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冯应斌 1,2,3，龙花楼 2,3,4*

(1.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4.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0)

摘 要：中国山区面积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促进山区可持续发展，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山区乡

村聚落作为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核心空间单元，是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论文基于文献回溯和

归纳总结的方法，在对中国山区发展概况、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

上，明晰了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重构思路和方法，总结了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与调控

策略；认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存在着主体多重、目标多元、模式多样等典型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空间优化重

组过程。新时代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加强以下5个方面的研究：① 山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重

构作用机理与模式；② 土地利用转型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制；③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山区乡村聚落

空间重构影响；④ 新兴业态发展与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互作用关系；⑤ 大数据时代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

究方法革新。通过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实证分

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理论，以期促进中国山区可持续发展和助推现代化实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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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是一个具有较强人文意义和地理属性的

综合性概念，其边界范围往往以山地类型划分为自

然基础，在此基础上强调区域的完整性、连续性。

因此，山地范围的定量研究是划分山区范围的基础

性工作[1]；盈斌等[2]将县域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超过40%以上的县域界定为山区县，得出中国山区

县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75%左右；宁夏、青海、云

南、贵州、甘肃、西藏 7个省(自治区)是中国集中连

片山区。《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将县域内山

地面积大于80%以上的县界定为山区县，全国山区

县总面积约占45%左右，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青

藏高原、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上海、天津和江苏没

有山区县[3]。为便于社会经济数据的获取，本文对

中国山区范围的界定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

卷)》保持一致。根据 2014 年和 2017 年《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县市卷)》数据，中国山区县、平原县、丘陵

县数量约为2069个(不含部分市辖区)，其中山区县

数量占 43.21%。中国 894个山区县总人口由 2013

年的 32331万人增加至 2016年的 32747万人，年均

增长率为0.43%；GDP总量由2013年的79337.33亿

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99280.77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7.76%。受山地的能量梯度性、地表破碎性、空间异

质性等自然属性影响，山区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重点区域，存在着地理空间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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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社会经济的边缘性等自然—

人文交互耦合特征[4]。由于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全局性意义，在山区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

诸如山区环境移民与减贫、基础设施配套与服务、

山区城镇化与聚落重构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人文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和热点[5]。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的聚居形式，是乡村居民

与周围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交互作用形成

的生产生活场所。由于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和侧重

点的不同，已有文献中常出现相似的叫法或称谓：

农村居民点、宅基地等。从空间利用角度来看，乡

村聚落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范围在地图上均为一

个具体的图斑[6]，而宅基地是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

庭院用地范围[7]。在中国欠发达的山区，由于农户

宅基地以居住功能为主，具有功能单一、范围闭合

等特点。基于此，本文认为乡村聚落、农村居民点、

宅基地等概念内涵和地理空间范围十分相似，故不

再作单独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大规模工业化

浪潮的席卷，乡村人口向城镇快速转移，中国的乡

村聚落空心化、无序扩张等不合理利用现象十分普

遍。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交错影

响，较平原地区而言，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其

演变存在着集聚程度不高、衰退速度过快、类型复

杂多样等特征。在新的发展时期，伴随着城镇化、

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

的乡村正经历着社会经济形态重组、地域功能提升

等一系列转型与重构的过程[8]。空间重构作为优化

乡村空间组织、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助推全面振

兴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成为乡村地理学领域持续关

注的热点话题[9]。中国山区面积大、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低，乡村聚落空废现象严重，亟需以聚落空间

重构为主要抓手促进居住空间集约高效。当前在

广泛开展典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案例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模式和策略，较好地促

进了山区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和功能重组；但也存在

着系统梳理不足、理论建构缺乏等问题。本文在总

结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驱动机

制的基础上，明晰了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概念内

涵、重构思路与方法、典型模式与重构策略，构建了

山区振兴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总体框架。通

过上述文献回顾与展望，以期促进中国山区乡村聚

落空间重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而助推山区可持续

发展和现代化实现进程。

1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其演
变特征研究

1.1 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全国尺度上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

