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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乡镇为单位，在对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测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对整理潜力进行分级、分区；针对各类型区，结合实际

情况提出不同的整理模式。结果表明，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总潜力为 12126.70 hm2，占待整理居民点用地面积的 29.69%。

其中，Ⅰ级整理潜力 7812.37 hm2，主要分布在平原圩区；Ⅱ级整理潜力 3612.40 hm2，主要分布在丘陵、岗地地区；Ⅲ 级整理

潜力 701.93 hm2，以深丘、山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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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实践证明土地开发整理是补充耕地、保

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1]。同时，土地整理

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农村景观方面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致使一些学者将土地整理理解为景观整理
[2-3]，甚至把土地整理看作农村土地改革的措施和促进

农村发展的重要工程[4]。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

又是土地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改善农村生产居

住环境、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等方面均有积极的作用[5]。因此，对农村居民点用地

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角

度对农村居民点的土地利用进行了研究，如对农村居

民点的规模和土地利用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
[6-7]，归纳和总结了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模式[8-12]，也从

不同方面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潜力进行初步研究 
[13-14]。本文选择宣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乡镇为单位，

对该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潜力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区域概况 

宣城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为皖南山区与沿江平

原的结合带，地处苏、浙、皖 3 省交界处，现辖郎溪

县、广德县、泾县、旌德县、绩溪县、宣州区和宁国

市 5 县 1 区 1 市，124 个乡镇、办事处，1330 个行政

村，17411 个自然村。2003 年全市总人口为 274.83 万

人，农业人口 228.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83.27%。 

宣城市地势南高北低，地形较为复杂，大致可分 

 

 

 

 

为山地、丘陵、盆地、岗地、平原 5 大类。南部山地、

盆谷交错，北部平原河网密布，丘陵、岗地分布在中 

部宣(州)-郎(溪)-广(德)地带。 

 

1.2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 

据 2003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宣城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的 59.36%，占全市居民点用

地面积的 90.10%。人均 170.08 m2，户均 607.92 m2，

高于国家(150 m2 上限)和地区(中心村人均 高标准

为 120 m2，新建村镇上限 150 m2)规定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人均用地标准。其中，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超过  

150 m2的有郎溪县 219.20 m2，宣州区 168.98 m2，广德

县 163.54 m2，泾县 176.61 m2，宁国市 176.68 m2。 
 

2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 
 
以乡镇为单位，在调查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用地面积、人口、户数、内部闲置土地面积、需拆迁

面积等基础上，采取综合递增率法、剩余劳动力转移

模型等分别预测 2010 年的各县市区的总人口、城镇人

口，进而得出各县市区的农村人口。依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规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均面积标准，进行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对于 2003 年人均用地超

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标准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则

根据 2010 年预测的农村人口来计算届时的人均用地

面积，届时人均用地不超标准的，则将 2003 年人均用

地超标部分作为规划期内农民建房用地；到 2010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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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地仍超标的，则依据人均用地标准确定居民点用

地面积，将 2003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减去人均用地

标准与 2010 年预测的农村人口的乘积，加上内部空闲

地面积和拟搬迁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作为每个乡镇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15]。 
2.1  人口预测 

2.1.1  宣城市总人口预测    以乡镇为单位，参照各

乡镇从 1985 年到 2003 年的人口增长、迁移变动情况，

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结合经济水平及产业的发展前景

来分析人口的增长情况。本文采取综合递增率法来预

测各乡镇的总人口： 

( )1 21 tP P r r= + +总  

式中，P 总 为预测期末人口；Po 为 2003 年的总人口；

r1 为自然增长率；r2为机械增长率；t 为预测年限。 
2.1.2  城镇人口预测    城镇化过程其本质就是农

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和空间转移的过程。因此，剩

余劳动力转移模型是预测城市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的重

要模型之一： 

( )1 t
tP P r Lme= + +

 

