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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

———以重庆万州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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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变化的驱动力研究是乡村聚落演进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乡村聚落空

间重构的重要依据。以三峡库区重要区重庆万州区为研究对象，选择库区蓄水前( 1995 年) 和后三峡时代( 2012
年) 为时间节点，进行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的识别，并以村级范围内乡村聚落变化率为因变量，选用地形综合指

数、道路、城区中心、三峡工程、人口变化率、农民人均收入变化率等 12 个因子为自变量，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

索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 在村级范围内的乡村聚落变化率呈明显“东增西缓中减少”
的空间分异特征; 乡村聚落演变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驱动因素综合作用，其作用范围和影响

程度不同导致乡村聚落演变模式出现差别，根据驱动力作用程度和乡村聚落变化率值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演

变分为自然演变、加速演变和剧烈演变等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库区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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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是指一定规模与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相

关的人群，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居住的现象、过程

与形态［1］。作为人类活动作用于地表上最强烈的

土地类型之一，其变化和转型是自然、经济社会和政

策调控系统的综合反映［1］。通过对乡村聚落用地

的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是土地利用变化科学

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纵观国内外有关乡村聚落研

究的文献，国外学者关注热点集中在乡村重构［2 － 3］、
微观视角的 Q 方法［4］、城乡过 渡 区［5］、政 治 与 文

化［6］等多方向展开。同时国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

研究，内容包括空间格局［1，7 － 10］、空间演变［11 － 12］、驱

动机理［13 － 16］、优化重构［17 － 18］、农户视角［19］等方面。
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

战略的推动下，乡村聚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

目前研究中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影响因子之间的

定量研究较少，多是采用定性方法［13 － 14］和传统数量

统计的定量方法［1，15 － 16］，与区域特色结合也不够紧

密。本研究在地理信息技术支撑下引入空间计量模

型，从局部空间回归视角探索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

变的驱动力模式。以期揭示三峡工程建设期间驱动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和特征，为三峡库

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万州区东与云阳县相邻，南靠石柱县和

湖北利川县，西连梁平、忠县，北邻开县和四川省开

江县，地势为中间低南北高，自北向南依次为铁峰山

背斜、方斗山背斜、龙驹山背斜和七曜山背斜，共同

构成万州地形的基本骨架，背斜之间的谷地比较开

阔，多呈丘陵、低山。2013 年，行政辖区包括 29 个

建制镇、12 个乡和 11 个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

448 个，村民小组 3 311 个，幅员面积 3 457 km2，全

区常住人口中属城区人口有 95． 34 万人，城镇化率

59． 76%，国内生产总值为 70 203 亿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为 8 618 元。为渝东北区域重要的工业、商贸、
文化、交通中心和三峡工程移民最多的区县。
1. 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准确性、来源口径的统一性考虑，选

择蓄水前 1995 年和蓄水后 2012 年的万州区第一次

土地调查数据和土地变更数据( 1∶ 1 万) 作为主要数

据源，并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数据缩编技

术指标规范( 试行) ［20］和研究区的地貌特征进行集

镇与村庄图斑的缩编，得到两期乡村聚落用地现状

数据( 1∶ 5 万) ，分别代表三峡工程蓄水前后的乡村

聚落用地状态。这两个时间节点一是三峡工程大型

建设项目的起点，二是后三峡时代对乡村聚落和农

村地区积极调控的时期，并且从 1995 到 2012 年也

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居民的生活、社会文化、居住

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以 1995 年和 2012 年作

为分析的时间节点具有很强的对比意义。同时考虑

到数据的时效性和连续变化性，选择用 1995—2013
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反映万州乡村聚落的社会经济

环境现状，其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5—2013 年的《万

州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2. 1 研究方法

以三峡库区重要区万州为案例，利用第一次、第
二次土地利用详查数据，通过 GIS 空间分析方法，挖

掘乡村聚落空间规模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

局部空间回归模型，构建万州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的驱动机制模型，并综合用地规模演变特征确定基

