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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从宏观层面分析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 并通过区域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间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力, 为土地利用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以农村人均居

民点用地面积为因变量, 采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模

式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 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由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缺乏行之有效

的退出机制, 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越粗放。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政支持可

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驱动力不同,

可分为城镇化驱动型、规划政策引导型、混合驱动型和尚未形成用地节约集约的起步型 4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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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继城
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后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国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 但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体

系松散, 利用方式粗放, 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据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居民点总面积

从 1996年的 16�46万 km
2
增至 2005年底的 16�57万 km

2
, 年均增长 0�08%, 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点面积基

数较大, 这一增长速率不容忽视。至 2005年,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占我国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52% ; 农村

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234m
2
, 远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上限 150m

2
/人。因此, 推进农村居民点土地的集

约利用, 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目前, 我国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相关研究较少,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中微观尺度

地域为案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影响因素研究
[ 2~ 5]
和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研究两方面。且现有研究大多

以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研究对象, 少有涉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研究也多以小尺度区域

(如单一地级单元或县级单元 ) 为样本
[ 3~ 5]

, 缺乏对宏观普遍因素的把握, 更缺少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研

究。

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机制主要是要素替代理论
[ 9]
, 即土地作为一种投入要素, 当其价格 (或机会成

本 ) 相对升高时, 生产主体将以其他非土地要素的投入替代土地要素的投入, 从而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

的投入 (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非土地要素 ) , 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这一理论不仅对于生产

性用地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这样的综合的生活性用地也同样具有效力。与土地要素相

对应的主要是人和建筑资本的投入, 在同一块地上投入更多的建筑资本, 提高建筑密度和容积率, 其目的

是容纳更多的人口。因此,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是衡量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最为直接

有效的指标。



农村土地利用模式有较强的地带性特点, 主要因为土地自身条件和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条

件有一定的区域差异, 因此不同地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水平的因素也不尽相同。该文以宏观视

角, 着重考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 并选取环渤海地区 (京津冀鲁 )、长

三角地区 (苏沪浙 )、珠三角 (粤 )、中部地区 (皖豫赣 ) 和西部地区 (川渝贵 ) 5个区域进行空间差异

对比研究。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演变主要受到农村居民传统行为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资

和规划政策这 3类因素的影响。 ( 1) 行为模式因素主要包括直接影响农业开发耕作模式的自然因素、土

地利用结构、人均耕地水平等。因为农村居民的传统行为主要受到农业开发条件的影响, 因此这些因素可

以影响或表征农村居民的传统行为。 ( 2) 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表征指标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区域经济

总量、产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这些因素同时影响着粗放利用与节约集约利用两种模式: 在农用地的土地

成本相对较低时, 城镇扩张和经济发展对农村用地带来前所未有的需求; 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

得以建筑资本要素替代土地资本要素成为可能。 ( 3) 规划和政策引导因素主要指各地村镇规划对农村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引和管制以及土地整理工作的推进。但由于这些指标难以进行量化和区域比较, 所以

该文选取政府财政支出来部分表征政府投资水平。这些因素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

图 1�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驱动力和影响因素

� � 该文以地级市为单元, 采用非线性多元回归模型, 从宏观角度系统考察行为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规

划政策引导各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然后, 在整体影响因素分析判别的基础

上, 分 5个区域为样区, 比较分析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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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

因变量

lnY 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的自然对数

行为模式影响因子 (控制变量 )

S lope 平均坡度

Precip itat ion 1998~ 2004年平均年降水量

Tem perature 1998~ 2004年平均年均气温

L_ construct 区域建设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比例

LnL_ cu l_ PC 区域人均耕地面积的自然对数

经济发展水平表征因子

U rban izat ion 以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中城市和建制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Edu_ v illage_ 1 农村完成初中学历的人数占 6岁以上人口比重

LnGDP 区域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LnGDP_ PC 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GDP1 第一产业比重

GDP2 第二产业比重

lnIncom e- village 农村人均年纯收入的自然对数

政府投资表征因子

FE _ PL 区域地均财政支出

1�2� 研究区域
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经济社会发展均差距较大,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

用也有着较明显的空间差异, 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在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都可能会有

较大不同。因此该文选取环渤海地区 (京津冀鲁 ) 作为北方代表, 长三角地区 (苏沪浙 ) 和珠三角地区

(粤 ) 为东部代表, 以及中部地区 (皖豫赣 ) 和西部地区 (川渝贵 ) 进行对比研究。

1�3� 数据来源
该文样本来自于京、津、冀、鲁、苏、沪、浙、皖、豫、赣、川、渝、贵等 13个省区的 151个地级

单元�。为了使人口数据能够与土地数据相匹配, 文章采用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农村人

