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7卷第2期
2020年4月

水土保持研究
Research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Vol.27,No.2
Apr.,2020

 

  收稿日期:2019-03-11       修回日期:2019-05-20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02297);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项目(LBH-Z12032)
  第一作者:隋虹均(199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E-mail:suihongjun0206@163.com
  通信作者:张慧(1976—),女,山东金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研究。E-mail:2003zhanghui@163.com

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隋虹均1,张 慧2,于诗雯3,邱凯玉2,刘浩然2,

姜佩林2,栾思雨2,宋雪晴2,章桂芳4

(1.东北大学 土地管理研究所,沈阳110169;2.东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哈尔滨150030;3.辽宁广恒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沈阳110000;4.中山大学 地球与工程学院,广州510275)

摘 要:为使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区农村居民点高效服务农业生产的同时提高居住用地的集约度,以黑龙江农垦建三

江管理局所辖八五九农场为研究区,以研究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利用佳木斯市抚远市与双鸭山市饶

河县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矢量数据库以及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运用空间分析、耕作压力系数与农村居民点规模

预测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八五九农场进行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结果表明:过大的农村居民点耕

作半径是导致八五九农场产生大量田间散居住宅,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严重超标的重要因素;八五九农场应在适宜耕

作半径的基础上,建立高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居民点拆旧区与低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农民居民点建新区的增减挂钩,对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调整;研究区应建立农村居民点共计22个,第1至第11管理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应

分别为2,3,1,2,2,2,2,2,2,2,2个,平均规模应依次为8.96,2.77,12.87,8.23,8.10,8.44,7.07,12.80,12.89,16.63,

21.60hm2,平均可承载人口分别为597,185,858,549,540,563,471,853,859,1109,1440人,共可腾退农场居住用地

544hm2。以耕作压力系数为导向并结合农村居民点规模预测模型进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可在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的同时实现土地的高效与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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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urposeofthispaperistoimprovetheintensityofresidentiallandwhileservingagricultural
productionefficientlyin modernagriculturalareasofHeilongjiangProvince.The859farm underthe
HeilongjiangAgriculturalReclamationandJiansanjiangAdministrationwastakenasthestudyarea,andthe
ruralsettlementsweretakenasthesamplesintheresearcharea.Thelandusechangesurveyvectordatabase
andhigh-resolutionremotesensingimagesofFuyuanCityandShuangyashanCityofJiamusiandShuangyas-
hanCityoftheyearof2015,aresearchmethodcombiningfarmingpressurecoefficientwithruralresidential
areascalepredictionmodeldevelopedthroughspatialanalysiswereusedtoexaminetheoptimizationofthe
spatialdistributionofruralresidentialareasofthe859farm.Theresultsshowthattheoversizeradiusof
farminginruralresidenceisanimportantfactorthatleadstoalargenumberofscatteredresidentialbuildings
in859farms,andtheareaofconstructionlandpercapitaseriouslyexceededthestandard.859farmsshould
establishtheincreaseordecreaselinkbetweenthehighfarmingpressureareaswhicharetheoldareasofthe



ruralsettlements,andthelowfarmingpressureareaswhicharethenewareasoftheruralfarmers'settle-
ments,soastobalancetheregionalcultivationpressurecoefficient.Torealizethedistributiontargetthatthe
wholeareaof859farmsissuitableforruralsettlements;onthepremiseofensuringconservationandinten-
siveuseofconstructionlandon859farms,22ruralsettlementsshouldbeestablishedinthestudyarea,and
thenumberofruralsettlementsinthefirsttoeleventhmanagementareasshouldbe2,3,1,2,2,2,2,2,2,2,

