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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导下利津县村庄分类与整治策略

杨绪红１　吴晓莉２　范　渊３　韩秀叶４　张苏宁４　金晓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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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开展村庄分类及其整治策略研究是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以山东省利津县为研究区，

基于规划约束和村庄自身资源禀赋提出了一套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村庄类型划分方法体系。首先，依据

规划引导和特色资源禀赋将村庄划分为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然后，构建村庄空间布局适宜

性评价体系，利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法对一般农村地区的村庄开展具体类型划分；最后，结合村庄演化方向和资源禀

赋、区位特点、社会经济状况，针对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内的村庄分类结果提出不同的演化

分类和整治策略。结果表明：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划定思路有效落实了城镇开发边界和历史文化保护专

项规划对不同演化方向的村庄的空间管控要求；利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法进行类型划分，能最大程度体现类型区的区

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分类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利津县村庄可划分为城乡融合型（１０７个）、特色保护型（６个）、集

聚发展型（２１个）、存续提升型（１８０个）和搬迁撤并型（１９８个）５类，根据村庄类型特征分别提出了不同演化方向

下村庄的整治策略和发展建议。本研究成果可为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

理论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地整治；村庄；类型划分；Ｗａｒｄ系统聚类；利津县

中图分类号：Ｆ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２０）０５０２３２１０ ＯＳＩ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２ 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 ０３ 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８０１０６５）和地方政府智库项目（０２０９１５１８３８）
作者简介：杨绪红（１９８８—），男，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国土规划、空间建模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ｘｈｎｊｕ＠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通信作者：金晓斌（１９７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ｘｂ＠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ｂ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

ＹＡ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１　ＷＵＸｉａｏｌｉ２　ＦＡＮＹｕａｎ３　ＨＡＮＸｉｕｙｅ４　ＺＨＡＮＧＳｕｎｉｎｇ４　ＪＩＮＸｉａｏｂｉｎ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ｏｎｇｊｉ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Ｌｔ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４．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ｉｎ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Ｌｉｊｉｎ２５７４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ｃａｒｒ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ｈｉｌ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ｉｄｌｅ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ｔａｋｉｎｇ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ｓ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ｚ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ｗｈｉｃｈｆｉｒｓｔｌｙｚｏｎｅ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
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ｃｏｒｅ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ｗｅｒｅ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ＵＲＩＶ） 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ＨＣ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ｎ，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ｆ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ｓｓｉｇｎ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ｄｉ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ｒ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ＤＶ），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ＫＬＶ）ａｎｄ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ＤＣＶ）．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ｕ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Ｗａｒ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ｒｅｆｌｅｘ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ｚｏｎ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ｆｕｌｌｅｘｔ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ａｌｌｉｎｄｉ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１０７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６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２１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１８０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１９８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ｗｉｄｅａ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ｔｙｐ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

０　引言

作为中国城乡地域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村庄是农业生产者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物质场

所，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和农村社会的基本

单元
［１－４］

。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的引导，受自然区位、

风俗习惯和宗族观念等因素影响中国农村村庄大多

临田、临路建设，导致居民点用地比例不协调、村庄

布局分散等问题突出
［５］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定居城市，实现了

身份转换和生计转型，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和农民

的老龄化；同时，随着部分进城务工返乡者收入的增

加，提高了住房改善需求，村外扩建新房、村内闲置、

建新不拆旧现象愈加普遍
［６］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

战略要求下，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从以往的增量型规

划逐步向存量型或减量型规划转型。中国城镇化率

持续提高，以往单纯依靠城镇建设用地内部挖潜提

高土地利用水平和效率远远满足不了城镇化发展对

用地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人口城镇率、开发农村闲置

居民点、优化村庄空间布局成为破解城镇建设空间

增长受限的有效途径
［７－９］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提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划和演变趋
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

等，各有侧重、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在此背景下，为

有效落实乡村发展的“规划先行、分类指导”要求，

深入开展村庄分类划定研究、探索基于村庄分类的

整治策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１０－１１］

。

国外学者对村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集中在居民

点选址的影响因素和布局理论方面，如从自然地理、

社会经济、政府行为角度论证居民点选址和空间布

局
［１２－１３］

。近年来，在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乡

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学者围绕村庄空间布局

优化开展了长期、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

和方法体系，研究内容涉及村庄空间布局与优

化
［１４］
、时空格局特征

［１５］
、演变机理

［１６－１７］
和村庄分

类整治
［１８］
等方面；研究区域涵盖了华南丘陵区

［１９］
、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
［２０］
、西北干旱区绿洲

［２１］
、低山丘

陵区
［２２］
、东北粮食主产区

［２３］
、西南边陲山区

［２４］
等；

研究尺度覆盖了中国行政区划的所有层级，包含了

国家层面
［２５－２６］

、省域
［２７］
、市域

［２８］
、县域

［２９］
、乡镇

［３０］

和行政村
［３１］
，部分研究甚至涉及村庄斑块尺度

［３２］
；

研究方法上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空间引力模

型
［３３］
、景 观 格 局 指 数

［３４］
、加 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３５］

、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３６］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３７］
等对村庄布