口及总人口数据 � , 以及国土资源部 2005年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其他城市经济社会数据采用 �2006

年城市统计年鉴 � 数据, 并以各省区 2006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作为补充。

2�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影响因素

对全部 151个地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总体而言, 传统

行为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投资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均有显著影响。其中, 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力要强于传统行为模式, 可以看出, 经济社会发展是

我国当前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动态演变过程的主要驱动力。

在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因素中, 城镇化水平、GDP、人均 GDP对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 而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地均政府财政投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

居民点土地利用更为粗放。这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城镇化仍处在外围扩张为主的阶段, 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对

土地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村居民点用地部分成为城镇外围扩张的实际载体 (产业载体 ), 从而带动了农村

地区建设用地粗放扩张。另一方面,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退出机制仍不完善, 无论是已经获得城市户籍的人

口的原宅基地的复垦, 还是大量 �空心村� 的存在, 都影响了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可见, 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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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广东省深圳市所有土地全部城市化, 因此研究样本不包括深圳市。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统计人口为常住人口, 对于农村而言可以部分消除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出所造成的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虚高现象。



时有效的土地整理模式、制度和出台针对 �两栖人口 � 的有效的土地政策都是大力促进我国农村居民点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势在必行的趋势。
表 2�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S tandard ized C oeff icients Beta

S lope - 0�37* * * - 0�03 0�12

Precip itat ion - 0�21 - 0�07 - 0�34* - 0�33* * *

Tem perature 0�19 0�18 0�06

L_ construct 0�52* * * 0�25

lnL_ cu l_ PC 0�27* * 0�07

U rban izat ion 0�86* * * 0�86* * * 0�99* * *

Edu_ v illage_ 1 0�00 - 0�15

lnGDP 0�27* * * 0�08

LnGDP_ PC 0�45* * * 0�40*

GDP1 0�25 0�28

GDP2 0�07 0�05

lnIncom e- village - 0�56* * * - 0�48* * * - 0�24* * *

lnFE _ PL - 0�56* * * - 0�42* * - 0�48* * *

N 151 151 151 151 151

M ethod Enter En ter En ter E nter S tepw ise

Ad�R2 0�18 0�22 0�45 0�47 0�49

R 0�44 0�50 0�70 0�74 0�71

S ig� F 0�00 0�00 0�00 0�00 0�03

DW 1�35 1�48 2�03 2�11 2�03

� � � 注: * * * 在 0�01水平显著, * * 在 0�05水平显著, * 在 0�10水平显著

� �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投入有所增加,
收入效应可以带动非土地要素替代土地要素的投入, 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地均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较强的推动作用。可见, 政府投入和规划政策引

导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政府普遍开展的土地整理工

程, 并在部分地区试行了迁村并点工程。这对推动农业产业化, 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非

常有效的措施。因为各地开展的土地整理和迁村并点数量、质量和执行效果都很难对比衡量, 因此无法将

之量化为模型变量。这一方面导致了模型整体解释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政策引导在农村居民点用

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驱动空间差异

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相距甚远, 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有所不同 (如

图 2所示 )。选取环渤海地区 (京津冀鲁 ) 作为北方代表, 长三角地区 (苏沪浙 ) 和珠三角地区 (粤 )

为东部代表, 以及中部地区 (皖豫赣 ) 和西部地区 (川渝贵 ) 进行对比研究。

每一选区包含地级单元数量较少, 为保证回归自由度, 因此, 从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

素模型中挑出有显著影响的五个因子作为分区对比分析的变量, 分别是: 建设用地比例 ( L_ construct)、

人均耕地面积 ( lnL_ cul_ PC)、城镇化水平 ( U rban izat ion)、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 ( lnIncome_ v illage)

和地均财政支出 ( lnFE_ PL)。

从实证结果 (表 3) 可以看出, 不同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别。城镇化水

平普遍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点土地的利用趋向粗放。地方政府的支出在各地

区普遍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起到促进作用 � , 其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作用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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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PSS多元线性回归中, 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居民点面积无关联, 不能计入模型。