于不同驱动力因子作用下的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模

式。
2． 1． 1 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演变特征识别方法

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可从区位、分布、规模等方面

说明，论文为和驱动机制研究结合，选择了乡村聚落

用地规模属性来识别，通过 1995 和 2012 年用地规

模现状和乡村聚落用地规模转移流［21］来表征，转移

流公式如下:

K =
Ｒin － Ｒout

( LSi，t1 ) × T × 100% ( 1)

其中 K 为转移流值，ＲStf 为村级单位的乡村聚落

转移流值，Ｒin 为 村 级 单 位 的 乡 村 聚 落 转 入 流 值，

ＲSout为村级单位的乡村聚落转出流值，T 为研究时间

段，LSi，t1为研究初期村级单位的乡村聚落用地面积。
2． 1． 2 驱动机制识别方法

传统的定量驱动力分析方法常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和逻辑回归，这些传统回归方法主要是基于观测

值独立的假定理论上建立，然而，观测值独立在现实

生活中 尤 其 是 遇 到 空 间 数 据 时 并 不 是 普 遍 存 在

的［22］。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 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地理加权回

归模 型 可 较 好 地 纠 正 传 统 回 归 统 计 方 法 的 误

差［22 － 24］。空间自回归模型是在一般回归分析理论

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依赖性理论和技术［24］，但模型

是忽略了空间分异性特征，假设同一个驱动力因子

作用大小相同，从而影响了评价的精确性。故要综

合评价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机制，还需从局部

进行评价。其中地理加权回归模型［23］能更好地反

映局部作用大小和范围，公式如下:

yi = β0( ui，vi ) +∑
p

k =1
βk ( ui，vi )·xk，i + εi ( i =1，2，…，n)

( 2)

式中 ( ui，vi ) 是第 i 个样本点的空间坐标，εi 为残

差，βk ( ui，vi ) 是连续函数 βk ( u，v) 在 i 点的第 k 个回

归参数。
与全局空间回归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不同的

是，GWＲ 观察值的权重在回归过程中不再维持不

变，而是通过与位置 i 的邻接程度来进行加权，即

βk ( ui，vi ) = ( XTw( ui，vi ) X) － 1XTw( ui，vi ) Y ( 3)

式中 w 是基于邻近或距离概念的空间权值矩阵，

常用的空间权值函数主要为高斯函数和双重平方函

数，本研究采用双重平方函数。
2. 2 变量选择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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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驱动机制综合分析指标集

Tab． 1 Variable selection on driving mechanism

指标类型

Index type
具体变量

Variables
指标类型

Index type
具体变量

Variables

因变量 村级单位乡村聚落面积变化率( VＲS) 特殊因子 三峡工程影响
沿江 乡 镇 村 域 河 流 面 积 比 例 变 化 率

( VTGS)

自然情况 地形

1 ～ 10 级、10 ～ 20 级、20 ～ 30 级、30 ～ 40

级、40 ～ 50 级地形等级分别在村域的占

有率( T1、T2、T3、T4、T5 )

交通可达性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沿线 0 ～ 2 km、2 ～ 4 km、4 ～ 6

km、6 ～ 8 km 缓冲区分别在村域的占有

变化率( Ｒ1、Ｒ2、Ｒ3、Ｒ4 )

资源 耕地 村域耕地面积比例变化率( VFAＲM) 交通可达性 乡级道路

乡级道路沿线 0 ～ 1． 8 km、1． 8 ～ 3． 6 km、

3． 6 ～ 4． 8 km、4． 8 ～ 7． 4 km 缓冲区分别

在村域的占有变化率( C1、C2、C3、C4 )

区位可达性 区中心

区中心沿线 0 ～ 14 km、14 ～ 28 km、28 ～

42 km、42 ～ 56 km 缓冲区分别在村域的

占有变化率( M1、M2、M3、M4 )

区位可达性 建制镇中心

建制镇中心沿线 0 ～ 3． 5 km、3． 5 ～ 7 km、

7 ～ 10． 5 km、10． 5 ～ 14 km 缓冲区分别在

村域的占有变化率( D1、D2、D3、D4 )

