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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通过计量分析对比黑龙江省勇跃村村屯总体规划前后土地利用的集约情况，进而提

高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度。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和收集资料的情况，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勇跃村土地

利用集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确定各项评价指标因素的权重，建立多因素综合评价模

型，统计分析勇跃村规划前、近期规划、规划后的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表明，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规划前为39.05，近期规划为38.27，规划后为61.58。最后，为提

高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度，提出了因地制宜、结合规划区实际情况编制规划；科学、合理布局新农村各类

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农村存在的闲散地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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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ive Analysis of Land Use Ef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Village
Construction Planning in Yongyue Village, Heilong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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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Management Colle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land intensive use situation of Yongyue village in
Heilongjiang before and after the overall plann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land intensive use of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data collection, we used AHP method to
construct land intensive us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Yongyue village an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evaluation factors with AHP method, established a multi- fac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and
statistically and contrastively analyze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s of land intensive use before
planning, of recent planning and after planning in Yongyue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s of land intensive use in Yongyue village was 39.05, 38.27 and 61.58 before planning, of
recent planning and after planning, respectively. Finally,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land intensive use in
Yongyue village,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such as plann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making scientific layout of all kinds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and strict controlling the idle land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land intensive use;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Yongyue villag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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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农村建设规划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做好新农

村建设规划不仅有利于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加快城镇化效率，而且有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1]。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

生活趋于多样化、精神化，对农村的功能也提出更高的

要求，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为基准的农村功能迫切需

要完善。

目前，黑龙江省大部分的村庄土地利用还存在着村

庄布局凌乱、宅基地面积大小不一、“脏、乱、差”等一系列

问题，造成农村土地利用率低下[2]。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势在必行，对其研究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集约利用的理念来自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David Ricardo地租理论中对农用地投入和产出的研

究[3]。国外学者对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价

指标，Fonsecahe和Rory利用图解法提出了一套用于

确定和表示土地开发最大利用强度[4-5]的评价土地开发

效率指标体系，而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评价方面研

究较少。中国学者王筱明[6]以济南市为研究区，选取

地形、宅基地利用等多个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

力修正指标体系。吴伟伟等[7-8]认为，应从盘活现存闲

置土地、延伸土地利用空间等、科学的管理方法的角度

来实施土地集约利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参考和借鉴其成熟的发展

经验的基础上，并研析国内外相关发展模式，笔者首次

选取黑龙江省勇跃村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勇跃村土地利

用的集约情况对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模型进行了

初步设计，并对勇跃村建设规划前中后的土地利用的集

约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以期

为今后新农村建设规划建议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由图1可知，通达镇位于黑龙江省明水县西部，距

明水县政府所在地 19 km，勇跃村位于通达镇东南

部。全村总面积2146 hm2，辖区内有8个自然屯，分别

为主屯高先生屯，副屯李福田屯、曲家屯、窦清有屯、孙

家店屯、苏占海屯、李联兴屯、段忠屯。勇跃村地处高

纬度地带，距海洋较远，受海洋影响不大，季节性变化

十分明显，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漫长干燥，

夏季温热多雨，春季风大降水少，秋季降水适中，温凉

怡人，霜冻来得较早。气温变化温差 0.3℃，1月最冷，

月平均气温在-21℃，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2℃。勇

跃村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余脉，属于半丘陵地带，境内丘

壑相连，连绵起伏，土质多为黑钙土，土层较厚，适宜发

展农业。勇跃村农业发展迅速，经济建设成绩显著，综

合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已初步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等为辅的经济发展新格局。随

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改善了农业生产生活条件，使

勇跃村农业各项经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基本情况：2015年，勇跃村村共有人口2818人，其

中高先生屯330人，李福田屯372人、曲家屯387人、窦

图1 勇跃村区位图

清有屯385人、孙家店屯342人、苏占海屯271人、李联

兴屯356人、段忠屯375人。全村中无非农人口。全村

固定电话用户26户，住房砖瓦化率为12.1%。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笔者从 2015—2016年开展为期 1年的资料收集、

整理与分析工作。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得到勇跃村的

部分数据，然后根据搜集的绥化市统计局和农业局共

同编制的通达镇社会经济统计报表、绥化市土地管理

局地籍科提供的地籍调查资料、通达镇政府提供的统

计资料、勇跃村村屯总体规划图以及说明书，并参考统

计年鉴得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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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依据研究区实际情况