2,respectively.Theaveragesizeshouldbe8.96,2.77,12.87,8.23,8.10,8.44,7.07,12.80,12.89,16.63,21.60
hm2,respectively,theaveragecarryingpopulationis597,185,858,549,540,563,471,853,859,1109,1440
people,respectively,thetotalareais544hm2.Thespatial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isoptimized
basedonthecultivationpressurecoefficientandthepredictionmodelofthesizeofruralsettlements,which
canbeusedtooptimizethespatial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whichcanimprovetheefficiencyofagri-
culturalproductionandrealizethehighefficiencyandintensiveuseofland.
Keywords:landmanagement;optimizationofspatialdistribution;coefficientoftillagepressure;ruralsettlements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地域单元和基

本聚落地,主要反映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对自然

环境的适应,及对发展空间的干预、调整和重构[1]。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居民点缺少系统的规划,在农

村居民点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农户居住建设缺乏

有效管理、住宅布局散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

列的问题[2-3],导致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出现失衡状

态,加上农村居民点规模小,缺乏统筹规划,基础设施

配套难,失衡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给农村的生产、
生活、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农村

居民点问题的认识加深,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席卷而来

一股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热潮,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纷

纷开展了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当前我国北方平原

地区农村居民点的集聚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增强,同时

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也更趋于规则。但在黑龙江省农

业现代化区域即垦区目前已分化出两类不同功能的

农村居民点,分别为聚居态农村居民点与田间散居住

宅。聚居态农村居民点整体规模较大内部公共基础

服务设施完善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幸福

感与获得感,是服务农民日常生活的农村居民点;田
间散居住宅是由于当前的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无

法满足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农民为提高耕种效率在

耕作时期用于农户暂时性居住的住宅。当前垦区多

数农户同时拥有两类农村居民点,“一户两宅”必定将

造成垦区人均建设用地的超标,降低土地利用的集约

度。因此对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区域即垦区开展农

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重构与当前垦区农业生

产模式相匹配的农村居民点空间体系,对实现土地的

高效与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众多学者对我国典型地形区和典型功能区

进行了大量的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和居民点

内部村庄整理的研究。在对山地乡村聚落进行空间

布局优化调整时,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保留居民点、
迁移居民点和集聚居民点,通过村庄合并完成农村居

民点空间布局调整[4];在对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进行

布局优化研究时,通过分析该区域内村庄的空间布

局、动态变化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城镇化整

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3种空间优化模式[5];在
对厦门市村庄的空间分布演变进行分析时,提出乡村

聚落空间结构优化调整方案,将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

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

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

的优化策略[6];通过对西南山区散居农村居民点的空

间分布特征的分析,结合地形、交通、经济和耕地资源

等影响因素,提出山区农村居民点规划应坚持“集中

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的优化布局原则[7];在考

察了厦门市马洋溪生态旅游区的“旅游吸引物、旅游

小镇与乡村环境”三大空间载体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

的空间异化和空间关联性,对旅游区提出整理方案,
整理内容包括:确定保留的居民点和撤并的居民点并

严格控制生态红线[8];在对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旅游

区内村庄的生产、生活、生态3类空间进行分析时,提
出通过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强化服务功能、加强生态

景观建设等方法,提升村庄的旅游服务价值[9]。尽管

已有研究为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参

考依据,但研究往往忽视微观层面的差异,存在农村

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盲目模仿和“一刀切”现象,研究成

果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实践的指导性不强,同时在

布局优化的过程中也往往忽略了对农村居民点数量

与规模的限定。
鉴于此,本文以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所辖

八五九农场为研究区,八五九农场位于三江平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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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其具有耕地面积大、机械化水平高等特点,是现代

农业典型示范区与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也为黑龙江省农场群中农业现

代化和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农场之一。当前八五九农

场内部同时拥有大规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与田间散

居住宅,并且散居住宅的数量较为庞大,为开展黑龙

江省农业现代化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的典型区域。利用抚远市与饶河县2015年土地利用

变更调查矢量数据库以及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空

间分析、耕作压力系数与农村居民点规模预测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对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