社会人口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变化率( VEp) 经济 地均 GDP 地均 GDP 变化率( VEg)

经济 二三产业比例 第二三产业比重变化率( VEi) 经济 农民人均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变化率( VEf)

说明: 1) 地形等级是不同范围的坡度与高程综合因子; 2)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先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

府调控等主要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结果，借鉴已有研

究［1，15 － 16］，选择村级单位上乡村聚落面积变化率为

因变量，与地形、交通、行政中心、三峡工程、人口经

济相关指标变化率等 11 个指标 27 个具体因子为自

变量，探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与包括自然、社

会、经济、突变因素等方面发展水平在内的关联关系

和综合机制。具体指标见表 1。
在构建空间回归模型之前，对于选择的驱动综

合指标因子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需要进行分析。
如果指标因子表征共同信息重叠，易导致模型中的

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就无法解除唯一

的参数估计值。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目前常用 t 检

验、F 检验和方差扩大因子法( VIF) ，论文选择方差

扩大因子法来反映模型及相关参数是否受多重共线

影响，通常将 VIF ＞ 10 的解释变量删除，通过对表 1
中的具体变量因子分析，将 VEi( 二三产业比例变化

率) 、T4、T5、Ｒ2、Ｒ3、Ｒ4、C2、C3、C4、M2、M3、M4、D2、
D3、D4 剔除，保留 VFAＲM、VTGS、VEp、VEg、VEf、
T1、T2、T3、Ｒ1、C1、M1、D1 等 12 个评价因子。

3 结果与分析

3. 1 乡村聚落规模演变特征

3． 1． 1 用地规模空间特征差异显著

将 1995 年和 2012 年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按照 ＜
2 hm2、2 ～ 4 hm2、4 ～ 8 hm2、8 ～ 16 hm2、＞ 16 hm2 分

为 5 种类型，其空间分布见图 1。
结果显示: 1) 乡村聚落用地规模仍以小规模为

主。1995 年乡 村 聚 落 用 地 规 模 在 ＜ 2 hm2、2 ～ 4
hm2、4 ～ 8 hm2、8 ～ 16 hm2、＞ 16 hm2 的个数分别是

6 015 个、2 794 个、783 个、147 个和 30 个，随着规模

增加聚落点个数急剧减少; 2012 年乡村聚落用地规

模在 ＜ 2 hm2、2 ～ 4 hm2、4 ～ 8 hm2、8 ～ 16 hm2、＞ 16
hm2 的个数分别是 5 859、2 085、716、189 和 76 个，

依然是随规模增加聚落点个数减少的特征，即整个

万州区乡村聚落仍以小规模为主。2 ) 规模高值区

在空间分布上差异明显。图 2 显示，1995 年规模在

8 hm2 以上的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城区周围和沿

江部分乡镇以及东西部重要中心镇，如分水、余家、
龙驹等; 2012 年，规模高值区空间分布进一步扩大，

在城郊区增加天城镇和高粱镇，另外从高粱、李河镇

到分水镇，从空间上连接成串。在西部角落以余家

镇为中心，弹子镇和孙家镇有少量大规模用地布局，

原有大规模分布的柱山乡因行政调整，聚落点规模

减小，其他乡镇都有一定数量的大聚落点规模布局。
在万州 东 部，聚 落 点 用 地 规 模 进 一 步 扩 大，相 比

1995 年，白土镇、罗田镇、普子乡等聚落点面积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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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12 年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示意图