图 2� 5区域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

表 3� 分区模型回归结果

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 中部 西南

L_ construct 0�20 0�32* - 0�33 - 0�08 0�42* *

lnL_ cu l_ PC 0�23 1�01* * * - 0�10 0�12 0�48* * *

U rban izat ion 0�71* * 0�12 1�31* * * 1�24* * * 0�14

lnIncom e- village - 0�35 - 0�40 - 0�31 - 0�22 0�48* * *

lnFE _ PL - 0�28 - 0�87* * * - 0�37 - 0�97* * -

N 30 25 20 45 31

M ethod Enter En ter En ter E nter En ter

Ad justed R Square 0�17 0�68 0�70 0�62 0�56

R 0�56 0�86 0�88 0�84 0�79

S ig� F Change 0�09 0�00 0�00 0�00 0�00

Durb in- W atson 2�08 2�41 2�27 2�05 1�65

� � � � 注: * * * 在 0�01水平显著, * * 在 0�05水平显著, * 在 0�10水平显著

� � 从各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力来看这 5个地区分别对应着城镇化驱动型 (环

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 )、规划政策引导型 (长三角地区 )、混合驱动型 (中部地区 ) 以及尚未形成用地

33第 5期 � � � � � � 韩丹等: 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



节约集约的起步型 (西南地区 )。

城镇化驱动型地区正在进行以外围扩张为主的城镇化过程, 例如深圳无序蔓延式扩张和北京的摊大饼

式扩张。这些地区的农村受到城镇化的强烈带动, 为了跟进产业发展,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较为粗放。

可以说, 这一地区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要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 两栖

人口在农村也形成了人均居民点用地的偏高。这一地区规划政策管制力度相对比较薄弱。

在规划政策引导驱动型地区, 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点土地的利用方式影响较弱, 在这一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已经相对较高, 并且城镇化以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人口集中型为主, 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要快于土地城

镇化的速度。由于区域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 规划政策对土地的管制力度、政府的投入程度较高, 农村居

民点用地呈现了逐步节约集约的趋势。

图 3� 区域分类 (以城镇化驱动和规划政策引导

两种主要驱动要因素为标准 )

� � 混合驱动型地区的城镇化带动力和政策管制力都较强,
兼具了两种类型区的特点。一方面向外扩张型的城镇化对农村

居民点土地产生强烈的需求; 另一方面, 政府也在多方面寻求

规划政策管制的创新。如在中部地区的各类创新型示范区, 都

有关于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探索。

西南地区与其他 4个地区相差较大, 农村居民点土地的利

用与土地利用结构和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 并

且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随着农村人均年收入的上升而增

大。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较弱, 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没有明显影

响。西南地区山地多、平原少的特点使得这一地区的农村居民

点用地对原本的地理条件有较强的依赖, 而其他因素的作用较弱。

4� 结论

对农村居民点土地的利用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传统行为模式要素, 农村居民点

土地利用模式将在区域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演变。在经济发展的各因素中, 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点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的影响颇为显著, 但由于我国各城市目前普遍处于城镇外围扩张阶段, 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

其农村居民点用地越粗放。缺乏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机制以及大量两栖人口对农村土地的资源浪费性占用不

利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而政府的投资、规划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向节约集约发展的有力手段。

我国各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相差较大。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的人均农村居民

点用地基数较大, 在城镇化推动下农村用地呈现更加粗放的趋势, 急需调整观念, 加强规划和政策的管

制, 带动非土地要素对土地要素的替代, 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土地

利用模式影响相对较弱, 由于规划政策的引导和管制, 农村建设用地逐渐开始节约集约利用。以川渝贵为

代表的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基数面积较小, 但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点

用地在迫切的用地需求下利用日趋粗放, 并且政府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尚未起到实际效果,

在西部开发所面临的大量土地需求面前应当予以妥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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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OF ECONOM ICALLY AND INTENSIVELY USE OF

RURAL RESIDENT IAL LAND AND ITS REGIONAL D IFFERENCE

Han Dan, Feng Changchun, GuW eiying

( Co llege ofU rban and E nvironm ent, Pek ing Un 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 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 f the d issertat ion w as to study the factors impacting econom ica lly and intensively use of ru-

ra l resident ial land, and prov ide basis formak ing land use strateg ies and adm inistrat 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

nalysis of the driv ing force for the econom ica lly and intensive ly use o 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d ifferent reg ions� The
multiple non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w as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a lysis, and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per per-

son w 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 le� The resu lts revealed that the rural land usemode w as ma inly impacted by
the leve l o f reg ional economy, and urban izat ion w as themost impo rtant factor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ex itmech-

an ism o f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where the urban izat ion w as more ex tensive� The increase o f rural residents ' income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 tly improve the econom ically and intensive ly use of rura l resident ia l

land� The ma in driving forces of the use o f rura l residentia l land in d ifferent reg ions w ere differen,t and can be d-i

vided into four types: urban ization- driv ing, policy- driv ing, combinat ion- driv ing and the starting- driv ing�
Keywords� land use; rural residentia l land; econom ica lly and intensive ly use; impact 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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