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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土地整理潜力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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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创建了一个定量的数学模型来估算村庄土地整理净增加的潜力。估算结果表明, 全国平

均整理系数 2010 年为 1. 42～ 2. 42、2030 年为 2. 27～ 3. 27, 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 173. 81～ 296. 58 万 hm 2、279. 10～

401. 86万 hm 2。通过对不同时间和不同生态区的整理系数比较, 村庄土地整理潜力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在时序上, 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我国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 整理潜力逐渐增大; 在空间上, 东部和中部村庄土地整

理净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较大, 而西部的潜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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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已进入快速城镇化

阶段, 2030 年城市化率 (本文所称的城市化率, 是指城

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由目前的 30% 增长到 60% 以

上[ 1 ] , 这样, 即使我国人口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增长,

但农村人口规模不仅不扩大, 反而将有逐步减少的趋

势。理论上,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 农村居民点的用地需

求也应减少。而且,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 2 ] , 全国

农村居民点面积达到 1470 万 hm 2, 人均占地 182 m 2, 远

远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上限 150 m 2。这说明, 在农村城

镇化过程中, 通过村庄整理, 将人均占地面积调整到国

家标准范围内, 将可以有效地节省大量的土地。

那么, 在城镇化过程中, 村庄整理的潜力究竟有多

大,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规律如何, 是急需研究的问

题。目前, 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农村土地整理项

目[ 3, 4 ] , 但对全国性的村庄整理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5 ]。本

文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系统估算全国村庄整理潜力的数

学模型, 并运用该模型估算全国的村庄整理潜力、分析

村庄整理潜力的时空分布规律, 为进一步提出我国村庄

整理战略部署、制定全国村庄整理规划、开展村庄整理

工作提供有用的依据。

2　全国村庄整理潜力分析的理论基础

村庄整理的潜力可以分为 2 种: 一种是理论潜力,

即理论上按照一定的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计算一定时

期的人口条件下所需要的村庄面积, 与现有的村庄面积

比较, 能够节约土地面积的潜力; 一种是实际潜力, 即通

过实际的村庄整理项目或按照具有可操作性的村庄整

理方案进行整理, 最后能够实际得到的节约土地面积的

潜力。显然, 理论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潜力的

大小, 当然, 理论潜力要变为实际潜力, 还需要考虑更多

的因素, 如是否有足够的整理资金来实现整理。本文主

要分析村庄整理的理论潜力, 具体包括两个参数: (1)村

庄整理系数, 是指通过村庄整理净增加耕地的面积占整

理区内耕地面积的百分数; (2) 村庄整理净增加的耕地

面积。

分析的主要思路是根据《土地开发整理规程》(以下

简称《规程》) 中规定的标准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 在

将来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允许下, 能够最大程度地

增加耕地的面积和比例。本文考虑近期 (2010 年) 和远

期 (2030 年)的理论潜力。主要步骤为: ①收集资料。包

括 3 个方面: 全国土地详查和土地调查的有关资料; 全

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②划分估算单元。采用 3 级估

算单元: 县、生态区、省。其中, 生态区的划分采用陈百

明[ 6 ]在农业资源分区中所划分的第三级类型区生态区,

没有打破县级行政区的界线, 但有的打破了省级行政区

的界线。以县为基础单元, 将县、生态区、省的数据在三

级之间进行转换, 转换的方法是, 先将所获得的生态区、

省的基础数据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转化为县级数据,

在县级单元上进行估算, 最后根据县级单元上的估算结

果, 汇总为生态区和省级的估算结果。③建立数学模型。

3　全国村庄整理潜力估算模型设计

3. 1　总体估算模型设计

全国村庄整理潜力的估算, 可先估算村庄整理增加

耕地面积的潜力, 然后估算村庄整理系数。

村庄整理系数= 村庄整理增加的耕地面积ö整理区

域内耕地总面积。

依据全国 2000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可获得

不同生态区或行政单元的农村居民点 (村庄)面积数据,

这是其现状值。在《规程》中, 规定了人均宅基地的面积

标准, 只要知道一定时期的人口数, 就可知道其所需要

的标准值。现状值减去标准值就可以得到整理能够增加

的土地面积。所增加的土地面积并不一定能够或者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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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部转换为耕地, 也就是说, 所增加的土地面积需要

进行修正, 最后才能得到增加的耕地面积, 即整理潜力。

根据上面的分析, 全国村庄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可以

用计算公式

M i = (M 现状i - M 人均标准i õ P i)D 修正i (1)