和资料的收集情况，构建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评价指

标体系[9]。通过对影响该研究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各

项指标权重的计算以及对各项指标取值的标准化，进

行多因素综合评判，最终得出该研究区域土地集约利

用的情况。由于影响该研究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因素很

多，所以需要依据指标选取的原则对指标作进一步的

选择。首先，从理论出发掌握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发

挥可持续发展的导向作用，把合理甚至高效作为出发

点；然后，在注意各项指标因素功能作用不同的同时，

充分考虑各项指标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将研究区的评

价模型分为目标层、准则层与指标层3个层次，并以此

得出土地集约利用指标评价体系[10-16]（见表1）。

目标层(A)

村屯建设规划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B)

土地利用结构B1

土地投入程度B2

土地利用程度B3

土地可持续发展趋势B4

指标层(C)

居住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1(%)

公共设施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2(%)

道路广场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3(%)

工程设施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4(%)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C5(m2)

单位面积公用设施投入资金C6(元/m2)

容积率C7(%)

人口密度C8(人/hm2)

土地闲置率C9(%)

绿化率C10(%)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C11(%)

污水无害处理率C12(%)

权重

0.0801

0.0612

0.0496

0.0536

0.1128

0.1526

0.1657

0.1462

0.0514

0.0611

0.0324

0.0333

目标值

33~43

10~18

10~17

5~15

100~140

600

0.7

83

0~3

6~10

100

100

表1 新农村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2.2.1 评价方法 研究采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

法 [17]、多因素综合评分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一种解决多目标的复

杂问题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

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用决策者的经验判

断各衡量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准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并合理地给出每个决策方案的每个标准的权数，利用

权数求出各方案的优劣次序。因层次分析法是按照一

定次序逐层分析，专家须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目标

层相互之间的影响进行比对与判断，又因其方法简单

可靠，大大地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多因素综合评分

法就是根据评价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求取各指标

权重和指标值，并对各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后

加权求取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18]。

2.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度量土地集约利用度的

关键，常用的主观赋权法有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

特尔斐法是在多位专家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技巧基础

上，将其主观意愿进行量化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一

般专家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给一些无法获取数

据的因素做出一定的评价，经过量化之后具有一定的

参考和比对价值，主观意愿性较强，这个过程都是专家

独立完成的 [19]，因此能够保证结果的客观和准确性。

参考国家城镇规划标准和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各个评

价指标的权重以及目标值如表1所示。

2.3 统计分析

2.3.1 研究区规划前用地分析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

情况（见图2）进行统计分析。

（1）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人均用地水平偏高，土

地利用率较低，没有绿地用地，生态环境功能衰退。以

居住建设用地为主占建设用地比例的96.06%，居住建

设用地严重超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 461.22 m2，且

人均用地指标为 443.03 m2，而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

场用地仅占建设用地比例的1.84%、2.10%。

（2）居住用地基本上为自发形成的，布局松散凌

乱。居民自己建造的老房屋占多数，且存在着部分老

的住宅建筑破旧、建筑高度以低层为主、建筑质量差，

一户多宅普遍、宅基地闲置率高且大小不一、部分构筑

物乱占道路、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备等土地资源浪费的

现象。

（3）中心屯道路较窄且硬化率低，整体而言，中心

屯道路路网体系不完整，主次结构不清晰，通达性差。

（4）中心屯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用地面积空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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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供居民游憩休闲的公共绿地，村屯生态环境质量亟

待提高。

（5）中心屯环境卫生建设滞后，缺乏环卫设施，出

现环境卫生状况差、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道路周边垃圾

堆积的现象，严重影响勇跃村的生态环境。

（6）服务设施问题。村庄内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建设严重缺乏，主要表现在道路路网的分布和结构不

合理、道路狭窄且路网密度低、功能不明确且不成系

统，不能满足人流、物流、停车及消防的基本要求；学

校、村委会、卫生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及质量都滞

后于勇跃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民居住环境差、房屋密

度低、违法违章搭建与乱倒垃圾等脏乱现象极其突出，

影响勇跃村的村容村貌；中心屯内缺乏商业设施和文

化娱乐设施，不能满足居民精神需求；中心屯缺乏供人

们休闲娱乐的街心公园、小绿地[20]。

2.3.2 研究区近期建设规划分析 从现代化和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出发，在勇跃村现状调查及相关材料分析基