局进行分类和优化。总体来看，构建村庄布局适宜

性或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后，基于评价单元综

合评价分值，采用自然断点法、最优解临近法等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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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类型划分和分类整治策略是乡村整治研究的

基本范式。这种综合评价方法注重不同指标的综合

表现结果，却难以体现不同评价指标之间的区间差

异性和区内相似性。此外，评价过程未能体现城镇

化和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对村庄发展演化方向的引

导，缺乏与相关规划的有限衔接，很难有效指导村庄

空间布局规划和空间优化实践。

本文提出一套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村

庄类型划分方法体系。即首先依据规划将村庄划分

为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结合

分区结果和村庄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社会经济状

况，利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方法构建一般农村地区村
庄分类体系；最后，将县域所有村庄划分为城乡融合

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集聚发展型村庄、存续提

升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以山东省利津县为例

开展实证研究，提出利津县不同村庄类型的整治策

略，以期为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研究区（利津县）隶属于东营市，位于山东省东

北部，渤海西南岸，黄河入海口段左侧，介于１１８°７′～
１１８°５４′Ｅ，３７°２２′～３８°１２′Ｎ。地理位置南依黄河，
东北濒临渤海，东与垦利区、东营区为邻，东南与滨

州市博兴县隔河相望，西与滨州市滨城区、滨州市沾

化区接壤，北与河口区相交。县境呈西南至东北向

狭长带状，南北长１０２５ｋｍ，东西宽 ８５～２５ｋｍ；地
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的华北平原东北角，地势

平坦，地形起伏度十分低，最高海拔仅为 ２３ｍ；县域
内外交通便利，石油化工业发达，农民外出务工比例

较高，城镇化率 ３７８５％。截至 ２０１８年，县域陆域
国土面积１３０１０２ｋｍ２，而农林用地占全域面积的
７０４７％，现辖７个乡镇（刁口乡已划归东营港管理，
本文不再考虑，下同），５１２个行政村，农村户籍人口
２７１７万人，农村常住人口仅为 ２３７８万人，人口流
失率达１２４８％；村庄呈自然村落分散建设状态，空
间分布零散，村民的搬迁撤并意愿强烈，村庄人口老

龄化现象突出，农村居民点闲置现象较为普遍，亟需

对村庄空间布局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土地利用

现状见图１。
本文的数据分为空间类和问卷调查类数据。其

中，空间类数据主要包括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成果

（利津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村人口数据（利津县统

计局和农业农村局）、利津县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数据库（百度地图，２０１８年）、利津县城镇开发边界
（利津县自然资源局）、特色历史文化名村目录（利

图 １　利津县土地利用现状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Ｌ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ｙ
　
津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２０１９年 ９—１０月，实地
调研和访谈了利津县 ７个乡镇所有村委会，重点收
集了利津县各个行政村的村集体收入、人均收入和

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等调查与访谈

类数据，经过数据整理、质检、入库后形成了 ５１２个
行政村的社会经济数据库。为便于下步的空间运

算，将收集的属性数据关联到对应行政村的空间矢

量底图，并统一坐标系统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２１　研究思路
村庄空间布局优化不仅需要权衡自身资源禀

赋、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同时也要充分

衔接、协调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专项

规划等内容。村庄自身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

奠定了后续发展的潜力和布局适宜性，但相应规划

指明了村庄未来演化的总体方向。因此，本研究结

合规划的指引作用和区域特色资源，提出了先分区、

后分类的村庄分类体系。即依据城镇开发边界、特

色历史文化保护等专项规划，将村庄划分为城镇化

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城镇化区和特

色历史文化区内的村庄未来演化方向分别确定为城

乡融合型和特色保护型；针对一般农村地区构建村

庄布局适宜性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利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法将一般农村地区的村庄进行
类型划分；依据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社会经济状况，

针对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区和一般农村地区内

的村庄分类结果提出不同的整治策略。研究思路见

图２。
２２　村庄演化方向的确定

由于辐射带动和交互作用，临近城镇周边的

村庄在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等方面均会与临近城镇地区呈现高度相似或趋

同。因此，随着城镇的发展与扩张，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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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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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村庄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实现人口城镇化

和土地城镇化的可能性更大，农民身份将向市民

化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也将与城镇地区接轨，故将

该类城镇化地区内的村庄未来演化方向确定为城

乡融合型村庄。此外，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乡土

民俗、红色革命、民族特色或商贸交通等特色资源

的历史文化名村，由于保存的文物特别丰富且具

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历

　　

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在村庄整治过

程中需要对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建筑风格进行

特别保护和分类管护，故依据历史文化保护专项

规划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录将这部分村庄确定

为特色保护型村庄。上述之外的一般农村地区的

村庄分类需综合考虑其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社会

经济状况等要素后进行综合权衡确定村庄的演化

分类和整治侧重点。

２３　一般农村地区村庄布局的适应性评价
２３１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村庄空间布局受自然、社会、经济、公共基础设

施和区位条件等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的综合作用，对

其开展定量评价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实用的适宜性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