D i = M iöM (2)

式中　M i—— i 单元的村庄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

M 现状i—— i 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现状面积; M 人均标准i—— i

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的宅基地人均标准; P i—— 某时期

(2010 年、2030 年) i 单元的农村人口数; D 修正i—— i 单

元的可以或可能整理为耕地的比率; D i—— i 单元的村

庄整理系数;M —— i 单元的耕地面积。

(1) 和 (2) 式中, 不同单元的M 现状、M 值可以根据

全国 2000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获得, 不同估算单

元的M 人均标准、P、D 修正 是需要进行推算的参数。

3. 2　确定不同估算单元宅基地人均标准

根据有关规定, 我国人均宅基地的标准为 80～ 150

m 2。但根据全国 2000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看, 不

同区域的人均宅基地现状值变化范围很大, 如有的地区

小于 80 m 2, 而有的地区则大于甚至远远大于 150 m 2。

根据《规程》并结合现状, 对不同单元的人均宅基地标准

确定如下 (见表 1)。
表 1　不同估算单元的人均宅基地面积

T ab le 1　L and area of average ru ral hat ita t per cap ita

m 2

现状值 标准值

小于 80 80

80～ 150 80～ 150

大于 150 150

　注: 现状值小于 80 m 2 的, 整理潜力为负值, 即整理后村庄面积增加, 居

住条件改善, 但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

3. 3　确定一定时期 (2010 年、2030 年)不同估算单元的

农村人口数

理论上, 一定时期的不同单元的农村人口数, 取决

于该单元的人口现状、人口增长率, 以及城镇化水平 (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并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人

口模型来进行计算。考虑到建立这样的模型, 特别是县

级和生态区级的模型比较困难, 为了研究的方便, 本文

采用一种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1) 根据人口变化和城镇化模型, 确定一定时期的

城镇化水平和全国农村人口数。本研究直接引用沈建

法[ 1 ]的预测结果, 见表 2。
表 2　一定时期的城镇化水平和全国农村人口数[1 ]

T ab le 2　U rban izat ion degrees and ru ral popu lat ion

in Ch ina in differen t periods

年份 城镇化水平ö% 农村人口ö百万

2000 40. 44 781. 49

2010 49. 21 725. 12

2030 63. 69 578. 95

2) 将全国农村人口的变化值分配到不同生态区或

行政单元, 计算 2010、2030 的不同生态区或行政单元的

农村人口数。

以 2010 年为例, 说明每个县的农村人口计算方法。

2010 年, 全国乡村人口由 2000 年的 781. 49 百万人变

为 725. 12 百万人, 减少 7. 2%。但对于每一个县来说,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状况不同, 人口增长率和

城市化水平都将不同, 因此, 农村人口数的变化情况也

将不同。比如, 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 人口增

长率会比较低、城市化水平会较高, 农村人口减少的速

度会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一些偏远的西部地区, 情况

相反, 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极

端情况下, 个别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农村人口继续增加的

可能。本文选择对人口增长率和城市化水平有直接影响

的人均 GD P、人口密度、地理位置这 3 个因素, 认为这

些因素决定了农村人口数的变化情况和变化速度, 通过

假设和比较分析, 建立一定的模型将全国农村人口的变

化值分解到每个县。

人均GD P 越高、农村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 经济发

展越快, 城镇化水平提高也快; 反之, 城镇化水平提高也

慢。本文假设 2000 年人均 GD P 在 800 元以下、人口密

度小于 50 人ökm 2 的县 (这些县多为边远的贫困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 城镇化水平到 2010 年基本保持不

变。用下面的公式, 将人均 GD P、农村人口密度标准化

K GD P = (GD P - 800) ö800 (3)

式 中 　K GD P ——2000 年 人 均 GD P 标 准 化 值;

GD P ——2000 年的人均 GD P。

K R = (R 2000 - 50) ö50 (4)

式中 　K R ——2000 年的农村人口密度标准化值;

R 2000——2000 年的农村人口密度。

地理位置对农村人口变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区

位、地形等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区位好、地形平坦的地

方, 农村人口减少得快。区位、地形等可以用生态区的类

型进行表述, 比如, 生态区的类型为平原的, 区位好、地

形平坦; 生态区类型为山地或高原的, 区位不好、地形一

般也不平。那么, 本文直接根据生态区类型对地理位置

赋值 (称为地理系数)。生态区类型为平原的, 地理系数

为 1; 生态区类型为丘陵的, 地理系数为 2; 生态区类型

为山地和高原的, 地理系数为 3; 其他类型, 酌情赋值,

如生态区类型含平原和丘陵的, 地理系数为 1. 5。

根据上面的假设和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P 2010 = ∑
n

i= 1
K õ P 2000õi ÷ K Rõi õ G i (5)