调整,同时在保证集约利用建设用地的前提下确定各

管理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规模以及可承载的人口

量,以期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工

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分局所辖八五九农

场位于佳木斯市抚远市和双鸭山市饶河县境内,地处

三江平原东部地带,其北邻前哨农场;西接二道河、前
锋、胜利农场;东与抚远市海青乡毗邻;南隔乌苏里江

与俄罗斯相望。八五九农场位于133°49'37″—134°
32'20″E,47°21'30″—47°50'09″N,南北长59km,东西

宽54km,边界线总长298.17km。研究区设定总

厂、管理区、连队(作业站)3级管理机构,农场所辖11
个管理区23个连队,1个场部(科研作业站),1个副

业队和1个国储,总体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地形由完

达山余脉向三江平原过度,土地总面积为1355km2。
连队是垦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农场建厂之

初,为每个连队统一规划设计1个农村居民点,居民

点内部的房屋、道路、林带按照统一的规制布局建设。
截至2017年年末,八五九农场人口总数为21591
人,9371户,生产总值20.23亿元[10]。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矢量数据源于黑龙江省2015年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矢量数据库,栅格数据源自ArcGISServer平台

2015年佳木斯市抚远市与双鸭山市饶河县遥感影像,空
间分辨率为0.6m×0.6m,社会经济数据来自黑龙江垦

区2018年统计年鉴。利用ArcGIS10.0软件提取佳木

斯市抚远市与双鸭山市饶河县行政区划,通过SQL语言

查询八五九农场行政区划并将其进行合并处理获得完

整的研究区行政区划图;以八五九农场行政区划图为基

础对佳木斯市抚远市与双鸭山市饶河县的地类图斑进

行剪裁处理获得研究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同时对抚

远市与饶河县遥感影像进行镶嵌处理,利用八五九农场

行政区划图件对镶嵌后的遥感影像进行地理配准并剪

裁,获得八五九农场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

矢量数据中的农村居民点,并将其与遥感影像叠置,
判定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类型即大规模聚居态主要农

村居民点与田间小规模散居住宅(图1—2)。

图1 聚居居民点

图2 田间散居住宅

2.2 研究方法

2.2.1 耕作压力系数 耕作压力系数代表了单位面

积的耕地上承载的农村劳动力的多少,可充分体现出

农村居民点与耕地的空间分布状态(公式1)[11-12]。
当耕作压力系数(Ii)等于1时,农村居民点缓冲区面

积与耕地面积相等,是农村居民点与耕地的最佳分布

状态,即“耕者有其田”;当耕作压力系数(Ii)大于1
时,农村居民点缓冲区面积大于耕地面积,区域内耕

地均在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内,农村劳动力较为浪

费,耕作压力过大;当耕作压力系数(Ii)小于1时,农
村居民点缓冲区面积小于耕地面积,部分耕地位于农

村居民点耕作半径之外,耕地未能被充分的利用无法

发挥出土地的最大的经济效益,耕作压力过低。本研

究在研究区范围的基础上,构建1km×1km评价网

格,以各管理区农村居民点适宜耕作半径为相应大规

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的缓冲半径构建研究区农村居

682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27卷



民点缓冲区,并将其与评价网格和各管理区内的耕地

矢量数据进行叠置,统计计算各评价单元内耕作压力

系数,为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提供基础信息。

Ii=Hi/Gi (1)
式中:Ii为耕作压力系数;Hi为基于耕作半径的农村

居民点缓冲区面积;Gi为耕地面积。

2.2.2 反距离加权插值(IDW) 反距离加权插值,
是假设未知值的点受近距离已知点的影响比远距离

已知点的影响更大,其所有预测值均介于已知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之间,是一种精确的插值法(公式2)[13]。
本研究以各评价单元内的耕作压力系数为基础属性

信息,运用反距离加权(IDW)插值构建研究区耕作压

力系数空间分布图,并以此为基础以耕作压力为导

向,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进行布局调整。

z0=∑
s

i=1
zi
1
dk

i
/∑

s

i=1

1
dk

i
(2)

