴文恒等,

2008)，其扩展的空间格局也随时间演变而经历了

渐进式蔓延扩展、突变式非地扩展和填充式补充扩

展等阶段(王介勇等, 2010)。人口大量增加、核心家

庭地位提升与农户居住需求增长、农户收入增长、

村庄内外部环境的反差、村庄土地规划缺失与管理

缺位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主要原因(吴文恒

等, 2008; 王介勇等, 2010)。

随着市场经济在广大农区的渗透，都市郊区和

经济发达区的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农村居民点

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经历了乡村工业化的东南

沿海农村居民点过去 30多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显著

特征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非农生产用地比例增

加(魏开等, 2012)；旅游地农村居民点用地格局由单

一的农民居住型用地向满足旅游者多样需求的住

宿、餐饮、购物、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席建超等,

2011; 席建超等, 2016)，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

土地利用集约度越高，旅游用地愈加完善(席建超

等, 2014b)。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市场需求是促

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多样化、非农化的根本动

力，农户行为的理性调整则是内在动因(席建超等,

2011)，土地转用的产业升级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相对

于转用成本的差异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化和非

农化的核心动力(魏开等, 2012)。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一方面，农村居民

点用地扩展迅速；另一方面，在非农经济影响显著

的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逐渐多样化，由简单

的居住用地为主逐渐向居住、工业、商服、旅游等多

元化用地转变。从土地利用视角，阐述农村居民点

由以宅基地为主，演变为用地类型多样化和非农产

业用地发展的过程，可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

调整与优化等提供参考。

2.4 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及演变

传统农业社会，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农户提

供居住和农业生产功能，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

进，农村居民点非农生产功能迅速发展，为农户提

供的功能也日益增多。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承载的

要素和功能是不同的(陈靖等, 2005; 刘沛等, 2010)，

张佰林等(2014)借鉴《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构建了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与承

载功能的对应关系(表2)，从土地利用功能视角为农

村居民点用地功能研究提供了最直观的载体。

从农户的实际需求看，为其提供“安居乐业”的

生活和生产功能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最重要的功能，

也是农户不断能动地改造农村居民点最为突出的

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生

活功能的追求不断提升，表现为对住宅建材的更新

和居住空间的优化等方面(张佰林等, 2015)。农村

居民点用地功能的分化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功能方

面。在广大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

地为主，生产功能体现在：改革开放前农户利用庭

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改革开放后在宅基地内修

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21世纪后将庭院

硬化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

具，农业生产特性明显(张佰林等, 2015)。东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生产功能逐步转

向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功能 (陈诚等,

2015)，农村居民点用地生产功能呈现明显的非农

化特征，如接待游客的农家乐、工业厂房、住宅改造

成出租屋等。

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的差异，实际上

是由农村发展接受非农经济辐射强弱所致。接受

非农经济辐射较弱的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功

能为居住和农业生产，但在都市郊区，由于受市场

经济的强烈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向农户提供包括

居住和工业、商服、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Zhu et al,

201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制度变迁

引导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分异，加速了农村居民

表2 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与其承载功能对应表

Tab.2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其他

承载功能

非农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

备注

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小超市、餐馆及理发店等用地

农村居民点内部的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等用地

农村宅基地，除居住功能外，一些农户利用宅基地内部空间

发展庭院养殖或非农生产，因此具有生产功能

中小学、幼儿园、卫生室、健身场所、公园和绿地等用地

主要指街巷用地

农村居民点内部的空闲地等，暂不予考虑

1052



第9期 张佰林 等：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进展及展望

点用地功能的多样化(陈诚等, 2015)，而农户生计方

式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的演变

(王成等, 2014; 张佰林等, 2015)。农户生计转型导

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发展，成

为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重要趋势。特别是

经济发达地区和都市郊区，农村居民点逐渐演变为

以非农为主的多功能聚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居民点。因此，在认识上，应与时俱进，深入剖析农

村居民点用地功能多样化的过程和演变机理、空间

布局及发展模式，适时调整农村居点用地管理

政策。

3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研究

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了

“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

向外围扩展的现象，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

大、原宅基地闲置废弃加剧的农村空心化过程(刘

彦随等, 2009; 龙花楼等, 2009)，因此，迫切需要从

地块尺度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状况的演变。

开展空心村整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破解土地供

需矛盾，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

大战略(Liu et al, 2010)。一些学者响应国家战略需

求，从土地利用视角适时开展了微观尺度的农村空

心化程度、过程与机理以及空心村重构等研究，为

服务国家空心村整治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撑(刘彦随

等, 2011)。

3.1 农村空心化特征及程度

在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要素发生变化和重组

的驱动下，广大传统农区资源要素外流严重，农村

空心化问题凸显。农村空心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空心化，包括宅基地的闲置废弃，基础