P 2010õi = K õ P 2000õi ÷ K GD Põi ÷ K Rõi õ G i (6)

式中 　P 2010——2010 年全国农村人口 (数据见表 2) ;

n—— 县的总数; K —— 一定时期农村人口变化参数;

P 2000õi—— i 县 2000 年的农村人口 (参见人口资料统计

数 ) ; K GD Põi—— i 县 2000 年人均 GD P 标准化值;

K Rõi—— i 县2000年的农村人口密度标准化值; G i—— i

县地理系数; P 2010õi—— i 县 2010 年 的农村人口。

由公式 (5) 可计算得出 K 值。那么, 就可以推算出

每个县 2010 年的农村人口数。

采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计算各县 2030 年的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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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

3. 4　确定可以或可能整理为耕地的比率 (D 修正)

对于超过标准的宅基地, 有的区域是可以整理的,

也有些区域是很难整理的; 有些区域适宜于整理为耕

地, 而有些区域则适宜于整理为园地、林地或草地。这些

都取决于区域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结构、社会经济状

况等因素, 可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确定不同单元可以

或适宜于整理为耕地的比率。本文主要考虑两个参数:

①坡耕地比例, 具体是指大于 25°的坡耕地在耕地总面

积中的比例, 一个地区该比例大, 说明该地区处于山区,

整理出耕地的可能性小; ②园地、林地和草地的比例, 具

体是园地、林地和草地面积之和占农用地面积的比例,

一个地区该比例大, 说明该地区适宜于发展园地、林地

和草地, 整理出耕地的可能性小。则

D 修正 = K PD õ K YL C (7)