资源本底、区位条件等影响村庄布局的外部客观因

素，还需考虑设施配套、社会经济水平等反映村庄内

部发展潜力的修正因素。经过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经

验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４，３１－３２］

，遵循综合性、代表

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反复论证筛选后从资源

本底、人地关系、经济状况、设施配套、区位优势５方
面选取１８个指标构建村庄空间布局适宜性评价指
标体系，见表１。

表 １　村庄空间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 指标属性 权重 均值 标准差

耕地比例（Ｘ１１） 村庄内耕地占村庄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２３ ０４６ ０２１

资源本底（Ｘ１）
基础设施占地比例（Ｘ１２） 村庄内基础设施用地占村庄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０６

居民点比例（Ｘ１３） 村庄内居民点占村庄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１５

居民点斑块密度（Ｘ１４） 村庄内居民点面积与斑块数量的比值 ＋ ０３１ ２９８ ２８７

人口保有率（Ｘ２１） 村庄内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 ＋ ０３３ ０８８ ０２６

人地关系（Ｘ２） 中老年人口比例（Ｘ２２） 村庄内４０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０３２ ０５６ ０１

人均居民点面积（Ｘ２３） 村庄内居民点用地面积与户籍人口的比值 － ０３５ ２２３６４ １４３０３

年均村集体收入（Ｘ３１） 近３年村集体收入的平均值 ＋ ０４２ ９９８ １３６８

经济状况（Ｘ３） 人均收入（Ｘ３２） 村庄常住人口的年均收入 ＋ ０３５ １３１ ０３９

农业设施用地比例（Ｘ３３） 村庄内农业设施用地占村庄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２２

配套幼儿园（Ｘ４１） 村庄内是否配套了幼儿园（计数） ＋ ０２７ ００５ ０２３

配套小学（Ｘ４２） 村庄内是否配套了小学（计数） ＋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６

设施配套（Ｘ４）
配套医疗机构（Ｘ４３） 村庄内是否配套了医疗机构（计数） ＋ 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４６

配套文化站（Ｘ４４） 村庄内是否配套了文化站（计数） ＋ ０１８ ０４２ ０４９

配套养老机构（Ｘ４５） 村庄内是否配套了养老机构（计数） ＋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３６

道路密度（Ｘ４６） 村内道路总里程与村庄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１２ ０５９ ０２８

区位优势（Ｘ５）
与城镇距离（Ｘ５１） 村庄与县域城镇中心的最短欧氏距离 ＋ ０６２ ４９１８８９ ３１７７１８

与主干道距离（Ｘ５２） 村庄与县域内主干道的最短欧氏距离 ＋ ０３８ ８１９１７ １０４１０６

　　资源本底反映了村庄的自然资源禀赋、土地利
用状况、居民点密集程度，采用耕地比例、基础设施

占地比例、居民点比例和居民点斑块密度作为表征

对象（以上数据源于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下同），

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比例越高，村庄的布局适宜性

越大，村庄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更强；而村庄越零星分

散、密集程度越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成本耗费

越大，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越低，实施村庄拆村并

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越大。

人地关系表征了村庄内部人口与建设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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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关系，当村庄总人口呈现正增长、人口年龄结

构以青壮年为主时，村庄用地和经济发展潜力将

大大高于衰落型或空心化村庄，而人均用地维持

在合理区间而未超过相关用地标准时，村庄人地

关系将更为协调和匹配。人地关系维度的测度选

取人口保有率、中老年人口比例和人均居民点面

积 ３个指标。
经济状况反映了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村民的富裕程度以及收入来源情况。一般情况

下，农业的技术性产出比例越大，村庄集体或村民

收入水平越高，农民收入来源将越丰富和稳定，村

庄的经济活力将越大，村民对村庄整治的接纳程

度也越高，参与村庄整治的意愿也越强。采用年

均村集体收入、人均收入和农业设施用地比例指

标予以表征。

设施配套反映了村庄居住和生活的便利程度，

体现了村庄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水

平，设施越完备时村庄的宜居性越大，周边居民的迁

入意愿和本地居民长久居住的意愿将更大，此处采

用配套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化设施、养老机构和

道路密度作为评价因子，除道路密度采用村内道路

总里程占村庄总面积的比值表征，其余指标的量化

都予以计数。

区位优势体现了村庄所处空间位置的区位条

件、交通便捷性和经济辐射程度，反映了村庄内部居

民农业生产劳作、出行和对外联系的便利程度，选取

与城镇中心、主干道路的距离作为评价因子。距城

镇中心和主干道路愈近，村庄的对外交通愈加便捷，

生活宜居性越高，村庄的布局适宜性越大。

２３２　指标权重及评价分值计算
为克服主观赋权法带来的较大随意性缺陷，采

用熵权法和专家经验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熵权

法是最先由 ＳＨＡＮＯＮ引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客
观方法，现广泛应用于地理学空间分析

［１］
。计算步

骤具体为：

（１）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量纲、实现数据的横向可比性，采用极值

标准化法消除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针对正负向属

性各异的指标采用不同的标准化函数

　ｘ′ｉｊ＝
（ｘｉｊ－ｘｊｍｉｎ）／（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正向指标）

（ｘｊｍａｘ－ｘｉｊ）／（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 （负向指标{ ）
（１）

式中　ｘ′ｉｊ———行政村 ｉ第 ｊ项指标的归一化值
ｘｉｊ———行政村 ｉ第 ｊ项指标的实际值
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研究区内第 ｊ项指标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