Fig． 1 Scal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1995，2012

图 2 1995—2012 年乡村聚落用地动态度分异图

Fig． 2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 from 1995 to 2012

3． 1． 2 用地规模演变速度呈“东增西缓中减少”的

特征

按照公式 1 计算得到万州区村级单位从 1995
年到 2012 年乡村聚落用地动态度空间分异图( 图

2) ，结果显示: 1) 乡村聚落新增的变化率呈“中心缓

慢边缘加速”特征。山区村如长滩、太安、走马镇、
罗田、白土、恒河土家族等村落乡村聚落变化率较

高，因人口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等内外因素影响，东部山区村乡村聚落

增长较快; 大部分城郊村、沿江东岸的村落乡村聚落

因为建设总量的限制、三峡工程、城镇化等原因增加

速度缓慢。2) 乡村聚落增加率呈负数即乡村聚落

转出的区域表现为“城郊高偏远山区少”的空间特

征。万州各村处在居民点用地变化转移时期，沿江

村庄、城郊村庄、山区的乡村聚落都存在大量转移，

中部地区尤其明显。

3. 2 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WＲ) 是同时考虑空间关

联和空间分异性两大地理特征的回归模型，可获得

不同驱动力因子随地理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参数估

计［25］。应用 AＲCGIS10． 2 软件中的 GWＲ 模块，选

用调整型的 AIC 带宽和 CV 带宽方法进行运算，计

算 结 果 中 调 整 型 CV 方 法 得 到 的 AICc 值 为

3 455． 01，与 OLS 模型( 3 625． 42) 相比，其差值大于

3，证明通过调整型 CV 法确定的带宽构建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3． 2． 1 局部驱动因子回归系数

表 2 列出了 GWＲ 模型参数估计值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结果可见: 1) 所有评价因子都存在正

负向驱动，但正负比例有差异，大部分指标负向驱动

超过了正向驱动。仅有 T2、Ｒ1、C1、D1 为正向超过

负向，可以说明中低地形所占面积比例( T2 ) 、主要

道路作用范围所占面积比例( Ｒ1 ) 、乡级道路作用范

围( C1 ) 和建制镇中心作用范围所占面积比例( D1 )

对乡村聚落变化的影响是正向驱动，而其他指标或

是负向驱动，或者是驱动范围有局限。2) 大部分变

量在乡村聚落变化驱动表现存在方向异性。表 2 中

大部分变量除 T2、Ｒ1、C1 之外，其他变量的上下四分

位值存在正负现象，即说明该变量的边际效应存在

方向异性，意味着在不同空间这些变量会对乡村聚

落变化产生正向促进或逆向抑制的不同作用。这也

从侧面上说明库区乡村聚落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适

宜从局部视角考量，若只从全局评价，会因驱动力作

用方向和大小一致的假设而影响评价的精确性。
3． 2． 2 局部驱动因子作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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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WＲ 模型参数估计值的统计描述

Tab． 2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GWＲ’s parameter estimation