式中　K PD —— 坡耕地比例; K YL C—— 园地、林地和草

地的比例。

4　全国村庄整理潜力的时空格局

4. 1　全国和分省的村庄整理潜力

村庄整理净增加耕地的潜力, 受许多因素, 比如地

形、土地利用结构、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

约。综合上述因素, 采用本文设定的村庄整理测算模型,

测算我国不同时期的村庄整理潜力, 测算结果表明, 全

国村庄, 近期 (2010) 和远期 (2030) , 分别可净增加耕地

面积 173. 81～ 296. 58 万 hm 2、279. 10～ 401. 86 万 hm 2,

整理系数分别为 1. 42%～ 2. 42% 和为 2. 27%～ 3. 27%

(表 3)。

表 3　我国部分省 (区、市)村庄整理潜力3

T ab le 3　L and conso lidat ion po ten tia l in ru ral hab ita t

of som e regions in Ch ina 104 hm 2, %

行政区
耕地

面积

2010 年

整理系数 增加面积

2030 年

整理系数 增加面积

全　国 11475. 16
2. 47～

1. 47
283. 96～

169. 21
3. 36～

2. 36
385. 51～

270. 76

北　京 33. 47 2. 27～ 1. 27 0. 76～ 0. 42 3. 60～ 2. 60 1. 20～ 0. 87
天　津 48. 44 3. 63～ 2. 63 1. 76～ 1. 27 5. 00～ 4. 00 2. 42～ 1. 94
河　北 677. 22 3. 00～ 2. 00 20. 32～ 13. 54 4. 00～ 3. 00 27. 09～ 20. 32
山　西 397. 5 2. 21～ 1. 21 8. 78～ 4. 80 3. 01～ 2. 01 11. 97～ 8. 00
内　蒙 770. 87 2. 01～ 1. 01 15. 52～ 7. 81 2. 10～ 1. 10 16. 15～ 8. 45
辽　宁 408. 64 3. 09～ 2. 09 12. 63～ 8. 54 3. 65～ 2. 65 14. 92～ 10. 84
吉　林 542. 29 2. 62～ 1. 62 14. 23～ 8. 80 3. 08～ 2. 08 16. 70～ 11. 28
黑龙江 1164. 55 2. 64～ 1. 64 30. 71～ 19. 06 2. 91～ 1. 91 33. 88～ 22. 24
上　海 30. 17 4. 23～ 3. 23 1. 28～ 0. 98 7. 64～ 6. 64 2. 30～ 2. 00
江　苏 501. 9 4. 83～ 3. 83 24. 23～ 19. 21 7. 37～ 6. 37 37. 01～ 31. 99
浙　江 187. 63 1. 65～ 0. 65 3. 10～ 1. 22 2. 76～ 1. 76 5. 18～ 3. 30
安　徽 583. 18 4. 74～ 3. 74 27. 64～ 21. 81 6. 49～ 5. 49 37. 85～ 32. 02
福　建 125. 96 1. 22～ 0. 22 1. 54～ 0. 28 1. 76～ 0. 76 2. 22～ 0. 96
江　西 274. 41 1. 14～ 0. 14 3. 12～ 0. 37 1. 44～ 0. 44 3. 94～ 1. 20
山　东 764. 16 3. 49～ 2. 49 26. 68～ 19. 04 5. 86～ 4. 86 44. 76～ 37. 12
河　南 800. 54 3. 05～ 2. 05 24. 40～ 16. 40 4. 99～ 3. 99 39. 98～ 31. 98
湖　北 409. 58 2. 38～ 1. 38 9. 75～ 5. 65 3. 38～ 2. 38 13. 83～ 9. 73
湖　南 370. 08 1. 96～ 0. 96 7. 25～ 3. 55 2. 73～ 1. 73 10. 10～ 6. 40
广　东 304. 00 1. 55～ 0. 55 4. 71～ 1. 67 2. 47～ 1. 47 7. 52～ 4. 48
广　西 395. 32 1. 04～ 0. 04 4. 12～ 0. 17 1. 30～ 0. 30 5. 15～ 1. 20
海　南 75. 47 2. 20～ 1. 20 1. 66～ 0. 90 2. 32～ 1. 32 1. 75～ 0. 99

行政区
耕地

面积

2010 年

整理系数 增加面积

2030 年

整理系数 增加面积

重　庆 159. 80 1. 46～ 0. 46 2. 33～ 0. 73 2. 57～ 1. 57 4. 11～ 2. 51
四　川 481. 75 1. 83～ 0. 83 8. 82～ 4. 01 3. 02～ 2. 02 14. 54～ 9. 72
贵　州 278. 20 1. 00～ 0. 00 2. 78～ 0. 00 1. 00～ 0. 00 2. 78～ 0. 00
云　南 387. 57 1. 01～ 0. 01 3. 90～ 0. 03 1. 01～ 0. 01 3. 90～ 0. 03
西　藏 33. 70 1. 00～ 0. 00 0. 34～ 0. 00 1. 00～ 0. 00 0. 34～ 0. 00
陕　西 311. 63 1. 77～ 0. 77 5. 53～ 2. 41 2. 29～ 1. 29 7. 14～ 4. 03
甘　肃 372. 64 1. 63～ 0. 63 6. 06～ 2. 33 1. 76～ 0. 76 6. 58～ 2. 85
青　海 56. 88 1. 21～ 0. 21 0. 69～ 0. 12 1. 21～ 0. 21 0. 69～ 0. 12
宁　夏 113. 20 2. 01～ 1. 01 2. 28～ 1. 15 2. 02～ 1. 02 2. 28～ 1. 15
新　疆 414. 40 1. 70～ 0. 70 7. 06～ 2. 92 1. 74～ 0. 74 7. 21～ 3. 07

　注: 3 不包括台湾地区。

我国村庄整理潜力的地域性差异比较大。从总体情

况来看, 我国中、东部省份的村庄整理潜力大于西部村

庄的整理潜力, 平原地区大于山地丘陵区的整理潜力。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人均耕地少, 建设占

用耕地多, 人地关系紧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伴

随着城市化出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 (镇)转移, 按照先易

后难的原则, 适时加大村庄整理的力度, 对于缓解人地

矛盾,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4. 2　我国村庄整理潜力的空间格局

正如前述, 村庄整理潜力与分布区的自然和社会经

济状况密切相关。为了分析和表达我国村庄的整理潜力

的空间格局及分布特征, 根据农业生态分区的三级分

区, 采用本文设定的村庄整理潜力测算模型, 分别测算

了农业生态三级区的村庄整理潜力, 并在空间上进行了

表达 (图 1)。

注: 此图仅为测算结果的示意图, 没有标出海岛和海域以及国界

图 1　2030 年不同生态区的村庄整理潜力分布示意图

F ig. 1　L and conso lidat ion po ten tia l classificat ion

in ru ral hab ita t in 2030

从图 1 可以看出, 我国村庄整理潜力的重点分布在

黄淮海平原、长江下游平原、东北平原、江汉平原、汉中

盆地和四川盆地。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好, 人口密度

大, 经济发展水平高, 既具有较大的村庄整理潜力, 同时

也具备村庄整理的需求和现实可能性; 其次在山东丘

陵、辽宁丘陵, 以及东南沿海丘陵地区也具有一定的村

庄整理净增加耕地的潜力。而西部广大地区, 以及中、东

部的山地丘陵区村庄整理净增加耕地的潜力比较小, 一

者源于这些地区, 人口密度小, 村庄占地规模比较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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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与其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许多村庄分布