的宏观地理格局烙印，乡村聚落密度主要受地形要

素的限制。总体来看，中国山区乡村聚落具有大分

散、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斑块形状不规则、复杂

程度高；乡村聚落多聚集在河流两侧，其空间分布

与河流走向密切相关。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

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贺艳

华等[10]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

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并产生“持续强化

效应”；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等属于动态型因子，主

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并产生“倒

U型阶段效应”。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存在明显

的垂直梯度特征，海拔、坡度和坡向这3类地形因子

对乡村聚落的规模、形状和空间分布起着重要的影

响作用[11]。海拔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型铸”

作用且“亲水”特征明显[12]，地形位指数越大，越不

适宜乡村聚落分布[13]；山区乡村聚落多沿道路支线

和河流分布于山间河谷地带且分布散乱[14]。此外，

耕地与乡村聚落之间的空间匹配关系是衡量区域

人(聚落)地(耕地)关系的重要指标。岭南山区阳山

县90%以上的乡村聚落的平均耕作距离在570 m以

内[15]；而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稻作梯田区 80%以上

的乡村聚落分布于距离耕地 100 m 范围内的区

域 [16]。中国东中西部典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

的海拔、坡度、道路及与耕地关系等主要影响因素

之间作用关系详见表1。

1.2 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从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来看，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海拔、坡度等地形因子的影

响力在逐渐减弱，呈现出显著的交通、水系指向。

通过1963—2015年的长时间序列高清影像数据，李

阳兵等[21]认为中国西南喀斯特山区峰丛洼地区域

乡村聚落总体上呈现出“外密中疏”的空间特征，在

时间尺度上经历了以新旧混杂型为主、以老旧型为

主、以新旧混杂型和新方位为主的演变过程，存在

着低地指向、交通指向、经济和中心地指向的多元

演变路径。在西北黄土高原区，县域乡村聚落趋向

于地形较为平坦处布局，空间上呈现“融合—迁移”

的趋势，具有城郊、集镇中心和沟谷地带指向

867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性 [22]。通过对山区县和平原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分析，娄帆等 [23]认为平原县聚落逐渐趋向随机分

布，而山区县集聚趋势逐渐增强。总体而言，随着

时间推移，山区乡村聚落呈现出向自然地理条件较

好、交通便利地区集中的基本特征。从乡村聚落演

变驱动因素来看，海拔、坡度、水系等交互作用下形

成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构成了乡村聚落演变的“总

体骨架”；人口数量增长而引起的人地关系变化是

影响乡村聚落演变的主导驱动力 [24]。在县域尺度

上，随时间变化，地形影响在减弱，而道路和乡镇中

心的辐射影响在增强[25]。同时，城乡发展与开发建

设等政策引导、农户住房建设能力增强和生活质量

追求等因素交互作用并共同驱动乡村聚落时空演

变过程[26]。在区域耕地资源禀赋、乡村人口变化、

自然地理环境等交互作用下，形成了乡村聚落空间

分布的基本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山区大量剩余

劳动力的析出，农户家庭职业分化、家庭收入增长

以及风俗习惯的转变等经济发展和社会习俗变迁

是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持续拉力因素；而通村道

路、农村电力、自来水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移民等山区发展激励措施对山区乡村聚落演

变形成政策推力，且具有突变性。此外，由于中国

山区范围与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在空间上存在高度

重叠，山区聚落受经济发展、管理政策以及社会习

俗变迁等多重要素的交互耦合作用，其规模、结构、

形态演变特征、路径和模式更加复杂化、地域化和

多元化(图1)。

2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思路与
方法研究

2.1 空间重构概念解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快速城镇化、

工业化以及逆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

还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其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环境与要素组合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在城

乡关系、村镇内部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

式、就业与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乡村转型发展[27]。

对乡村地域系统中人口、土地、产业等核心要素转

型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地方行为主体通过

实施政策干预和调控等手段，促使乡村地域要素、

结构、功能发生重组和优化[28]。因此，乡村重构是

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

配置、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

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

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等良

性发展的过程[29]。从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来看，针

对乡村空间形态的分散化、无序化、污染化以及经

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等突出问题，从乡村空间重构、

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3个方面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的

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30]。龙花楼[31]认为乡

村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即乡

村空间重构，主要包括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

生态空间的重构。

乡村聚落作为乡村人口居住、生活、休憩以及

表1 中国典型区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素

Tab.1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ypical mountainous and plateau areas of China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典型山区