描述指标

Descriptive index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中位数

Median
下四分位

Lower quartile
上四分位

Upper quartile
平均值

Mean
负值率

Percentage of negative value /%

常数项 － 5． 70 2． 87 － 0． 84 － 2． 90 1． 01 － 0． 98 59． 89

VEP － 1． 42 3． 47 0． 19 － 0． 49 0． 79 0． 10 46． 33

VEG － 2． 06 3． 55 － 0． 33 － 1． 06 0． 75 － 0． 05 60． 45

VES － 11． 92 4． 43 － 0． 84 － 3． 08 0． 63 － 1． 63 66． 10

T1 － 17． 84 4． 29 － 1． 58 － 3． 32 0． 17 － 2． 30 65． 16

T2 － 0． 66 5． 96 2． 82 2． 22 3． 53 2． 76 4． 52

T3 － 3． 10 2． 77 － 0． 23 － 1． 29 0． 77 － 0． 22 59． 13

M1 － 6． 77 0． 67 － 1． 70 － 2． 75 － 0． 85 － 2． 0 91． 90

D1 － 1． 55 1． 944 0． 35 － 0． 26 0． 90 0． 33 35． 97

Ｒ1 － 0． 25 4． 07 1． 32 0． 58 1． 98 1． 38 10． 92

C1 － 1． 64 1． 48 0． 22 0． 03 0． 59 0． 26 24． 67

VFAＲM －5． 10 1． 64 － 0． 95 － 2． 33 0． 49 － 1． 06 60． 08

VTGS － 6． 68 11． 94 0． 93 － 1． 06 2． 91 1． 32 62． 52

图 3 为万州乡村聚落空间变化的局部拟合度，

受篇幅限制，对每一个驱动因子作用程度和空间分

异仅从文字说明。
1) 乡村聚落局部拟合度回归系数空间分异明

显。由图 3 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在高值区和低值区

分布都比较集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万州城区以西

附近与西部丘陵区的交叉区域，行政上有柱山、李河

镇和分水镇的一部分，长江东岸东南角走马镇的回

归模型拟合度较高。而整体拟合度较低的位于长江

东北岸的白羊镇以及黄柏乡、太安镇的一部分。拟

合度的平均值在 0． 66 左右，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
2) 人口密度变化率正向驱动较明显，但局部限

制大。人口密度变化率因子中，大于 0 的回归系数

分布与小于 0 的回归系数分布整体呈两大区域: ①
大于 0 的主要分布在万州西南余家镇、孙家镇起至

长江东岸的走马、罗田镇，为人口密度变化率驱动乡

村聚落变化的正向作用区域，尤其以分水镇为主，回

归系数大于 2。另外，万州城区正北方向的熊家、大
周、小周部分村落人口密度变化率回归系数主要为

0 ～ 2 之间，同样成为驱动乡村聚落变化的正向驱

动。②小于 0 的回归系数也主要分布在两大片: 一

是城区以西的高粱镇、李河镇、高峰镇、柱山乡和几

个街道的小部分，这部分是城市拓展方向之一，人口

和用地逐渐向城市转移，乡村聚落变化率值不高甚

至出现负值，人口对于乡村聚落演变的影响非常小;

第二个负数回归系数片区主要为万州东部偏远山区

的梨树乡、地宝乡、白土镇、长滩镇等，这部分区域乡

村聚落增加不受人口影响，而是根据收入和传统思

想等因素增加住房，扩大乡村聚落用地。通过对人

口密度变化率对乡村聚落变化的影响看出，人口因

子不是在任何一个区域都能成为正向驱动，它在乡

村聚落自然演变路径中作用较明显。
3) GDP 变化率因子有一定正向驱动，作用范围

小。相关研究大部分证明 GDP 与乡村聚落变化呈

正相关影响。但本案例研究中占有 60% 以上的回

归系数小于 0，同人口密度变化率负数回归系数分

布比较一致，位于万州西北和东北区域，说明该部分

地均 GDP 增加与乡村聚落变化率呈负向，实质上是

城区中心乡村聚落变化率很低，大部分转为城市聚

落用地; 另外呈负值的区域也表明 GDP 因子在该范

围驱动作用不明显。而系数高于 0 的区域主要是万

州的西南，长江两岸和东南的部分村落，说明万州南

部区域乡村聚落变化受到来自地均 GDP 的正向驱

动。
4) 农民人均收入因子具有一定正向驱动，作用

范围较小。与许多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案例中农

民人均收入的评价因子整体对乡村聚落变化驱动不

大，小于 0 的系数占万州绝大部分区域，说明该区域

乡村聚落演变受其他驱动因子更明显; 大于 0 的系

数仅分布在西南方向，以响水镇为中心，周边的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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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分水、龙沙、武陵等乡镇，系数高于 1． 5; 另外高