式中，Pt为预测期末城镇人口；P0为基期（2003 年）

城镇人口数；r 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L 为预测期末

农村剩余劳动力；m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率；e 为带

眷系数；t 为预测年限。 
由以上公式可计算汇总出 2010 年宣城市各县市

区的农村人口 Prt（表 1）。 

 

表 1  宣城市各县市区农村人口预测汇总表（2010 年，万人） 

Table 1  Predic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towns and districts of Xuancheng 

预侧  宣州区 郎溪县 广德县 泾县 绩溪县 旌德县 宁国市 

总人口 87.00 35.10 54.40 37.50 18.90 16.00 39.10 

城镇人口 40.39 11.23 22.40 14.50 7.74 7.10 17.60 

农村人口 46.61 23.87 32.00 23.00 11.16 8.90 21.50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公式如下： 

( ) /10000t rt mS B B P S S= − × + +
， 

( ) / 10000t b m rtB S S S P= − − ×  
式中，S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hm2）；Bt为 2010  
 

年人均用地面积 (m2/人)；B 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均用地标准 (m2/人)；Prt 为 2010
年预测的农村人口 (人)；Sb为 2003 年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面积 (hm2)；So为 2003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空闲

地面积 (hm2)；Sm 为 2010 年拟搬迁的农村居民点用地

面积 (hm2)。宣城市各地区的相关指标如表 2。 

表 2  宣城市各县市区相关指标表 

Table 2  Correlation indexes of towns and districts of Xuancheng  

指标 郎溪县 绩溪县 广德县 泾 县 旌德县 宁国市 宣州区 

S0 (hm2) 520.30 206.43 439.60 430.00 260.20 460.40 629.50 

B (m2/人) 150 110 150 150 120 150 120 

Sm (hm2) 100.00 66.60 230.00 220.00 100.56 260.29 122.55 

 
以乡镇为单位，在调查的基础上，用上述公式测

算，逐级汇总得到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为

12126.70 hm2，占农村居民点用地待整理面积的

29.69%。其中，农村人均用地超标形成的潜力为

8080.27 hm2，占总潜力的 66.63%；空闲地面积为

2946.43 hm2，占总潜力的 24.30%，拟搬迁的居民点用

地形成的潜力占总潜力的 9.07%（表 3）。 
 

 

表 3  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汇总表 

Table 3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land readjustment potential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Xuancheng 

县市区 宣州区 郎溪县 广德县 泾县 绩溪县 旌德县 宁国市 合计 

用地整理潜力 (hm2) 3163.80 2720.17 1620.00 2080.00 413.70 488.80 1640.23 121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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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 
 

3.1  整理潜力分级标准确定 

由于各地区地形条件、经济基础、农村居民点用

地总面积以及人均、户均用地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因

此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整理成各类

用地的潜力也不同。为了便于横向比较，本文采用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指数，即单位农村居民点用地

面积上农居点整理潜力作为分级指标。利用其来度量

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可以避免不同研究区

域内因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的不同对整理潜力造成

的影响。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指数的计算

是以乡镇为单位，采用公式： 
/ 100%r wI S S= ×  

式中，Ir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指数；S 为农村居

民点用地整理潜力；Sw为农村居民点用地待整理面积。 
按照上式计算，宣城市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整

理潜力指数在 5% ~ 70% 之间。对各乡镇的潜力指数

值进行极大值标准化处理，选择欧氏距离，采用 大

距离聚类法对其聚类分析，得到 大距离聚类谱系图 

(图略)。参照聚类谱系图，并结合宣城市的实际情况，

将全市 124 个乡镇、办事处划分为 3 个潜力级 (表 4)。 
 

 

 

 

 

 