东南低山区

大别山区

武陵山区

黄土高原

沟壑区

案例位置

宁波市四明

山区[17]

安徽省金寨

县[18]

重庆市彭水

县保家镇[19]

陕西省延安

市宝塔区[20]

海拔

约 80%的乡村聚落分布

在120 m以下，海拔相对

较高的地区乡村聚落比

重较低且呈零星分布

海拔在 800 m 以上的中

山区仅有0.7%的房屋分

布，在低海拔地区呈现

聚集性分布格局

约 90%的乡村聚落分布

在海拔800 m以下，且随

着海拔的增加，斑块面

积比例明显下降

主要分布在 955~1164 m

之间，且随海拔度变化

呈正态分布

坡度

90%以上的乡村聚

落分布在坡度小于

20°的区域内

超过 80%的房屋分

布在 20°以下，房屋

密度随坡度上升而

逐渐下降

具有强烈的底坡度

区位取向

坡度为5°~23°之间，

且随坡度频率分布

具有正态分布特征

道路

约 40%的乡村聚落位于道

路的 500 m 缓冲区内，道

路对乡村聚落的分布影响

较大但并不突出

约 75%的房屋分布在距离

道路 200 m 以内，与道路

具有明显的依赖性

约 65%的乡村聚落与公路

距离在 1500 m 以内，且聚

落密度随公路距离的增大

而减小

超过 80%的乡村聚落临近

道路距离在500m以内

与耕地的关系

75%以上的耕地处于

乡村聚落的 100 m 缓

冲区内，乡村聚落的分

布受耕地影响显著

在低海拔、缓坡、向阳

等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的地区呈现较高的集

聚特征

乡村聚落与耕地分布

具有较强的空间趋同

性，聚(落)耕(地)比为

1：14

约 60%的乡村聚落耕

作半径为 700~800 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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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载体，是乡村居民生产和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乡村生产、

生活空间重构研究的“重中之重”和主要途径。乡

村聚落空间重构作为乡村聚落空间转型发展的过

程，是乡村重构的聚落空间形态的外显，主要涉及

乡村聚落的外部形态、规模、组织形态、空间布局、

景观特征等[32]。陈永林等[33]认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是指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即对现

有乡村聚落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及聚落结构上的

重组，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从重构的主导

动力来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各级政府为实现某

一方面或多方面调控目标与集体、农户以及企业或

联合体等行为主体共同对乡村聚落进行空间优化

重组的过程，其空间格局集中反映了各行为主体之

间的博弈结果。从重构的目标来看，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具有显著的动态性、阶段性和多元性，突出表

现为其价值取向不断向高级阶段演变及其实现目

标体系的多元集成。从重构的途径和模式来看，乡

村聚落空间重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其重构手段多

样、策略综合。因此，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存在着主

体多重、目标多元、模式多样等典型特征，是一个动

态的、复杂的空间优化重组过程。就山区这一特殊

地域类型而言，应立足山区经济社会背景和自然资

源禀赋条件，在厘清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及其聚落演

变过程、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山区乡村发展阶段目

标，协调山区乡村聚落优化重组过程中基层政府、

村社集体、农户以及其关联组织的利益诉求，制定

与山区乡村聚落生态宜居相匹配的政策措施和因

地制宜的工程技术手段，不断优化山区乡村聚落空

间格局、提升其聚居功能，进而实现美丽和谐的山

区乡村人居环境。

2.2 空间重构基本思路

乡村聚落是乡村转型发展的物质载体和空间

重构的本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单元。从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思路来看，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根据优化和提高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为主

图1 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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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目标而进行的空间布局调整；二是根据乡村聚落

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来对其功能类型进行划分；三

是从城乡地域系统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来研判

乡村聚落调控类型及其策略。在传统农区，耕作半

径、耕地面积与聚落面积比值(简称耕聚比)等指标

是衡量区域耕作压力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优化乡

村聚落布局的重要参考指标。受地形因素影响，耕

作半径的变化对山区村民出行影响更加显著，李学

东等[34]对西昌市高山陡坡区、低山缓坡区、河谷平

原区耕作半径进行差异化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

了上述3类区域乡村聚落迁并策略。在快速城镇化

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

刻变化，农民就业日趋非农化，农村发展已逐渐转

入生活质量追求阶段。唐承丽等[35]认为通过聚落

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和构建以

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是实现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 2个重要途径，并构建了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RROD理