设施建设空心化(崔卫国等, 2011; 母舜等, 2013)，同

时还涉及人口、产业、社会、文化和景观的塌陷或空

心化等，是乡村地域系统呈现退化的不良演化趋势

(刘彦随等, 2009)。

农村空心化程度研究是开展空心村整治的前

提。当前多运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石诗源等,

2009)、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胡道儒, 1999)及多因

素综合修正法(曲衍波等, 2012)等，进行农村居民点

整治潜力测算。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和户均建设

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不易转化，因为住房若无闲

置和废弃，即使宅基地超标，也不能强行复垦或割

除一块；多因素综合修正法作为理论潜力，其结果

也不易转化。部分学者将研究尺度深入农村居民

点内部，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加实地调研结合方

法，对每宗宅基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查，将农村宅基

地细分为使用中的宅基地、空置宅基地和废弃宅基

地，测算空心村程度及整治潜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张济等, 2010; 朱晓华, 丁晶晶等, 2010)。王介勇等

(2013)结合山东省 76 个村庄的 0.25 m 高分辨率航

空遥感影像和逐户调查数据，测算出农村空心化程

度为17.1%。但调查数量众多的农村居民点空心化

程度，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和入户调查需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因此，通过问卷调查，以闲置和废弃

宅基地数量占宅基地总量的比重对村庄空心化程

度进行定量测算(宋伟等, 2013)。在理论层面上，朱

晓华、陈秧分等(2010)深入开展村庄尺度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体系构建、宅基地利用属性调查表设计、

空心村整治潜力类型及其测算方法等研究，逐层递

进地构建了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成套技

术方法。

3.2 农村空心化过程及机理

李君等(2008)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实地调研，从时空角度对农村空心化

的过程和机理进行研究。通过典型样点村的宅基

地闲置和废弃演化轨迹将农村空心化划分为初期、

中期和晚期 3个阶段，初期表现为闲置住宅零星出

现、村外住宅开始增多，中期表现为闲置住宅逐渐

增多、村外新住宅渐成规模，晚期表现为闲置住宅

连片、村外新住宅包围旧村(王成新等, 2005)。进一

步根据聚落范围、人口增长及耕地之间的关系，将

农村空心化细分为村核带增长过程、村核带膨胀过

程、缓冲带增长过程、缓冲带膨胀过程及新扩带增

长过程等 5 个阶段 (程连生等, 2001)。吴文恒等

(2012)认为，村庄空心化过程与格局包括向四周拓

展、中心空废，人口向城镇等地转移致使房屋空弃2

个阶段。

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的微观深入调查

并结合村庄社会经济和农户生计状况的调查，认为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低建筑成本、低移动

成本、低土地成本驱动下，农民在村外或公路附近

建设新房导致建设用地外延内空、农村聚落逐步空

心化(程连生等, 2001; 王成新等, 2005)。其作用机

理可以概括为农村的推力和拉力失衡、农村新房建

设加速和规划管理薄弱、人口增多和家庭结构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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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建房意愿明显等因素(王

成新等, 2005)，未来村庄空心化将在综合驱动力(离

心力、向心力)与政府政策导向博弈的过程中发生

变化(吴文恒等, 2012)。

3.3 空心村重构模式评估与优化

农村空心化程度及特征、过程及机理的研究，

最终目的是为空心村整治提供理论指导，进行空心

村重构模式评估与优化。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

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空心化和土地粗放利用问题，以

河南省郸城县为例，设计了传统农区典型的农村居

民点整治和重构模式，认为基于模型估算和当地禀

赋特征的社区型农村居民点重构模式能够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Li et al, 2014)；刘建生等(2016)针对中