式中:Z0为点0的估计值;Zi为已知点i的Z 值;di

为已知点i与点0间的距离;s为在估算中用到的已

知点数目;k为确定的幂。

2.2.3 农村居民点规模预测模型 农村居民点规模

预测模型是综合耕聚比(公式3)与耕地面积和耕作半径

间的关系式(公式4),预测未来农村居民点规模[14],现已

广泛应用于农村居民点规模的研究中,是当前精确预测

农村居民点规模的主流方法之一。本研究以研究区人

口数量为基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镇规划标准》中
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标准,同时在保证耕地面积持

续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农村居民点规模预测模型(公
式5),确定研究区在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后的

各个管理区农村居民点的规模与数量。

   G=
N·M

J
(3)

   N·M=π·β·R2 (4)

   J=
π·β·R2

G
(5)

式中:G 为耕聚比;N 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的人口数

量;M 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的人均耕地数量;β 为垦殖

系数(耕地面积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R 为农村居民

点耕作半径;J 为农村居民点规模。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

研究区内包括11个管理区,23个连队(作业

站),各连队拥有两类农村居民点共计365个,农村住

宅用地总面积为868hm2。其中每个连队均拥有一

个大规模聚居态的主要农村居民点,而在距其一定距

离范围内的田块间,散布着大量的小规模散居住宅用

地。研究区共拥有大规模聚居态的主要农村居民点

23个,总面积为568hm2,平均规模为23.7hm2;田
间散布的散居住宅共计342个,用 地 总 面 积300
hm2,平均用地面积0.87hm2,小面积田间散居住宅

的数量约为大规模聚居态主要农村居民点的15倍。
研究区内的农村居民点规模主要集中在0~10hm2,
小于20hm2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占农村居民点总数的

93.97%,而面积大于20hm2的大规模农村居民点仅

为22个占农村居民点总数的6.03%(图3)。截至

2017年末,黑龙江垦区八五九农场人口总数为2.16
万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401.85m2/人,远超农村

人均建设用地150m2/人的国家标准[15]。通过上述

分析,虽然八五九农场内部大规模聚居态的农村居民

点数量较少,但部分农户在拥有大规模聚居态的农村

居民点的同时仍拥有田间散居住宅,并且田间散居住

宅的数量为大规模聚居态主要居民点的15倍;同时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每个连队均

拥有一个大规模聚居态的主要农村居民点,而在距其

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田块间,散布着大量的小规模散居

住宅用地,导致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远超出国家标准

167.9%,致使农场内部土地粗放利用,降低了有效耕

地面积,加剧了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

图3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频数分布

3.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

3.2.1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现状分析 利用

ArcGIS10.0软件提取八五九农场各管理区范围内

大规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与耕地质心,运用点距离分

析确定各管理区大规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与耕地之

间的最大空间距离,即各管理区的最大耕作半径。结

果表明:八五九农场第1至第11管理区耕作半径依

次为:12.2,8,7.9,6.8,9.1,14.5,13.4,15,13,14.6,21
km;平均耕作半径为12.3km;最小耕作半径为6.8
km;最大耕作半径为21km。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八
五九农场农民日常耕作出行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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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出行,出行速度为250m/min,因此八五九农场农

民耕作平均出行时间为49.2min,最短与最长出行时

间分别为27.2,84.0min,超出农户日常耕作可接受

的时间范畴。耕作半径为农村居民点的农业生产服

务半径,当耕作半径与农业生产不相适应时,农民会

自发地对耕作半径进行调整,由于农场当前耕作半径

过大,耕作出行时间过长,浪费时间过多,农户为了节

约耕作时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选择农忙时在田间

修建散居住宅以缩短耕作半径,因此当前过大的耕作

半径导致农场田间产生大量的小规模散居住宅。通

过以上分析可知,现有过大的耕作半径导致农场大规

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无法满足当前的农业生产模式,
是农场田间布满小规模散居住宅的主要原因。