想模式。邵帅等[36]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个角度

入手，在对陕西华县农村地区进行生产半径分区和

公共服务供需模式分区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因素将

华县原有的 242个村调整为 60个农村社区。刘春

芳等[37]以乡村转型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级为基础，

对乡村聚落进行类型分区，明确各类型区的整治重

点和模式。杨昕等[38]基于城乡联系视角对乡镇未

来发展进行定位，然后构建差异化指标体系对重庆

市 3个典型乡镇的乡村聚落进行评价，并以此对聚

落斑块进行分类调整，为优化乡村聚落的组织形

式提供技术参考。李冰清等[39]通过城乡发展评价

定位各乡镇城乡发展类型，然后评估乡村聚落的集

聚发展适宜性，并运用双约束空间聚类法探索合理

的集聚中心，利用加权Voronoi图划分乡村聚落空

间影响范围，提出不同发展类型乡镇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路径和类型。总体而言，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

构更加注重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强调生态

保护优先理念，在系统剖析区域自然地理类型的基

础上，根据乡村聚落发展能力和水平确定其功能类

型和调控目标，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

2.3 空间重构主要方法

在地块尺度上，依据“居住场势”理论，认为农

户存在着由“势”较低的区域向“势”较高的区域迁

移的一般规律；通过识别区域内乡村聚落居住“场

势”值的大小，并据此划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区域

类型和重构模式[40]。在聚落单元(斑块)尺度上，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模型)主要有 3类：① 引力

模型。根据系统论观点，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

用形成一个结构和功能复杂的有机系统；乡村聚落

作为乡村地域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各乡村聚落

单元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因此，部分学者

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指导，运用引力模型估算乡

村聚落的吸引力[41]，认为吸引力越大，乡村聚落的

中心性越好，并以此来确定乡村聚落单元的迁并方

向和策略，实现乡村聚落空间重构。② 影响力评

价+加权Voronoi图。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单元影响

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其综合影响值的大小，分析其

等级结构体系；然后运用加权Voronoi图模型分析

乡村聚落单元的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聚

落迁并方向及其空间优化策略[42]。③ 最小累积阻

力模型(MCR)。借鉴景观安全格局理论，认为最小

累积阻力小的区域适宜乡村聚落的空间扩展，反之

则抑制其空间扩展；分析乡村聚落各阻力因子的阻

力系数，对乡村聚落适宜性进行分区，综合分析乡

村聚落扩展的潜在可能性及趋势并提出优化方

案 [43]。此外，利用计算机快速迭代技术，动态计算

模型目标函数，不断优化组合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方

案[44]。当前，大数据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各类分析

决策过程中，给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优化思维带来了

新的变革。同时，多源、多类型的数据资源为进行

多目标约束下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复合分析方法

创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是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方

法探索的新方向。

3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与
策略研究

3.1 空间重构典型模式

模式是指系统要素按照一定的关系所组成的

一种表现形式。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是指乡村

聚落布局优化重组过程中不同类型整合方向与运

行方式的理论性概括，具有地域性、动态性、尺度性

特征。不同的重构模式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适用条

件和发展方向，同时，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一个根

植于区域经济社会巨系统中的漫长过程。山区乡

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选择往往根植于山区脆

弱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强调适度集聚与拆并，实

现聚落功能多元。县域尺度的空间重构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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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明确各村镇乡村聚落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强