值区域周边的瀼渡镇、新乡镇、长坪乡以及东南的梨

树乡、地宝乡、白土镇、长滩镇等系数在 0 ～ 1． 5 之

间，即万州西南和东南区域的乡村聚落变化受农民

人均收入驱动较高。
5) 低地形和中地形所占面积比重因子正向驱

动范围极小，中低地形因子正向驱动作用范围大。
相关研究表明，城乡聚落用地大部分布局在平缓地

形和低海拔区域即低地形等级区域中。本案例研究

表明:①地形作为聚落布局的基础因子，作用范围

广，但在三峡库区这一特别地域内，位于长江附近和

丘陵地区中，低地形因子对乡村聚落驱动并不呈正

向影响，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有三: 一方面是沿江乡

镇受三峡工程影响，水面上升，聚落搬迁，布局在平

缓地区的乡村聚落用地大量减少，导致沿江乡镇受

低地形驱动作用小，只有太龙、黄柏乡受到低地形正

向的驱动作用; 另一方面在万州西部地区，地形较

好，但因乡村聚落发展历史高于东部区域，乡村聚落

早在低地形地区占有一定的规模，故其变化率的值

不高，受低地形正向驱动作用非常小; 第三个原因是

处在地形复杂的东部偏远村落地形，在重庆直辖以

前乡村聚落数量少，规模小，还有一定的平缓陆地区

域，在一定的收入提高和政策引导下，村落居民点选

址易偏于低地形范围，低地形因子对该范围正向驱

动作用高。②中低地形因子驱动系数高于 0 的占到

95%，超过 4 的包括有响水、郭村、后山、武陵和龙沙

部分村落，中低地形因子驱动明显; 中地形因子大于

0 的系数分布在天城镇、高粱镇和熊家镇、东南角的

恒合、龙驹和罗田、西南角的郭村和响水。表明在库

区地形破碎的自然因素背景下，农民居住空间进一

步向中低、中地形区域扩展。
6) 城区中心因子正向驱动作用范围受限。整

个距城区中心 14 km 范围所占面积比重变化率因子

的回归系数值以负数为主，即受城区影响驱动作用

很小，仅仅只有九池乡、柱山乡、高峰镇和新田镇部

分村落回归系数高于 0，但都小于 1。城区中心的影

响表现有两个方面: ①城区用地扩展致使影响范围

村落用地发生转型;②受城市影响，农村各项功能发

生变化，比如居住更为集中、生活方式更接近城市。
城区中心影响结果的空间表现是乡村聚落用地增加

并不明显，而物质表现是乡村聚落功能进一步复杂

和多样化，但物质表现无法在图上体现，即整个城镇

中心对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的增加驱动不明显。

7) 建制镇因子有较高的正向驱动。距建制镇

中心 3． 5 km 范围所占面积比重变化率因子的回归

系数中，大于 0 的分布主要呈两带特征: 一是新田镇

至长坪乡的沿江一带，二是从西至东的弹子镇至地

宝乡。这两大区域的乡村聚落空间变化受建制镇的

影响，而回归系数小于 0 的区域说明这部分乡村聚

落发展受到另外的驱动因子要高于建制镇中心。
8) 主要道路因子有较广的正向驱动。已有研

究亦表明，主要道路对乡村聚落增加呈正向驱动。
在万州仅有东南角的白土镇、地宝乡、普子乡、梨树、
恒合土家族乡等乡村聚落回归系数低于 0，即该部

分乡村聚落演变受其他驱动因子主导而不是主要道

路。但在其他镇乡主要道路在 2 km 影响范围所占

村域面积比重，对乡村聚落变化有较高的正向驱动，

作用范围广。
9) 乡级道路因子有一定正向驱动，但作用强度

不高。乡级道路影响范围所占面积因子大于 0 的系

数分布个数高于小于 0 的，小于 0 的系数仅分布在

西南区域，但乡级道路的回归系数中大于 1 的部分

不多，仅在太龙镇和黄柏乡。乡级道路因在农村地

区分布广，与农民居住生活影响大，但同时作用范围

小，驱动力作用强度不高。
10) 耕地变化率因子正负驱动分异明显，但负

向驱动强度大。耕地变化率因子的正向驱动和负向

驱动分异明显，正向驱动作用范围在万州东部区域，

负向驱动作用在万州西部区域，包括城区附近部分。
东部区域因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耕地和聚