在山地丘陵区的坡簏地带, 加之这些地区水源比较缺

乏, 即使整理, 但整理成可耕地的限制因素多, 成本大,

这种情况决定了这些地区的村庄整理净增加耕地的潜

力比较小。尽管如此, 这些地区村庄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强, 需要进行适当的归

并, 原有村庄占地, 可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

牧”的基本原则, 进行整理。

5　结论和讨论

1) 结论

本文在小比例尺条件下利用现有的资料和数据, 通

过建立经验数学模型, 分县、生态区、省和全国, 对村庄

整理潜力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 随着城市化过程

的加快, 我国村庄整理具有较大的潜力, 而且呈逐渐加

大的趋势, 因此, 适时加大村庄整理的力度, 对于生态环

境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以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的土地管理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自然禀赋和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区域性, 村庄整理潜力在时空分布

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从宏观上,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

东部和中部村庄整理净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大, 而西部

地区总体上潜力较小, 在今后村庄整理的实施过程中应

充分考虑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说, 采用本

文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模型所得的估算结果, 比较科学地

揭示了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村庄整理潜力的时空特征,

对于我国村庄整理战略部署、制定全国村庄整理规划、

开展村庄整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讨论

本文只是对村庄整理的理论潜力进行了估算, 为一

种最大的潜力估算。实践中, 这种潜力能否实现, 还取决

于 2 个方面: ① 经济可行性。村庄整理涉及房屋的拆

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 需要比较大的资金投

入, 是否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资金投入是否能够得

到满意的回报, 都直接决定了村庄整理是否能够实现。

②管理可行性。村庄整理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方

面主体的利益, 涉及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 其中包含了

许多复杂的关系, 能否通过有效的土地管理工作恰当处

理这些关系, 也直接决定了村庄整理是否能够实现。

从理论上分析, 我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村庄整理潜力

非常大, 同时实施村庄整理, 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全

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

的村庄分散, 且村庄整理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 如处理

不慎, 可能会对我国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产生直接或间

接的冲击, 引发许多社会矛盾, 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不

利影响。从总体上来讲, 我国村庄整理有潜力, 但在现行

的政策体系和经济发展状况下, 村庄整理实施具有一定

的难度。鉴于上述情况, 为了全面推进全国村庄整理, 首

要任务在于完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管理制度, 加强管理

和投入, 营造推进村庄整理的政策氛围和激励机制, 提

高农民、集体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全方位地挖掘我国

村庄整理的潜力,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和农地保护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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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 tion and analysis of land con sol idation poten tia l in rura l
habita t dur ing rap id urban ization process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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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 inese Institu tion of L and S u rvey ing and P lann ing , B eij ing 100029, Ch ina;

2. Colleg e of R esou rce and E nv ironm en t,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100094,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o ret ica l ana lysis, th is paper develop s a specif ic m athem atica l m odel to ca lcu la te the land

con so lida t ion po ten t ia l in ru ra l hab ita t in Ch ina. T he ca lcu la t ing resu lt show s tha t there w ill be a very huge land

con so lida t ion po ten t ia l w ith the decreasing ru ra l popu la t ion in rap id u rban iza t ion p rocess in Ch ina. 1. 7381～

2. 9658 m illion hectares of cu lt iva ted land can be increased th rough land con so lida t ion in 2010, and 2. 7910～

4. 0186 m illion hectares in 2030. A cco rd ing to the ca lcu la t ing resu lt, the tem po ra l and spa t ia l changing situa t ion

of the land con so lida t ion po ten t ia l in a ll eco2reg ion s is a lso ana lyzed in th is paper. It show s tha t the po ten t ia l is

grea ter in East and Cen tra l Ch ina than in W est Ch ina. In o rder to m ake the po ten t ia l tu rn in to the increase of

cu lt iva ted land in p ract ice, effect ive m easu res and investm en t in land con so lida t ion m u st be streng thened.

Key words: land con so lida t ion; ru ra l hab ita t; u rban iza t ion; po ten t ia l est im at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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