（２）计算综合标准化值

ｐｉｊ＝ｘ′ｉｊ∑ ｘ′ｉｊ （２）

（３）计算第 ｊ项指标的熵

ｅｊ＝－ｋ∑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１
ｌｎｎ∑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３）

式中　ｎ———研究区行政村数量
（４）计算第 ｊ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ｇｊ＝１－ｅｊ （４）
（５）计算第 ｊ项指标的权重

λｊ＝
ｇｊ

∑ｇｊ
（５）

（６）计算行政村 ｉ各个因素层的评价分值

Ｓｉ＝∑ ｘ′ｉｊλｊ （６）

根据式（１）～（５）对原始矩阵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逐步计算各指标的熵、差异性系数，得到各评

价指标的客观权重；而后，咨询农村土地整治行业相

关专家，对熵权法得到的权重进行适度微调，进而确

定各个指标权重（表 １）。由此，据式（６）可分别计
算得到各个行政村的资源本底、人地关系、经济状

况、设施配套、区位优势５个因素层的分维度评价分
值。

２３３　村庄分类概念模型
村庄整治需要分类型、分策略逐步实施，根据村

庄各项属性因子的评价结果进行分类归并后提出针

对性的整治策略，能有效提升村庄整治的效率。聚

类分析是对研究样本或指标进行归纳、分类的一种

数理统计方法，常见的聚类算法有划分聚类算法、层

次聚类算法、密度聚类算法等。其中，Ｗａｒｄ系统聚
类法（又称离差平方和法）是目前应用较广、较成熟

的多维聚类方法，适用于多因素、多指标的分类、降

维和特征识别，其能依据研究对象多维度特征进行

综合分类，强调了类型区内的同质性和类型区外的

差异性，其分类结果较 Ｋ均值聚类更具客观性和解
释度，能有效辅助地理分区决策

［３８－３９］
。该方法基于

方差分析思想，以欧氏距离作为标准，先将集合中每

个样本自成一类；在进行类别合并时，计算类重心间

方差，将离差平方和增加幅度最小的两类首先合并，

再依次将所有类别逐级合并。具体算法如下：将 ｎ
个区域样本分成 ｋ类：Ｇ１，Ｇ２，…，Ｇｋ，用 Ｘ

（ｔ）
ｊ 表示 Ｇｔ

中的第 ｊ个样本（Ｘ（ｔ）ｊ 是 Ｐ维向量，有 Ｐ个系统聚类

指标），ｎｔ表示 Ｇｔ中的样本数量，Ｘ
（ｔ）
是 Ｇｔ的重心

（该类样本的均值），则 Ｇｔ中样本的离差平方和 Ｓｔ
和 ｋ个类的类内离差平方和 Ｓ计算式为［４０］

Ｓｔ＝∑
ｎｔ

ｊ＝１
（Ｘ（ｔ）ｊ －Ｘ

（ｔ）
）′（Ｘ（ｔ）ｊ －Ｘ

（ｔ）
） （７）

６３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Ｓ＝∑
ｋ

ｔ＝１
Ｓｔ＝∑

ｋ

ｔ＝１
∑
ｎｔ

ｊ＝１
（Ｘ（ｔ）ｊ －Ｘ

（ｔ）
）′（Ｘ（ｔ）ｊ －Ｘ

（ｔ）
）

（８）
以村庄 ５个分维度的评价分值为分析对象，采

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法的欧氏距离度量标准对各村庄
进行聚类分区，采用 Ｍｅａｎｓ过程对分类结果进行方
差分析，将有效分类结果进行空间关联并可视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村庄现状空间格局
据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结果，利津县农村居民

点面积达５６３６５１ｈｍ２，占陆域国土面积的４３６％，
远高于城镇用地（４５８３７７ｈｍ２）。而农村居民点斑
块达２９９６块，平均单个聚落的面积仅为 １８８ｈｍ２，
村庄的平均规模较低，集聚规模不明显；户籍人均农

村居民点面积达２０７５１ｍ２，而常住人口的人均农村
居民点面积高达２３７０３ｍ２，远高于国家和山东省人
均农村居民点规模（１５０ｍ２）的相关标准，农村居民
点总量大、密度高和农村空心化现象较为突出；同

时，４５岁及以上的人口占５４４２％，人口年龄结构偏
向中老年化，年龄结构的失衡加剧了村庄人口空心

化和用地闲置化。在空间格局上沿着 Ｓ２３１、Ｓ３１０、
Ｓ３１６、滨利路、临黄堤路等交通主干道呈线性分布，
在乡镇尺度上重点分布在盐窝镇、陈庄镇和汀罗镇，

分别占居民点斑块总量的 ２３５３％、２０５３％ 和
１９９８％，总体呈现大散居、小聚居，具有明显的线性
放射散布特征。随着环渤海地区城镇化进程加速推

进和农村空心化不断加剧，利津县城镇用地紧缺与

农村宅基地闲置化、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非农化之

间的矛盾逐步凸显，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因村而

异实施村庄整治成为保障利津县城镇建设用地增长

和落实耕地总量不减少的重要途径。

３２　村庄分类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村庄分类方法，以利津县城乡空

间为分析对象，叠加城镇开发边界，将边界内的村

庄划定为城乡融合型村庄，共计 １０７个，涉及图斑
６１３个、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１４０４４２ｈｍ２、人口
６２８万人；从空间分布来看，该类村庄与城镇、主干
道距离较近，或者本身就已经初步城镇化，均位于城