调对聚落调控的指引性；而村镇尺度的空间重构模

式构建需进一步指出聚落斑块迁并路径和时序安

排，侧重于对聚落斑块重构的实施性。扩展型、保

留型、拆迁型是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 3种主要

模式。赵思敏等[45]根据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现状特

征和发展条件，将咸阳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分

为整体搬迁合并型、部分保留整治型和整体保留发

展型3种模式。谢保鹏等[46]根据甘肃省临夏县北塬

地区乡村聚落区位等级以及限制因素提出了发展

型、保留型、挖潜型、并点型和迁移型 5 种重构模

式。孙建伟等[47]顾及乡村聚落密度与规模组合特

征的镇域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方向识别方法，提出了

城镇化集中型、中心村建设型、协同整治型和内部

改造型 4种重构模式。在中国黄土高原区、武陵山

区、岭南山区等典型区域，诸多学者根据各自重构

思路，构建了与之对应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

(表2)。

3.2 空间重构主导策略

总的来看，随着人口外流和耕地荒芜的不断推

进，应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实现山区

“退出利用型”乡村聚落的“精明退出”[53]。从全国

县域乡村聚落变化类型来看，减少型乡村聚落活跃

区域和变化迟缓型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青藏

高原以及华中丘陵区等生态脆弱区，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策略应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和新平

台，推进复垦还园、还林和还牧[54]。在西南丘陵区，

受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等外部动力源的驱动，就地

城镇化型重构模式将“村改居”和“农转非”作为主

要重构策略，对中心村、基层村分别采取集中居住

和内部改造为主的重构策略，而迁移合并村则以向

条件较好的聚落迁移为重构策略[55]。余兆武等[56]运

用复合生态位模型对地处中国东南山区的上杭县

城乡发展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仅20%左右的区域

处于适度或高度适宜等级，在顾及环境容量的前提

下，应采取重点发展中心村镇的聚落调控策略。在

山丘生态保护区，重点治理自然村和空心村，对生

态环境破坏较大的聚落采取迁移合并，并通过新型

社区和中心村建设，适度限制聚落扩张[57]。在黄土

山丘区，荣联伟等[58]认为应根据中心村、核心村、自

然村、零星村等乡村聚落类型划分结果确定其空间

重构策略，实现对不同类型的乡村聚落实施分级、

分类管理。针对西南岩溶山区少数民族聚落存在

着空巢现象严重、空间形态遭受破坏、空间发展粗

犷无序等突出问题，邓春凤等[59]提出了注重特色引

导、提倡集聚发展的重构策略。

4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展望

在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带动

下，当前中国地理学、城乡规划学、资源管理学等各

界同仁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

素、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等“格局—过程”研究较

为深入。面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从社会、

经济、空间等视角构建了乡村重构的分析框架，并

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典型案例和模式 [60]。山区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存在着长期滞后性，其空间演变与重构更易受

表2 中国典型山区不同尺度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

Tab.2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odel of rural settlementsat different scales in typical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典型山区

黄土高原区

武陵山区

黔中高原区

岭南山区

黄土高原区

案例位置

陕西省襄垣县[48]

湖北省长阳县[49]

贵州省普定县[50]

湖南省临武县

西山乡[51]

甘肃省通渭县

四合村[52]

研究尺度

县域

县域

县内小流域

乡域

村域

重构思路

在综合海拔、坡度、道路、河流4个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计

算各行政村自然地理综合得分，并划分为优等区域、中等

区域和差等区域

构建自然—社会—生产因素在内的指标体系，运用GIS

空间分析模块获取各指标值，分区构建加强Voronoi图对

乡村聚落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综合区位条件的好坏是岩溶山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主

要依据，结合聚落规模等级演变、人口与聚落耦合演变模

式进行整合和空间重构

土地资源因素与交通条件是影响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

与格局优化的重要因素，结合村庄合并与易地扶贫搬迁

等工作要求，提出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以农户意愿调查为切入点，剖析农户对乡村聚落的整合

意愿及驱动机制，并在适宜性评价基础上探究重构模式

重构模式

优先发展型、保留发展型、

异地搬迁型

重点城镇型、优先发展型、

有条件扩展型、限制扩展

型、拆迁合并型

重点村镇型、优先发展型、

有条件扩展型、限制扩展

型、迁弃型

聚集型、保留型、迁移型

生态转化型、异地搬迁型、

旧村整治型、改造提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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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的影响，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格局、过程存