3.2.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适宜耕作半径 根据笔者

已有对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点适宜耕作半径的研究成

果[16],八五九农场第1至第11管理区农村居民点适宜

耕作半径依次为:4790,3265,4059,4592,4554,

4649,4254,5726,5746,6527,7438m,具体计算

过程在此不在进行赘述。

3.3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调整

3.3.1 耕作压力系数分析 利用ArcGIS10.0软件

提取研究区各管理区大规模聚居态农村居民点质心,
并以各管理区适宜耕作半径为缓冲半径生成研究

区聚居态农村居民点缓冲区。同时为研究区构造

1km×1km的评价网格,并将其与聚居态农村居民

点缓冲区以及研究区耕地矢量数据进行叠置,统计计

算各评价单元内聚居态农村居民点缓冲区与耕地面

积,以及二者的比值即耕作压力系数,并通过反距离

加权法(IDW)[17-20]生成研究区耕作压力系数分布

图。依据耕作压力系数的定义以及计算结果,将耕作

压力系数划分为3类。即0~1,表明该单元部分耕

地在聚居态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之外,耕地未被充分

利用;1~2,表示聚居态农村居民点与耕地分布合理,
耕地已被充分耕作;>2,表明耕作压力过大,农场劳

动力较为浪费,具体如图4所示。
通过对研究区耕作压力系数分布图(图4)与土地利

用现状图(图5)的叠加分析可知:(1)八五九农场耕作压

力系数分布主要以低耕作压力为主,同时伴有部分耕作

压力适宜区以及少量高耕作压力区,农村居民点缺乏合

理的布局急需重新的进行布局优化。(2)高耕作压力区

主要集中分布于第8,9,10管理区的西侧边界、第11管

理区的南部、第1管理区中部、第4管理区西侧以及场部

的东南部。(3)第8,9,10管理区西侧边缘分布大量的

河流与内陆滩涂,该区域耕地占有量较低,导致耕作压

力系数过大;第11管理区南部为大面积的沼泽地,鲜有

耕地分布,致使该区域耕作压力系数较高;第1管理区

中部与第4管理区西部用地类型主要以有林地为主,
同时第1管理区在中部地区建有两个聚居态农村居

民点,进而耕作压力系数过大;八五九农场场部为整

个农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随着场部城镇化的发展向

外的扩张占用周围大量耕地致使场部耕作压力系数

过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八五九农场主要以低耕作

压力区为主,同时伴有适宜耕作压力区和少量高耕作

压力区;高耕作压力区主要是由于农场内部多种生态

保护区以及场部城镇化发展耕地占有量稀少导致,因
此为满足当前农场的农业生产模式,八五九农场的农

村居民点布局亟需进行调整与优化。

图4 研究区耕作压力系数分布

图5 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

3.3.2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调整 高耕作压力区耕

作压力系数过大,区域农村劳动力相对集中;低耕作

压力区耕作压力系数过小,表现出该区域土地未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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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存在土地浪费的问题。同时低

耕作压力区由于未能完全发挥出土地的最大效能,
农户为提高经济效益仍会继续选择农忙时在该区域

进行临时居住,田间存在大量散居住宅的现象将会

再次发生,因此应以耕作压力系数为导向对八五九农

场进行农村居民点的布局调整。鉴于此,本研究将低

耕作压力区、适宜耕作压力区、高耕作压力区依次划

分为农村居民点建新区、农村居民点适宜区与农村居

民点拆旧区。为实现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点与耕地

的合理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与当前农场农业生产模

式相适应的程度,应将整个八五九农场范围内的农

村居民点进行重新布局,平衡耕作压力系数,使全区

域均达到农村居民点适宜区的布局状态。高耕作压

力区即农村居民点拆旧区应积极进行农村居民点的

拆除与耕地的复垦工作,低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居

民点建新区应大力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建新工作并积

极接纳居民点拆旧区农户,确保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

点拆旧与建新区域相挂钩,在保证耕地不减少建

设用地不增加的同时,完成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实

现农场全区域均为农村居民点适宜区的目标。综上,
八五九农场应实现高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居民点拆旧