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受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强，区位优

势明显，是城镇化的直接影响区；区内基础设施配套

较为完善，非农产业优势明显，村民职业以二三产为

主，非农收入占比较高，未来发展方向是土地城镇

化、农民市民化、设施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历

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录将

６个行政村确定为特色保护型村庄，涉及图斑 ４６

个、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６８７４ｈｍ２；在空间上呈点状
分布在利津县各镇村，如利津街道东关村的特色渔

业、北张村的红色文化、北宋镇佟家村传统文化特色

村等，此类村庄生态环境优美，特色资源丰富，文化

底蕴深厚，乡村旅游发展初具规模，文旅资源挖掘带

来的收益在乡村经济和农户收入中占比较高。上述

之外的城乡空间划定为一般农村地区，共计 ３９９个
行政村（图３ａ）。

以（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作为分区因子，对一般农
村地区的村庄 ５方面的指标进行 Ｚ Ｓｃｏｒｅ标准化
后，利用 ＳＰＳ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６）软件中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功能，选择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方法，按照欧氏距
离度量标准进行聚类分区。采用 Ｍｅａｎｓ过程对分类
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划分为３类时各分区指标的 Ｓｉｇ
值均为０，分类结果有效）。将分类结果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３中制图，得到综合分区图（图 ３ｂ）。经过 Ｗａｒｄ
系统聚类分析后，一般农村地区 ３９９个行政村可划
分为３个类型区：Ⅰ类区的分区因子平均得分为
（０７２，０８６，０７５，０９１，０７６），涉及图斑 １１０
个、农村建设用地面积４０７０８ｈｍ２、人口１１５万人；
此类村庄经济收入较高、配套设施完善、人口总量

大，村庄规模大、布局十分集中，外村人口迁入的社

会基础好，交通区位优越明显，建议村庄未来向集聚

发展型村庄演化。Ⅱ类区的分区因子平均得分为
（０５３，０４６，０６２，０５１，０６７），涉及村庄１８０个、图
斑１０２８个、农村建设用地面积 ２７０１３５ｈｍ２、人口
１０３３万人，此类农村居民点距离城镇和道路较远，区
位条件和基础设施配套一般，发展条件中等，具有一

定的人口规模，村庄存续时间较久，人口老龄化严重、

青壮年较少，后续发展潜力较小，周边人口的迁入意

愿不大，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比较困难，建议村庄未来

向存续提升型村庄演化。Ⅲ类区的分区因子平均得
分为（０３８，０１８，０４２，０３５，０２９），涉及图斑１１９９
个、农村建设用地面积２４８４９１ｈｍ２、人口 ７２１万人、
人口流失率达 １３９５％，空间分布上较为零散，离城
镇、主干道较远，主要为空心村、发展衰萎村、零星分

散、规模偏小等后续将不再延续使用的农村居民点，

若对这类村庄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则社会效益不高，也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建议

村庄未来向搬迁撤并型村庄演化。由此，综合考虑城

镇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和系统聚类分析

结果，将利津县 ５１２个村庄划分为 ５个类型，各类型
具体情况见图４和表２。
３３　村庄整治策略

基于利津县村庄类型划分结果（表 ２），结合利
津县的自然、社会、经济、交通等本底条件，提出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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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村庄分区格局和村庄布局适宜性评价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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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村庄分类优化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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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村庄整治模式。

（１）城乡融合型村庄
这类村庄位于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所在街办

内，是未来土地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重点区域，包

括大牛村、马村、陈中村等１０７个村划入了城郊融合
型村庄，该类村庄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应注重居

民点整理优化与城镇规划体系的有序衔接，在空间

形态、建设方式、配套水平、社会管理等方面与城镇

建设接轨，应依据区域内村庄特征、产业结构特点、

土地利用态势，以城镇化发展为引导，加强区域基础

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实现城乡基础设施

均等化；以城市及中心城镇的发展引领为动力，注重

农村土地补偿政策制定，依托城镇的产业带动、资本

　　表 ２　利津县村庄布局优化分类基本特征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村庄类型 村庄数量／个 用地面积／ｈｍ２ 斑块数量／个 平均规模／ｈｍ２ 人口数量／万人