础上，从物质、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结合勇

跃村现状特征，加强对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引导建设

用地的合理分布，建设整治重点地块，完善环境卫生等

基础设施建设，使其与村屯功能布局调整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城乡规划对勇跃村的综合调控作用，调动村民

参与整治的积极性，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见

图3）。

近期建设的重点是：（1）确定近期人口和建设用地

的规模，确定近期建设用地的范围和布局；（2）确定交

通发展策略，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

设施布局；（3）确定各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公益设

施的建设规模和选址；（4）确定近期居住用地安排和布

局；（5）加强对村庄的环境整治和建设措施。

2.3.3 勇跃村远期规划后用地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远期

土地利用规划情况（见图 4）进行统计分析，远期规划

用地情况如下。

（1）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利用集约化，合理配置

土地资源，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利用的固有潜力，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为勇跃村经济社会

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2）勇跃村规划后以高先生屯为中心，辐射并整合

了曲家屯、李福田屯、窦清有屯、孙家店屯、苏占海屯、

段忠屯，形成了一个中心聚集地，极大地节约了居民点

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居住用地形成南北相对

独立的居住片区，便于配置与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

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社会

化服务。

（3）中心屯以道路为主形成“一横三纵”的村屯片

区发展空间主骨架；勇跃村道路路网结构合理，具有层

次分明、快速便捷的特点，为勇跃村村民创造了优美、

高效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4）根据勇跃村周边环境特点及村屯用地发展特

色，规划形成“两园四带”的网络状绿地格局；勇跃村村

屯绿地系统是以线状、面状绿化结合，具有整体平衡、

重点突出的特点；中心屯广场系统和绿化塑造的道路

景观共同营造了功能合理、景观宜人的农村开敞空间。

（5）按照规划标准，合理布局公共设施、基础设施

和休闲绿地，并健全和完善配套设施（规划后各类建设

用地指标如表2所示），改善了人居环境[21]。彻底改变

图2 勇跃村建设用地现状图

图3 勇跃村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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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脏、乱、差”的面貌，转变为一个道路清洁、布局整

齐、环境美好且有特色风貌的新型农村。

根据对勇跃村规划前、近期规划以及规划后的用

地分析，各指标对比情况统计汇总如表2~4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计算勇跃村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指标值[22]采用的

是多因素评价法，它是将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各项指

标的权重分别乘以各项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值

用地类别

居住建设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工程设施用地

绿化用地

总建设用地

用地规模/hm2

规划前

14.62

0.28

0.32

0

0

15.22

近期规划

10.58

2.51

1.37

0.11

1.28

15.85

规划后

7.95

2.85

2.06

0.29

2.70

15.85

占建设用地比例/%

规划前

96.06

1.84

2.10

0

0

100

近期规划

66.75

15.83

8.64

0.69

8.09

100

规划后

50.16

18.00

13.00

1.83

17.02

100

人均用地指标/(m2 /人)

规划前

443.03

8.49

9.70

0

0

461.22

近期规划

40.69

9.65

5.27

0.42

4.93

60.96

规划后

41.84

15.00

10.84

1.53

14.21

83.42

评价指标

居住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1/%

公共设施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2/%

道路广场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3/%

工程设施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重C4/%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C5/m2

单位面积公用设施投入资金C6/(元/m2)

容积率C7/%

人口密度C8/(人/hm2)

土地闲置率C9/%

绿化率C10/%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C11/%

污水无害处理率C12/%

规划前

调研数据

96.06

1.84

2.10

0

461.22

87.53

3.03

185.00

92.80

0

0

0

标准化值

1.0000

0

0

0

1.0000

0

0

1.0000

1.0000

0

0

0

近期规划

调研数据

66.75

15.83

8.64

0.69

60.96

135.53

28.30

164.00

54.57

8.09

50.00

50.00

标准化值

0.3614

0.8657

0.6000

0.3770

0

0.2788

0.3774

0.3824

0.5438

0.4753

0.500

0.500

规划后

调研数据

50.16

18.00

13.00

1.83

83.42

259.68

69.98

151.00

9.00

17.02

100

100

标准化值

0

1.0000

1.0000

1.0000

0.0561

1.0000

1.0000

0

0

1.0000

1.0000

1.0000

序号

1

2

3

4

项目

总人口/人

总建设用地面积/hm2

居住用地面积/hm2

公共设施用地面积/hm2

人口密度/(人/hm2)