在着跳跃性和突变性，亟需进一步厘清山区乡村聚

落空间重构内在作用机理，因地制宜地提出重构策

略和可行路径。因此，在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的历

史时期，应进一步立足山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背

景，以重塑山区生态宜居环境为主要重构目标，系

统分析山区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制度改革、山区

新兴业态发展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互作用关系

及其影响机理；积极运用大数据等人工智能分析方

法、手段，更加科学全面地分析模拟复杂的山区乡

村地域系统要素的演变过程及其趋势，革新乡村聚

落空间重构研究范式。进而丰富和完善山区乡村

聚落空间重构作用机理，进一步凝练出山区乡村聚

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提升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

对优化重组山区乡村聚落的政策咨询水平和能力，

助推山区乡村全面振兴(图2)。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

用机理与模式研究

乡村振兴是一定区域内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

间重构、乡村功能提升的系统过程。乡村振兴与乡

村衰落相对，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

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重新组合乡村人口、土

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

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61]。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实

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明确乡村

聚落布局优化类型，有利于科学识别乡村振兴极。

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人文和经济等因素的交互

影响，中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递

减规律[62]。中国广大山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也是实现全面振兴最难啃的“硬骨头”。遵循“问题

导向—精准定位—多元路径—示范模式”的逻辑框

架[63]，系统分析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内在作用机理，

以切实保护农民权益为前提，总结提炼出基于不同

地域及发展需求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64]。

基于此，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山区乡村自

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

性，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和格局、动力机制和

作用机理、重构的模式等方面加强相关研究，夯实

中国山区振兴空间载体，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2) 土地利用转型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作

用机制研究

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

其中耕地和农村宅基地是土地利用转型之重要源

头，具有显著的时空耦合特征[65]。从中国山区土地

利用演变特征来看，在时间尺度上表现出耕地向林

草地转变、农村建设用地使用率低等突出特征。耕

地撂荒、宅基地闲置废弃是当前中国山区农村土地

利用“显性”转型特征，而土地边际化及其生态功能

恢复等是“隐性”转型特征[66]。从 1992—2017年中

国耕地撂荒文献的荟萃分析来看[67]，全国耕地撂荒

的县(市)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呈逆时针旋转90°的“T”字型。受社会经济发展

的驱动，乡村聚落演变过程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

现象和经济梯度分异特征。乡村空间重构作为多

元行为主体对乡村地域空间格局优化重组的整个

过程，促进了土地利用显性和隐性转型；而土地利

用形态的转变又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乡村空间重构

实践[68]，两者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因此，应在

厘清山区土地利用转型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遵循系

统论的观点，对比分析山区自然环境本底条件下不

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转型过程特征及其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路径，进而构建山区土地利用转

图2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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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互馈作用机制，助推山区乡

村振兴。

(3)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影响机理研究

农村宅基地空心化是当前中国农村“人走物

空”后的一个普遍现象，受居住环境的地形适宜性

影响，存在着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较平地

区高。当前广泛开展的空心村整治活动，主要通过

以土地为载体的多要素整合，是实现乡村空间重构

的核心环节；而引导和激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

地，是顺利推进空心村整治的前提。中国农村宅基

地具有无偿分配、长期持有、交易受限等典型福利

制度的特征。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框架下，有

序推进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是中国宅基地

制度改革的关键。宅基地有偿使用对盘活土地资

源形成倒逼机制，有偿退出有利于有序调整居住空

间，实现乡村居业空间重构[69]。在以宅基地制度改

革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推动下，形成了要素的优

化配置、整合重组和双向流动，实现了乡村聚落在

空间、经济和社会的三维重构。在山区脆弱环境及

其乡村聚落“散、乱、差”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将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格

局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空间重

构路径和模式选择。因此，应以典型案例研究为切

入点，进一步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要素整

合重组和实现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内在机理，充分

发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作用。

(4) 新兴业态发展与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

互作用关系研究

山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休闲

旅游目的地，在发展山地立体特色农业、休闲旅游

业及生态产品服务等绿色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优势。当前，中国农村淘宝、田园综合