城乡融合型（ＵＲＩＶ） １０７ １４０４４２ ６１３ ２２９ ６２８

特色保护型（ＨＣＶ） ６ ６８７４ ４６ １４９ ２２０

集聚发展型（ＣＤＶ） ２１ ４０７０８ １１０ ３７０ １１５

存续提升型（ＫＬＶ） １８０ ２７０１３５ １０２８ ２６３ １０３３

搬迁撤并型（ＤＣＶ） １９８ ２４８４９１ １１９９ ２０７ ７２１

支持、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优越的区位条件及资源禀

赋优势，鼓励、引导农民参与到城镇商服、餐饮、旅游

等服务业中，加快农民市民化；制定城郊区商业、工

业发展扶持政策，规划建设农副产品加工业园区，创

建新型产业园区，并充分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城镇

人居环境，实现绿色、高效、协调、有序的城镇化。

（２）特色保护型村庄
该类型涵盖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

族村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以及自然风景、村落

风貌、非物质文化要素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包

括东关村、北张村等 ６个村划入特色保护型村庄，
该类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应注重特色资源的保护

与传承，谨慎处理、特殊对待，尽量保留原址或进

行内部优化，在保持其基础格局、建筑风格的基础

上，坚持“建新如旧、修旧如旧”原则，通过对现有

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保护地方特色、地域

文化；以自然环境优势、乡土文化旅游资源为依

托，稳步发展农村休闲旅游业、绿色观光农业，将

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加强区域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完善与旅游、文创、地理标识产品等

产业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优先进行区

域特色旅游资源和地理标识产品的保护，积极开

展村庄环境整治及特色生态产业培育，构建农村

绿色生态空间、文化空间和产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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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集聚发展型村庄
这类村庄现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

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具有一定辐射带动作

用，包括付窝村、卞庄村、集贤村等２１个村划入集聚
发展型村庄，空间上散状分布在利津县各镇，此类村

庄的整治模式要控制居民点空间无序扩张，协调匹

配人口数量和用地规模，加强村庄设施布局规划引

导，着重内部建设用地潜力挖潜，适时引导村庄规模

的集约化扩张，提升村内的交通设施配套，改善优化

村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开展村容村貌等农村人居环

境整理，发展具备自身特点、高效集约绿色产业，建

设优良宜居村庄，打造新型社区模式，吸引周边拆迁

安置村的人口集聚，发展能人经济、村镇经济模式，

带动村庄经济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

进农村道路、厕所、供暖、供电、学校、住房、饮水工程

改造提升；强化道路硬化任务，实现由“村村通”向

“户户通”延伸。

（４）存续提升型村庄
这类村庄有一定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人口规模

变化不大，村庄建设规模增长需求不高，仍将长期存

续，包括郭西村、前崔村、光前村等 １８０个村划入存
续提升型村庄，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合理保持现状布

局，在原址上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严格控制村庄用

地规模扩展，建议原址重建或改建，通过划定生态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来规范和限制村庄无序扩

张，加强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配套，对村容村貌、建

筑风格适度引导，改善现有住房条件，促进内部建设

用地集约利用，同时在有条件的自然村建立生活垃

圾处理中心及污水排放处理设备，提高绿化覆盖率，

加强人居环境保护，逐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质量和

农村生态环境。

（５）搬迁撤并型村庄
该类型村庄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地区的村庄，

人口流失特别严重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包

括新建村、牛家村、前毕村等１９８个村庄划入搬迁撤
并型村庄，此类村庄的整治模式建议结合村民意愿

的基础上，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形式进行复

垦整治，通过土地平整、配套道路、田间沟渠、防护林

带等基础设施，加强复垦后田块的灌排及道路需求，

通过测土配方、增施有机肥、深翻深耕等措施加速复

垦后田块的熟化，增强土壤肥力。搬迁撤并需要公

众参与、政府引导支持，通过货币补偿或房屋置换等

形式合理安置撤并村内的居民，不再建议原址安置，

而采用农民市民化，向镇区、城区和新型农村社区内

转移，转移人口的同时须注重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

配套政策的落实。对通过开展城乡增减挂项目不能

消化的新增耕地指标，建议市场化交易，实现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

４　讨论

农村土地整治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和工程建设

领域的关注焦点之一，并逐渐成为拉动内需、推动乡

村振兴、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如何

科学合理地开展村庄分类并提出相应的整治策略成

为优化村庄布局、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激活乡村活力

的关键问题。本文研究区域为地质稳定、地表各要

素均质化较强的平原区，故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未考

虑地形地貌、地质灾害、土壤、水文和植被等自然环

境因子，构建的村庄分类方法和评价模型仅适用于

均质性较强的平原区，而应用于山地、丘陵或地质不

稳定区域的村庄分类时，模型的因素选取、指标量化

和权重设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研究尺度、地域空间、个体特性等要素差异，使

得村庄空间优化布局研究具有不同的层级和侧重

点。基于县级行政区划视角的村庄空间布局优化研

究适应于了解国家或区域等中宏观尺度下村庄优化

调整的总体布局和大体方向，研究结论仅具有战略

指导性作用，而缺乏对村庄整治措施的具体引领；行

政村或自然村研究尺度虽能较好地反映村庄的人均

收入、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设施配套、资源禀赋和区

位条件等因素，这方面的数据也较为方便收集、整理

和运算，但容易忽视地块图斑尺度下村庄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属性、农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而