区与低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农民居民点建新区的增

减挂钩,积极进行拆旧区农村居民点的拆除与耕

地复垦,推进建新区农村居民点的建立,平衡耕作压

力系数,实现八五九农场全区域均为农村居民点适

宜区的布局目标。

3.4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与数量

依据耕地占补平衡法律规定,八五九农场在进行

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时,耕地复垦率必须≥100%,本
研究假设耕地复垦率为100%,即农村居民点布局调

整后的耕地面积应与调整前的耕地面积保持一致为

92505.1hm2,则垦殖系数为0.71。同时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镇规划标准》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上

限(150m2/人),因此本研究以150m2/人为八五九

农场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结合2017年末农场21591
人的人口基数,故八五九农场重新布局后建设用地总

面积 应 为324hm2,共 可 腾 退 农 场 居 住 用 地544
hm2。利用农场重新布局优化后的建设用地与耕地

面积,通过耕聚比计算模型,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点

调整后的耕聚比为285.5。同时结合各管理区农村居

民点适宜耕作半径,通过农村居民点规模预测模型的

统计计算可知,八五九农场第1至第11管理区农村

居民点的总规模、数量、平均规模与平均承载人口数

量,具体见表1;同时依据研究区耕作压力系数的空

间分布,结合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调整方案,参照各

管理区农村居民点适宜耕作半径以及农村居民点的

数量,对研究区进行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具体

如图6所示。
表1 各管理区农村居民点总规模、数量、平均规模、承载人口

管理区
农村居民点

总规模/hm2
农村居民点

控制耕地面积/hm2
耕地面积/

hm2
农村居民点

数量/个

农村居民点

平均规模/hm2
农村居民点平均

可承载人口数/人

1 17.92 5115.16 6038.39 2 8.96 597

2 8.32 2376.59 6771.87 3 2.77 185

3 12.87 3673.04 3675.64 1 12.87 858

4 16.47 4701.02 3048.21 2 8.23 549

5 16.19 4623.53 4066.40 2 8.10 540

6 16.88 4818.45 7255.08 2 8.44 563

7 14.13 4034.44 6606.47 2 7.07 471

8 25.60 7309.55 9785.82 2 12.80 853

9 25.78 7360.70 13832.24 2 12.89 859

10 33.27 9497.63 11360.41 2 16.63 1109

11 43.20 12333.90 14448.48 2 21.60 1440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保证八五九农场节约与集

约利用建设用地的前提下,农村居民点在进行布局调

整后,第1至第11管理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应分别

为:2,3,1,2,2,2,2,2,2,2,2个;平均规模应依次为:

8.96,2.77,12.87,8.23,8.10,8.44,7.07,12.80,12.89,

16.63,21.60hm2,平均可承载人口分别为:597,185,

858,549,540,563,471,853,859,1109,1440人,共
计可腾退农场居住用地544hm2。

4 结 论

(1)当前八五九农场农村居民点耕作半径过大

无法满足当前的农业生产模式,农民为缩短耕作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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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耕作效率选择在田间修建散居住宅。因此部分

农户在拥有大规模聚居态的农村居民点的同时仍拥

有田间散居住宅,并且田间散居住宅的数量为大规模

聚居态主要居民点的15倍,导致农场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为401.85m2/人,超出国家农村人均建设用地

面积标准167.90%,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加剧了

农场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

图6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2)八五九农场应建立高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居

民点拆旧区与低耕作压力区即农村农民居民点建新

区的增减挂钩,平衡区域耕作压力系数,实现八五九

农场全区域均为农村居民点适宜区的布局目标。
(3)在保证八五九农场节约与集约利用建设用

地的前提下,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后第1至第11管

理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应分别为:2,3,1,2,2,2,2,2,

2,2,2个,平均规模应依次为:8.96,2.77,12.87,8.23,

8.10,8.44,7.07,12.80,12.89,16.63,21.60hm2,平均可承

载人口分别为:597,185,858,549,540,563,471,853,859,

1109,1440人,共计可腾退农场居住用地54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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