国空心村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构建了空心村治

理的协同治理模型，并以江西省安福县广丘村为

例，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基础设施、人口及产业进行

治理和系统有序的协调，指出协同治理作为优化村

庄空间结构的有效模式，提高了村庄的生产、生活

功能，促进了村庄空间重构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重构的研究以空心村

重构为主，尚较为薄弱，很难适应社会经济转型背

景下乡村发展多样化和分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管

理实践的需求。对农村居民点重构的基本范式与

模式优化，将凸显农村居民点用地研究的实践价值

与政策出口，是乡村聚落地理/农村居民点研究由描

述揭示走向实践/应用的重要突破口。

4 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研究

农村聚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并

继承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是当前新农村建

设和农村居民点整治等实践的重要任务，集中体现

在用地景观上。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特征、演变及

驱动力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差异等的显著影

响，是乡村景观规划和保护亟需破解的理论问题。

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景观特征呈显著的空间差异，并随着社会经济的

转型而加速演变。在西南丘陵山区，伴随农户非农

化程度的提高，土地利用文化景观表现为户均宅基

地面积先扩大后减小，户均建筑面积不断增大，农

村居民点用地组合多样性减少(张玉英等, 2012)；北

方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经历了圈层化、细

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3个阶段(房艳

刚等, 2009)；旅游地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的研究表

明，农村宅基地内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

业的半私人、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传统封

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

房，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经历转型重构过程(席建

超等, 2014a)。

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重构与社会经济转型发

展轨迹一致。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

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等驱动着农村

居民点用地景观的演变(房艳刚等, 2009)；非农经济

的刺激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演变的主要外部动

力，而农村居民点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

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

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空

间分化的核心动力(席建超等, 2014a)。

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研究为农村聚落景观规

划与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

农村居民点整治等战略背景下，如何在促进农村发

展的同时，保护好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中的优秀基

因，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5 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的方
法与技术手段

中国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很少细化到村级行政

单元，《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TD/T 1014-

2007)虽然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细分为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类型，但除北

京等少数地区外，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土地利用调

查均没有深入到农村居民点内部，即仍将农村居民

点调绘为一个图斑。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的

数据获取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当前研究多通过实

地调研和遥感影像相结合，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微

观尺度调查，并结合GIS和景观生态学等工具和方

法，剖析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利用状况及功

能(表3)。例如，利用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为基本

信息源，结合村庄逐户调查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分

类与制图，定量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格局特征、扩

展模式，测算村庄空心化率等。

结合现代工具和技术手段，如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GIS、GPS等，提高实地调研获取数据的实用性

和准确性，将是深化农村居民点微观尺度研究和适

应土地精细化管理的急迫需求。例如，《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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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技术规程》(TD/T 1014-2007)规定图上大

于6 mm2的耕地(调查制图比例尺1:10000)才独立勾

绘出图斑，单独量算。但在一些传统农区和山区，

有一些耕地在农村居民点内部，而且一般面积小于

600 m2，只能将其勾绘到农村居民点中作为建设用

地处理(张凤荣等, 2016)。因此，摒弃将农村居民点

视为一个图斑的调查手段，识别传统农区农村居民

点内部的用地类型，将是提高农村居民点微观调查

研究精度和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如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多样化更多地体现在用途和功能上，而这些

特征仅凭遥感等技术手段无法识别，必须辅以精准

的实地调研和入户调查，通过土地承载的社会经济

要素去识别土地利用功能的多样性 (Zhu et al,

2014)，这也是未来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调查

技术方法需强化的领域。

6 研究展望

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的优势在于呈

现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和功能的多样性与复

杂性，并反映土地承载的资源要素的演化和相互作

用规律，提炼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驱动机理，以弥

补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宏观尺度(将农村居民点视为

一个图斑)研究的不足。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

尺度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

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功能及景观逐渐多样化，

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农户生计方式等的差异，

农村居民点用地呈显著的空间分异。都市郊区及

经济发达区农户就地非农就业，农村居民点内部用

地类型多样化以及功能和景观非农化；传统农区由

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

废弃和景观空心化。从研究技术手段和内容看，无

论是基于遥感、实地调研亦或是景观生态学方法对

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的研究，均以现象描述和

解释为主。未来应逐渐向实践应用拓展和深化，以

增强研究的实际应用和支撑能力。基于农村居民

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现状基础，响应新型城镇化战

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农村发展的诉求以

及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未来应加强如下领域的

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为适时调整农村居

民点内部用地布局和规划，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管

理政策提供决策支撑。

6.1 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农区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生计活动，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心化普遍，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山区，由

于生存条件恶劣，劳动力大量转移，引发农村衰败

(李秀彬等, 2011)。都市郊区及沿海发达地区农户

在村内实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的用地非农

化，其实质是向城镇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的过程。农

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实际上可用转型来描述。龙

表3 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

Tab.3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micro-scale rural settlement research

研究方法

实地调查

高清影像+GIS+

实地调查

景观生态学方法

+GIS

PRA+3S

研究内容

农村宅基地结构

功能

空心村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

及其功能演变

空心村整治潜力

调查

村庄空心化过程

与机理

农村居民点用地

结构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

景观特征

主要观点

农户生计变迁驱动农村宅基地结构功能演变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和宅地空心化是农村空心化的主要特征

农户生计变迁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传统农业发展、农村工业

化、城市功能外溢等发展驱动力在不同作用范围上叠加，导致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化

将农村宅基地细分为使用中的宅基地、空置宅基地和废弃宅基地，

以空置、废弃宅基地面积占宅基地总面积比例测算空心村整治潜力

初期村外住宅开始增多，中期闲置住宅逐渐增多、村外新住宅渐成

规模，晚期闲置住宅连片、村外新住宅包围旧村；农村的推力和拉力

失衡、农村新房建设加速和规划管理薄弱、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观

念意识落后等是农村空心化的内在机制

与城镇的区位差异是造成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差异的主导因素

户均宅基地面积先扩大后减小，户均建筑面积不断增大，农村居民

点用地组合多样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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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楼(2012)将土地利用形态分为显性形态和隐性形