以地块为分析对象的村庄布局优化研究虽能有效统

筹地块的个体特征，但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等工作

耗时耗力，研究方法不便于大规模推广。因此，选取

合理的研究尺度开展村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理应成

为今后研究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根据乡村地域系统理论的观点，村庄整

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考虑村庄的资源

禀赋、生态环境、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外，还

涉及农户、政府、企业等多主体的综合决策和整治

意愿；农户的整治接受程度、政府决策侧重点、企

业利益追求点等都会制约村庄整治工程的顺利实

施，而如何将其量化为可测度的村庄整治影响因

素并纳入到村庄布局适宜性评价模型，值得后续

进一步研究。

５　结论

（１）基于规划引导、资源禀赋特征，提出了一套
先分区、后分类的顺序递进式村庄类型划分方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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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依据规划将村庄分为城镇化区、特色历史文化

区和一般农村地区 ３类，划定方法有效落实了城镇
开发边界和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对不同演化方向

的村庄空间管控要求。

（２）针对一般农村地区，构建了村庄空间布局
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专家经验法确

定指标权重，利用 Ｗａｒｄ系统聚类法将一般农村地

区的村庄进行类型划分，最大程度体现了区间差异

性和区内相似性。

（３）综合考虑规划的调控和系统聚类结果，将
县域村庄划分为城乡融合型（１０７个）、特色保护型
（６个）、集聚发展型（２１个）、存续提升型（１８０个）
和搬迁撤并型（１９８个）５类，不同演化方向下的村
庄整治策略需分类推进、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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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曲衍波，张凤荣，姜广辉，等．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与“挂钩”分区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３４－１４２．
ＱＵＹａｎｂｏ，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ｚ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３４－１４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陈伟强，刘耀林，银超慧，等．基于迭代评价法的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与整治策略［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
３３（１７）：２５５－２６３．
ＣＨＥＮ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ＵＹａｏｌｉｎ，ＹＩＮＣｈ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１７）：２５５－２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孔敏婕，李同癉，杨华，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分区研究：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Ｊ］．西
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９（５）：７８１－７９０．
ＫＯＮＧＭｉｎｊｉｅ，ＬＩＴ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ｚｏｎｉｎｇｆｏｒ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ｎＱｉｎｌｉｎｇ Ｄａ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ｕｒａｌ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ｈ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９（５）：７８１－７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ＳＢ，ＦＡＩＺＩＭ，ＮＯＲＯＵＺＩＡＭＳ，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７３（７）：３０３３－３０４２．

［１３］　ＡＬＫＡＮ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Ｋｏｖａｄａｌａｋ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ｋ，Ｔｕｒｋｅ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６３－３７２．

［１４］　牛海鹏，杨肖雅．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孟州市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９，５０（２）：１５３－１６２．
ＮＩＵＨａｉｐｅｎｇ，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ｎｇ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９，５０（２）：１５３－１６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９０２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董光龙，许尔琪，张红旗．黄淮海平原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研究［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７，３９（７）：
１２４８－１２５８．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ＸＵＥｒｑｉ，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ｎ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３９（７）：１２４８－１２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谭雪兰，张炎思，谭洁，等．江南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沙市为例［Ｊ］．人文地理，
２０１６，３１（１）：８９－９３，１３９．
ＴＡＮＸｕｅｌ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ｓｉ，ＴＡ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Ｊ］．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６，３１（１）：８９－９３，

０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１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鄂施璇，雷国平，宋戈．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１８）：