3.2  整理潜力分级 

据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标准，以

乡镇为单位，进行分级汇总得出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

整理Ⅰ级潜力区面积为 20081.87 hm2，占全市待整理

区面积的 49.17%，整理潜力为 7812.37 hm2，整理潜力

指数为 38.90%；Ⅱ级潜力区面积为 15010.49 hm2，占

待整理区面积的 36.75%，整理潜力为 3612.40 hm2，潜

力指数为 24.07%；Ⅲ 级潜力区面积为 5753.33 hm2，

占待整理区面积的 14.09%，整理潜力为 701.93 hm2，

潜力指数为 12.20% (表 5)。 
3.3  潜力区的分布特点及整理模式 

Ⅰ级整理区。此类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规模较大、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交通状况

较好。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均面积普遍超标，户均面积

偏大。此类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

较高，盖好房的欲望较强，大都在村外沿道路占好地 

 
 
 
 
 
 
 
 
 
 
 
 
 
 
 
 
 
 
 
 
 
 
 
 
 
 
 
 

 
建新房。而且建新不拆旧，导致一户多宅，空心村现

象较为普遍，此类型区整理潜力较大。 
此类型区的居民点用地整理方式应以宅基地整理

和村庄内部用地及乡镇企业用地整理为主，新增土地

主要用于补充建设用地和耕地。同时加强居民新村的

建设，将居民点用地整理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此类

型区主要分布在水阳、狸桥、沈村、桃花潭、丁家桥

等乡镇。 
Ⅱ级整理区。此类型区涉及的乡镇数量 多，村

镇的规模中等，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形条件相对较差，

岗地、丘陵均有分布，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自然制约

性较强，加之人均未利用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空间

狭小。此类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人均、户均面积超标

现象突出且差别较大，散村、散户比例较大。 
此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以散村、散户归

并，中心村建设为主，注重内涵挖潜和对空置居民点

表 4  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标准 

Table 4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land readjustment potential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Xuancheng 

潜力级 Ⅰ级 Ⅱ级 Ⅲ 级 

潜力指数 (Ir) Ir ＞30% 30% ≥ Ir ＞19% Ir ≤19% 

表 5  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汇总表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land readjustment potentials 

in rural settlements in Xuancheng 

潜力级 县市区 

 

待整理居民

用地点面积 

(hm2) 

居民点用地

整理潜力 

(hm2) 

整理潜 

力指数 

(%) 

宣州区 9143.14 2797.80 30.60 

郎溪县 4354.14 2133.53 49.00 

广德县 2250.00 682.00 30.31 

I 

 

泾  县 2746.70 1395.20 50.80 

 绩溪县 348.65 145.04 41.60 

 旌德县 214.72 124.00 57.75 

 宁国市 1024.52 534.80 52.20 

小计 20081.87 7812.37 38.90 

宣州区 

郎溪县 

1819.09 

2131.69 

366.00 

586.64 

20.12 

27.52 

广德县 4195.28 847.00 20.19 

 

II 

泾  县 2052.67 518.80 25.27 

 绩溪县 614.13 173.86 28.31 

旌德县 555.45 162.47 29.25 

宁国市 3642.19 957.63 26.29 

 

小计 15010.49 3612.40 24.07 

III 广德县 1044.55 91.00 8.71 

 泾  县 1709.09 166.00 9.71 

 绩溪县 644.83 94.80 14.70 

 旌德县 1225.49 202.33 16.51 

 宁国市 1129.37 147.80 13.09 

 小计 5753.33 701.93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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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盘活，通过合理规划布局，保护现有耕地，并