体、民宿、康养等新的乡村业态蓬勃发展。“互联

网+”为乡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但信息

技术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仍需

深化 [70]。尤其是乡村旅游产业集聚促使乡村聚落

空间格局由“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逐步

演变为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并镶嵌在生态空间中

的“镶嵌式”[71]。在信息时代，以绿色、生态等为主

要载体的山区新兴业态发展具有爆发性、突变性和

跨越性等非线性特征。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不仅

助推了山区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突变，也映射于乡

村聚落这一空间载体。在后生产主义农村空间商

品化趋势下，应通过对不同类型山区的案例研究为

切入点，系统分析新兴业态对山区乡村地域经济社

会、空间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并归纳总结出其驱动

机制和转型路径，为政府实施各种干预政策提供决

策依据。

(5) 大数据时代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方

法革新

山区乡村具有空间功能结构复杂、层次丰富、

景观多样化等特征，山区乡村聚落作为乡村各种要

素流的重要空间载体，记录、刻画并储存着各种要

素活动。同时，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

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以及乡村功能的多元性，意味着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格局、过程的研究需要积极借鉴

和融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当前，虽然有关空间

分析、统计、叠加、缓冲等GIS软件基本功能在乡村

聚落空间重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耦合遥感

解译、口述历史、实地调查和入户访问等多种手段，

实现数据共享的空间数据集，更有利于对乡村聚落

演化过程及趋势的研究。大数据已成为继云计算、

物联网之后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热潮，地理大数据为

开展地表复杂非线性研究提供了机遇，为认识地理

复杂性的本质提供了可能[72]。因此，应积极地顺应

大数据的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变，充分运用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数据挖掘方法，更加高效、全面地揭示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各参与主体的行动目标与准则，

通过深度学习革新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究方法。

5 结论与讨论

(1) 中国山区乡村聚落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

空间分布特征，其空间分布与道路和河流走向密切

相关。在山区资源禀赋、人口增长、自然环境等要

素形成的乡村聚落基本格局基础之上，受经济发

展、管理政策以及社会习俗变迁等多重要素的交互

耦合作用，山区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形态演变特

征、路径和模式更加复杂化、地域化和多元化。

(2)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存在着主体多重、目标

多元、模式多样等典型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

空间优化重组过程。应立足山区经济社会背景和

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在厘清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及其

聚落演变过程、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山区乡村发展

阶段目标，协调山区乡村聚落优化重组过程中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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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村社集体、农户以及其关联组织的利益诉求，

制定与山区乡村聚落生态宜居相匹配的政策措施

和因地制宜的工程技术手段，不断优化山区乡村聚

落空间格局，提升其聚居功能，进而实现美丽和谐

的山区乡村人居环境。

(3) 在信息化、后生产主义等现代发展浪潮下，

中国山区正成为休闲旅游、立体观光农业、特色生

态产品服务等各类新兴产业发展的热点区域。应

积极运用大数据等人工智能分析方法、手段，更加

科学全面地分析模拟复杂的山区乡村地域系统要

素的演变过程及其趋势，革新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研

究范式；进一步立足山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背

景，以重塑山区生态宜居环境为主要重构目标，系

统分析山区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制度改革、山区

新兴业态发展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交互作用关系

及其影响机理；丰富和完善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理论框架，凝练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典型模式。

山区作为中国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社

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更是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

区域。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域系统及其人居环境的

核心要素和关键载体，是地理学、城乡规划学、资源

管理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

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分析等方法，总结了中国山区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空间演变过

程及其驱动机制；并进一步明晰了乡村聚落空间重

构相关概念内涵与外延，探讨了山区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基本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典型模式和重构策

略，认为当前中国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相关研究

面向乡村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家发展战略需

求，对不同类型山区广泛开展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

的典型案例和模式研究，很好地支撑了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但也存在着研究方法手段单一、山区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理论研究薄弱等突出问题。面

向未来，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今后

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研究中，应加强与平原地

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思路、方法、模式及其策略方

面的对比研究，不断凝练山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内

在作用机理与典型模式，进一步提升山区乡村聚落

优化重组的政策咨询水平和能力，夯实中国山区乡

村振兴空间载体，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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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large mountain areas with low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reas is the key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s the core

spatial unit of the regional system of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are the

research focus and hotspot of rural geography in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backtracking and

review,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ountain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larifi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lso, the main

model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were summarized.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at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has many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ultiple subjects, multiple objectives, and diverse models, which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1) The

mechanism and model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2) The mechanism of impact of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o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3)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ing land system reform o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4)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5)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economic and social driving factors, mechanism,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in mountainous areas, this study enriches and

improves the theory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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