２３４－２４０．
ＥＳｈｉｘｕａｎ，ＬＥ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ＳＯＮＧ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ａｉｎ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ｎｇｎｅｎＰｌａｉ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１８）：２３４－２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姜广辉，何新，马雯秋，等．基于空间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分区［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１３）：２６５－２７３．
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ＨＥＸｉｎ，ＭＡＷｅ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ｚｏｎ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３）：２６５－２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陈永林，谢炳庚．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４．
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ｌｉｎ，ＸＩＥＢｉｎｇｇｅ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ｈｉ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Ｊｉａｎｇｘｉ［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张英杰，雷国平．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以浙江洞头为例［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９，
３５（１１）：１３８７－１３９５．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ｊｉｅ，ＬＥ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ｏｎｅ
ａｒｅ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ｏｎｇｔｏｕＣｏｕｎｔｙ，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３５（１１）：
１３８７－１３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师满江，颉耀文，曹琦．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６，３５（４）：６９２－７０２．
ＳＨＩＭａ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Ｙａｏｗｅｎ，ＣＡＯＱｉ．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ａｓｉｓｏｆ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５（４）：６９２－７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匡篧瑶，杨庆媛，王兆林，等．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Ｊ］．山地学
报，２０１７，３５（３）：３９９－４１１．
ＫＵＡＮＧＹａｏｙａｏ，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ｉｎｕｒｂａｎｆｒｉｎｇｅｉｎｈｉ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ｕｌｕＴｏｗ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５（３）：３９９－４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鄂施璇，雷国平，宋戈．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控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１０）：８０－８４．
ＥＳｈｉｘｕａｎ，ＬＥ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ＳＯＮＧ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ａｙｏｕ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ａｉｎ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２９（１０）：８０－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王兆林，杨庆媛，李计，等．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以重庆渝北区石船镇为例［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９，３９（９）：１８２－１９０．
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ｌｉｎ，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Ｊ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ｕｒｂａｎ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ｈｉｃｈｕａｎＴｏｗｎｉｎＹｕ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９（９）：１８２－１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１６２９－
１６３８．
ＬＩＹｕｒｕｉ，ＬＩＵＹａｎｓｕｉ，ＬＯＮＧＨｕａｌｏｕ．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０，２５（１０）：１６２９－１６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周国华，贺艳华，唐承丽，等．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１，６６（４）：５１５－５２４．
ＺＨＯＵＧｕｏｈｕａ，ＨＥＹａｎｈｕａ，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６６（４）：５１５－５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乔伟峰，刘聪，鲍笑，等．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与时序［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７）：２４８－２５６．
ＱＩＡＯＷｅｉｆｅｎｇ，ＬＩＵＣｏｎｇ，ＢＡＯ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７）：２４８－２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曲衍波，张凤荣，郭力娜，等．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类型与优先度评判［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７）：
３１２－３１９．
ＱＵＹａｎｂｏ，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ｒｏｎｇ，ＧＵＯＬｉｎａ，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
Ｐｉｎｇｇ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７）：３１２－３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肖展春，危小建，文莹，等．基于 ＭＣＲ和多因素评价的辽宁省农村居民点调控分区［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８，
３７（２）：１２１－１２７．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ｃｈｕｎ，ＷＥＩ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ＷＥ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Ｚｏ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Ｃ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ｒｅ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３７（２）：１２１－１２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周宁，郝晋珉，孟鹏，等．黄淮海平原县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及其整治策略［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７）：２５６－２６３．
ＺＨＯＵＮｉｎｇ，ＨＡＯＪｉｎｍｉｎ，ＭＥ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ｕｎｔｙ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ｎ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ａｒｅａ
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７）：２５６－２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孔雪松，刘耀林，邓宣凯，等．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整治分区规划［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１８）：
２１５－２２２．
ＫＯＮＧＸｕｅｓｏｎｇ，ＬＩＵＹａｏｌｉｎ，ＤＥＮＧＸｕａｎｋａｉ，ｅｔａｌ．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ｏｗ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２，２８（１８）：２１５－２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邹亚锋，李亚静，马天骏，等．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４（１０）：２３８－２４４．
ＺＯＵＹａｆｅｎｇ，ＬＩＹａｊｉｎｇ，ＭＡＴ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ｗ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８，３４（１０）：２３８－２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魏伟，高晓，陈莉，等．基于引力和场强模型的干旱内陆河流域城乡体系相互作用及空间表达［Ｊ］．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２０１２，２６（１０）：１５６－１６１．
ＷＥＩＷｅｉ，ＧＡＯ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Ｌｉ，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ｆｔｏｗ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ｒｙｉｎｌ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ｒｅａｄ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２６（１０）：１５６－１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文博，刘友兆，夏敏．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８）：１８１－１９１．
ＷＥＮＢｏ，ＬＩＵＹｏｕｚｈａｏ，ＸＩＡＭｉｎ．Ｌａｙｏｕ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８）：１８１－１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３２３页）

１４２第 ５期　　　　　　　　　　　　　　杨绪红 等：规划引导下利津县村庄分类与整治策略



ＦＡＮＪｉ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Ｆｅｉｙａｎ，ＳＨＩＤａｊ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ｉｚ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４（１）：９６－１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谷思玉，朱玉伟，郭兴军，等．不同耕作方式下黑土物理性状及其玉米苗期生长的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１８，３３（４）：
２２６－２３１．
ＧＵＳｉｙｕ，ＺＨＵＹｕｗｅｉ，ＧＵＯＸｉ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ｗａｙｓ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ｓｅｉｎｍｏｌｌｉｓｏｌ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３（４）：２２６－２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张青松，肖文立，廖庆喜，等．油菜直播机深松浅旋组合式种床整备装置的设计与试验［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３５（４）：１２１－１２５．
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ｎｌｉ，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ｄｅｅｐｌｏｏｓ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ｂ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ａｐ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ｅｄ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３５（４）：１２１－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张西平，程伍群，绳莉丽，等．耕作及种植方式对土壤入渗参数和畦灌水流运动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９，
３５（１２）：８９－９７．
ＺＨＡＮＧＸｉ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ｕｑｕ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ｓｏｉ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ｏｆｂｏｒｄ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９，３５（１２）：８９－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张祥彩，李洪文，何进，等．耕作方式对华北一年两熟区土壤及作物特性的影响［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３，４４（增刊
１）：７７－８２．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ａｉ，ＬＩＨｏｎｇｗｅｎ，ＨＥＪ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ｒｏｐ
ｉｎａｎｎｕａｌ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３，４４（Ｓｕｐｐ．１）：７７－８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
２０１３ｓ１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３．Ｓ１．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解文艳，樊贵盛，周怀平，等．秸秆还田方式对旱地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１１）：
６０－６７．
ＸＩＥＷｅｎｙａｎ，ＦＡＮＧｕ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ｕａ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ｒａｗ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ｒ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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