绿地率/%

规划前

2818

15.22

14.62

0.28

185

0

近期规划

2600

15.85

10.58

2.51

164

8.09

规划后

2400

15.85

7.95

2.85

151

17.02

图4 勇跃村建设用地规划图

表3 勇跃村建设规划用地平衡表

注：现状2015年人口330人，规划2030年人口1900人。

表4 勇跃村中心村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表

表2 勇跃村规划主要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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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加之后再乘以 100，从而得到勇跃村土地集约利

用综合评价值。用Excel 2016计算后得出结果（见表

5）。

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勇跃村中心村规划前后土地

集约利用效率差异较大，通过对勇跃村规划前后各个

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析过程中，发现勇跃村规划后土地

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明显高出规划前。主要表现在规

划前勇跃村的C1比重大，严重超标，不符合《镇规划标

准GB 50188—2007》，且居住用地面积过大导致土地

粗放利用，规划后的居住用地在保证居住质量的前提

下盘活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C2、C3、C4指标项

数值规划后比规划前有所上升，规划后体现在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交通枢纽等公共空间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模式的基础上，提高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利于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效地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稳定、快速发展。C5在规划前指标较高，土地资源利用

中粗放浪费现象十分突出，然而规划后根据其适居性

的地域特征和节能省地型建设要求下，降低人均建设

用地指标，有效缓解土地供需矛盾。C2、C7、C8指标的

变化，体现在公共设施的设施完善、容积率还人口密度

的改变，优化勇跃村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勇跃村紧凑发

展，提高勇跃村土地综合承载能力。C7、C8 、C9指标的

变化，有利于挖掘土地资源的固有潜力，实现勇跃村土

地利用整体节约集约。C9指标项数值的减少，说明规

划后处理好农村大量的闲置房屋，盘活用活有限土地

资源，提升农村土地的资源利用率。C10规划前绿化严

重缺乏，没有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规划后，形成“两园

四带”的网络状绿地格局，提供居民游憩休闲的公共绿

地，大大地提高村屯生态环境质量。C11、C12指标的变

化，改善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道路周边垃圾堆积的现

象，使勇跃村变成了整体环境的整洁有序、环境美好的

新型农村。

总结发现，针对现状突出问题规划后的勇跃村布

局更加科学、合理，土地集约利用率也大大提高。未来

在编制规划图时，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

本，认真分析研究区的情况，研究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

影响因素，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完

善村庄功能，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通达镇勇跃村为

实证研究区，在全面了解勇跃村实际情况又借鉴前人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勇跃村土

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勇跃村建设规划前、近期

规划、规划后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新

农村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对农村土地利用挖潜能力巨

大，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全面促进农村建设。勇跃村评价指标体系也适合于黑

龙江省其他即将进行或已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地区，应

注重村屯建设规划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此提出

村屯建设规划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

4.1 因地制宜，结合规划区实际情况编制规划

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应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引导作用，充分结合自身的特点，根据规划区的资源条

件、自然环境、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确定土地利用结构

布局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并对村庄进行合理

规划。

4.2 科学、合理布局新农村各类建设用地

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解决村庄存在大量闲置土

地及土地布局混乱的问题，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科学、合理地布局各类用地，严格控制公共设施用

地、公共绿地及其他用地的规模和比例。对于生产用

地应该加以控制，也应该树立保障生活用地，增加生态

用地，坚决不浪费每一寸土地。

4.3 严格控制农村闲置土地比例

黑龙江省大部分村庄土地利用的主要问题是村庄

内存在大量的闲置土地，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土地闲置

率高这是农村土地利用率低的重要因素。在新农村建

设规划中，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为

基础，全面了解规划区现状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等情

况，充分整理现状的闲散地并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土地

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4.4 节约用地、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农村新建住房应该根据本地实际地形地势、交通

等具体情况合理布局农村居民点，尽量少占耕地。同

时加大整治因新农村建设而形成的空心村、宅基地闲

置等现象，采取迁屯并点等措施，挖掘农村土地利用

潜力。

4.5 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坚持农村土地可持续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应加大对新农村现存的环

境问题重视，统筹运用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等政策手段，推进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应增加治

理村庄环境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农村

综合评价值

规划前

39.05

近期规划

38.27

规划后

61.58

表5 勇跃村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值

董爱晶等：黑龙江省勇跃村村屯建设规划前后土地利用效率对比分析 ·· 163



中国农学通报 http://www.casb.org.cn

土地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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