引导城镇合理的发展。同时，在整理的过程中应特别

注意生态的建设。此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云岭、凌笪、

岗南、飞里、涛城、新发、中村、南丰、金坝、定埠、

毕桥、杨柳等乡镇。 
Ⅲ 级整理区。此类型区地形条件以山地为主，未

利用地面积大，土地开发的空间较大。农村居民点用地

规模较小，人均、户均面积超标现象突出，散村、散户

比例在 3 种类型区中 大，抛荒耕地与闲置居民点用地

数量较多。 

此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以迁村并点及空

置居民点用地复垦为主，与退宅还林相结合。新增土

地主要用于补充林地、耕地，在整个过程中应特别注

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再者，应利用此类地区特殊的地

理环境，招商引资，将整理的新增土地与抛荒耕地统

一安排利用，结合山区生态建设，推进山地农林综合

开发项目的实施，重点进行林果及药材作物的开发。此

类型区主要分布在苏红、汀溪、姚村、溪口、茂林、西

阳等乡镇。 

4  结论 
 

(1) 在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调查与人

口预测的基础上得出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待整理面

积为 40845.69 hm2，整理潜力为 12126.70 hm2，占农村

居民点用地待整理面积的 29.69%。 
(2) 为更好地反映某区域居民点用地整理新增各

类用地面积及其分布，便于村镇用地整理及规划的编

制，因地制宜地布局整理项目等，本文划分了农村居

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区。为了避免因待整理居民点用地

面积的不同对整理区内整理潜力大小造成影响，引用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指数，把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

整理潜力分为：Ⅰ级（Ir＞30%）、Ⅱ级（30%≥Ir＞19%）、

Ⅲ级（Ir≤19%）。 
(3)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的基础上进

行逐级汇总得出：全市Ⅰ级整理潜力为 7812.37 hm2，

其主要分布在宣州区、郎溪、泾县等地，分别为

2797.80、2133.53 和 1395.20 hm2；Ⅱ级整理潜力

3612.40 hm2，其主要分布在宁国、广德、郎溪等地区，

分别为 957.63、847.00 和 586.64 hm2；Ⅲ 级整理潜力

701.93 hm2，主要分布在旌德、泾县、宁国等地区。  
(4)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整

理模式研究与制定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前提。本

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和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

原则[16]，本文在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级的基础

上，针对不同的整理潜力区及地形区提出了相应的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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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Readjustment Potential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Xu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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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geosciences and survey engineer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Jiangxi  344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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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in combination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s of land use readjustment 

potentials of rural settlements,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land use readjustment potential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Xuancheng were discussed.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grade and zone the potentials, and the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for collating the potentials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each type zon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potential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was 12126.70 hm2, accounting for 29.69 percent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settlements. Grade I potential was 7812.37 hm2,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plain region; Grade II potential was 3612.40 hm2, 

mainly in the hilly region; and Grade III potential was 701.93 hm2,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 Land use readjustment, Potential index, Clustering analysis, Xu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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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发生与系统分类》出版 
 

由龚子同、张甘霖、陈志诚等著的《土壤发生与系统分类》一书已于 2007 年 9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专题研究的专著，在发生理论研究上较深入，在实际应用上有所拓展。全书共三

篇，25 章，626 页，96.6 万字，并附中国土壤和分区图。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第一篇为土壤发生。除阐述一般发生过程外，在世界上率先深入剖析了人为土发生过程，对极端条件下，

如极地、干旱、高山条件下，以及热带、亚热带红色风化壳上的和温带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发生作了有特色的分

析。 
第二篇为土壤分类。严格以发生学理论作指导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阐明土壤分类的原则和系统，

提出了一个反映中国实际的以定量化为特点新的谱系式分类。 
第三篇为分类解译。为便于土壤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分别阐述了土壤空间分异、土壤的多样性、土壤参

比、土壤信息系统以及分类在实践上的应用。 
土壤具有生产、生态、基因保护、原材料和文化景观功能。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土地承受着

空前的压力。土壤作为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显得尤为宝贵，理应倍加珍惜。深入了解我国土壤发生和分类对

环境保护和农业持续利用有很大意义。该书对从事资源、环境、生态、地理和土壤等学科的科研、教学工作者

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书定价 150 元，欲购者请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赵文君联系。 
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邮编：210008 
电话：025-86881299 
E-mail：wjzhao@iss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