态；强调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转型应当成为今后

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焦点(龙

花楼, 2015)。

当前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多

从显性形态入手，如遥感影像和实地调研相结合识

别农村宅基地闲置、废弃比例并测算空心村整治潜

力，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

样化指数等。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度、功

能变迁等视角剖析其隐性转型的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在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隐性形态及变化的同

时，应强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路径及其区域对比

的研究，并涉及农村传统产业、就业方式、消费结构

以及社会结构等。为此，需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

段，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深

入的调研与评价。传统农区和山区应注意农村居

民点用地节约评价、空心化潜力评价、劳动力转移

及社会经济状况评价等，并据此提出农村居民点用

地转型的方向，为农村发展和再生提供理论指导；

都市郊区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应聚

焦到集约利用评价、产业用地评价、土地利用多功

能评价、农户生计非农化评价等，厘清农村城镇化

的土地利用转型机理，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

局模式等提供理论指导。

6.2 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模式提炼

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化方向是不同

的，除对其转型路径及分化进行深入对比研究之

外，还需对演变的特征、过程、规律及驱动机理进行

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演变模式。

当前，从微观层面对单个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

的特征、演变过程及驱动力研究逐渐丰富。农村居

民点用地特征及演变研究发现，农业村落延续了以

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经济发达地区，

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

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陈诚等, 2015)，山

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则逐渐闲置废弃和衰落。对农

村居民点用地演变驱动力研究则多注重成因的简

单定性解释，缺少定量剖析和规律的提炼。未来应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过程及驱动力研究的基础

上，深入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和分化机理，从

理论高度提炼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模

式，丰富乡村聚落地理的相关理论，并为因地制宜

实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6.3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路径

探讨

在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

下，农村发展备受各界关注，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

应，农村居民点整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系列工

程和改革成为推动农村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的重要举措。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重构模式评估

与优化的研究，特别是结合新时期、新常态、新阶段

的国情，凸显农村居民点用地研究的实践价值与政

策出口，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通过重构土地利用促进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

是乡村地理研究的重要视角(杨忍等, 2015)，为优化

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提供了重要载体。当前

农村居民点用地重构研究多基于中宏观尺度，研究

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和调整(陈永林

等, 2016)，缺少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的规划布局调

整。为此，不仅仅要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微观深入

调查与评价，更要对土地利用引发的社会经济和生

态效应进行准确评估。如山区劳动力转移导致农

村居民点用地衰败、功能废弃和经济塌陷，但也意

味着农户有了新的生计来源，减轻了山区人地矛

盾，从而有利于生态恢复(王成超等, 2011)。因此，

如何准确评估山区劳动力转移引发的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效应，构建适应劳动力转移的山区农村居

民点空间重构模式，成为精准扶贫对山区农村再生

的必然诉求；农村空心化研究响应了国家战略需

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除了对空心村整理潜力、

特征、过程研究外(姜绍静等, 2014)，未来应加强农

村空心化机理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效应，进而

提出空心村重构方向(Long et al, 2012)，完善空心村

整治理论体系，实现人地关系的重构；都市郊区农

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一方面功能逐渐多样化(居住、

工业、商服等)，另一方面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效

应，如乡村工业企业排放废渣、废气、废水等，对农

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严重的威胁 (李裕瑞等,

2013)。如何从土地利用视角重构农村居民点空

间，引导工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和居民集中居住，优

化乡村环境，成为都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

民点空间重构的重要方向。

此外，在新村建设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景

观设计时，以“城市社区”标准建造楼房小区，在忽

视农户生计需求的同时，也忽视了当地风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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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水文脉，导致一系列景观的不协调。为保护和

传承农村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建立符合当地风

土人情和文脉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是未来农村

居民点空间重构和美丽乡村建设亟需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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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micro-scale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China

ZHANG Bailin1, CAI Weimin1*, ZHANG Fengrong2, JIANG Guanghui3, GUAN Xiaoke4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4.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which resulted in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This change demands immediate micro-scal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xisting

micro- scale research on rural settlements has focused on their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hollowing, and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rural settlement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livelihood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urban-

rural fringe and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non- farming employment of rural residents prompts the

diversification as well as non- agricultural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s, a

large number of laborers flows to cities and towns, leading to the disused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Microscopic

study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related phenomena. It

should be gradually expanded and deepened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patterns of change, the effe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promoted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contracted land

regist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micro-scale; progress and prospe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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