落用地都有较高的提升。武陵、新乡、郭村、高粱等

乡镇的系数在 － 5． 1 ～ － 2． 75，说明耕地的变化与乡

村聚落的变化是“负向促动”的，在有限的土地资源

中，西部区域耕地和乡村聚落用地存在“资源互抢”
和潜在空间冲突情况，负向驱动明显。

11) 三峡工程影响正负向驱动分异明显，具备

明显的作用强度。选择三峡库区蓄水涉及的 18 个

乡镇库区蓄水面积变化率来反映三峡工程对乡村聚

落演变影响，沿江武陵镇、新乡、燕山、瀼渡镇和太

龙、白羊镇和黄柏乡的乡村聚落演变是负向驱动，而

新田、甘宁、高峰、溪口乡的系数呈正数，原因一是三

峡工程虽导致一定乡村聚落被淹没，但“就地后移”
政策使乡镇内部乡村聚落发生位置上的迁移，但规

模不一定减少，二是受到城市化、工业化等因素影

响，该区域乡村聚落也呈正向演变模式。
3． 2． 3 基于驱动力作用下的乡村聚落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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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突变因素是影

响乡村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但在不同时期、不同

区域、不同环境下对乡村聚落影响不同，从而导致乡

村聚落有着不同的演变模式。在对因子驱动作用的

空间分异与空间关联分析基础之上，以村级乡村聚

落用地动态度为分类依据，综合划定万州区乡村聚

落演变模式，分类结果和空间特征见图 4 和表 3。

图 3 乡村聚落局部拟合度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local fitting degree about rural settlements

图 4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格局类型

Fig． 4 Evolution of space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1) 自然演变模式。常处偏远山区，生态环境脆

弱，公共基础设施较差，城区辐射弱。乡村聚落空间

演变中地形条件、区位因子和政策制度驱动效应明

显，受城镇化、工业化影响弱; 同时乡村聚落发展还

受到乡级道路、建制镇区位因素影响; 区域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和新农村建设，使其有了比以前较大规模

的发展，耕地保有量也得到提高。故该模式主要是

受人口、经济条件、乡级道路和政策调控驱动，乡村

聚落呈一种自然、正常的、缓慢的演变。依照乡村聚

落转移动态度的正负值，又分为自然正向演变和自

然负向演变两个子模式。整体上说，自然演变模式

是一条低速平稳的传统方式，变化小、速度慢，在面

临政策调控、城镇化、工业化、现代规模农业增长等

新型内外因素下，该演变模式会逐渐被新的演变模

式代替。
2) 加速演变模式。该模式指的是在村级范围

内转移和转入数量与规模都较高，传统的自然环境

的制约性作用地位不断弱化，新兴的经济与技术发

展、政策与制度调控的作用地位不断上升。加速正

向演变模式主要位于离城区较远的中心镇，资源较

为丰富，乡村聚落已有一定规模发展，经济条件较

好，受区位、交通、技术因子和政策调控乡村聚落沿

着规模增加的正向演变路径。加速负向演变模式主

要位于离城区较近的农村，受城市中心地位和城市

化影响，城郊区或城郊村逐步发生用地和功能上的

转型，城镇化、工业化、区位条件、政策制度调控成为

该区乡村聚落变化的主导因素。同时，区内耕地和

乡村聚落用地常集中在中低地形和中地形范围，存

在“资源争夺”的境况，耕地变化率成为乡村聚落变

化率的负向驱动因素。今后该区乡村发展中，应积

极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农村建设，集中建设高标

准基本农田和集聚性强的农民新村，提高聚落功能，

走综合性功能发展道路。
3) 剧烈演变模式。指的是村庄空间发展与演

变往往受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生态移民等突变因子

推动，具有不稳定性和突变性，主要表现在乡村聚落

地理位置、生产方式、社会构成与组织等方面的突

变，是一种突发性的演变模式。主要分布在三峡工

程蓄水影响、自然保护区、地质灾害区的区域。突变

因子为乡村聚落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此因子驱动下

发生乡村聚落位置的突变移动和用地规模的“此消

彼长”。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 1995 年、2012 年为三峡工程蓄水前

和后三峡时代的时间节点，深入分析三峡库区重要

区万州的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并采用全局空间

回归和局部空间回归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因

子进行分析，归纳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模式，

得到如下结论:

1)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呈明显区域分异特征。
根据 1995 年到 2012 年村级单位内乡村聚落用地动

态度得知，整个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演变速度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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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万州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模式及主要驱动力特征

Tab． 3 Major driving factors about space pattern evolutions of rural settlements

模式 地域特征 主要驱动因子 演变类型示意

自然负向演变
城区辐射弱，经济水平落后，交

通基础设施落后，自然环境较差

人口自然增长、经济条件、乡级

道路、政策调控

自然正向演变
自然负向演变周围，与负向演变

一起呈自然增长状态

人口自然增长、经济条件、乡级

道路

加速正向演变
万州西部一角，以余家为中心，

乡村聚落正增长为主。
主要道路、建制镇、政策调控、工

业化、城镇化

加速负向演变

位于城 区 周 边、西 部 的 中 心 区

域，新增乡村聚落少，15 a 期间

负增长

城区、主要道路、政策调控、土地

综合整治

剧烈加速

正向演变

万州城区以北区域，以天城为中

心，乡村聚落正增长。
城区、主要道路、土地流转、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剧烈加速

负向演变

地处三峡工程、地质灾害、自然

保护区

大型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政策

调控

增西缓中减少”的特征，乡村聚落新增的变化率呈

“中心缓慢边缘加速”特征。东部山区增长快，沿江

区域增加缓慢; 乡村聚落转出的区域表现为“城郊

高偏远山区少”的空间特征。
2)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结

果。自然基础因素、人文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制度

因素和突变因素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

动力。其中社会经济条件是主导因子，成为推动空

间演变的内外动力，宏观政策制度调控如大型水利

工程建设、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成为空间演变的

重大外力和突变力。三种不同类型的驱动要素共同

推进万州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3) 多种驱动因素作用于乡村聚落，使其演变呈

现不同的模式。分别以乡村聚落面积变化率为因变

量，与地形、交通、行政中心、三峡工程、人口经济相

关指标变化率等 12 个具体因子为自变量，通过局部

回归模型构建，厘清各种驱动因子与乡村聚落空间

演变的关系。结果表明，各种驱动因子作用在乡村

聚落空间演变的程度呈空间差异性，驱动乡村聚落

以不同的演变模式反馈: ①自然演变模式。常处偏

远山区的乡村聚落受城镇化和工业化影响小，受人

口、经济条件、乡级道路和政策调控驱动大，呈一种

自然、正常的、缓慢的演变。②加速演变模式。受新

兴经济与技术发展、政策与制度调控影响，部分乡村

聚落尤其是城郊村、区位条件好的乡村聚落呈加速

正向演变或负向演变模式。城镇化、工业化、区位条

件、政策制度调控成为该区乡村聚落变化的主导因

素。③剧烈演变模式。地处三峡工程蓄水影响和自

然保护区、地质灾害区的区域。突变因子成为乡村

聚落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此因子驱动下发生乡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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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位置的突变移动和用地规模的“此消彼长”。
研究表明，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由自然

环境、社会经济、政府调控和突变等因素相互交叉影

响。在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等背景影响下，

应以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规律和驱动主导因子为基

础，建立适宜具体村落的优化调控手段和模式，促进

土地适度集约化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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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Ｒural Settlement in the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 Area: A Case in Wanzhou County

MIN Jie1，2，YANG Qingyuan1，3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3． 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 Area，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ut New Country Construction in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spatial evolutional character-
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of this study area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evolution and natural，
social ，economic 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mpacting factors was explored． In this paper，Wan Zhou
district which is the more important example in the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 area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1995and 2012，Then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were built up by change rate in a
village． Impacting factors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consisted of elevation，slope，major roads，country
roads，city center and so on，which were compiled into a village domain． In this study，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
gression model ( GWＲ) was established from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hange
rate of rural settlement in a village are showe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bout" East increasing ，

West slowly and middle reduc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2) GWＲ could be used to explore spatial variation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and different impacts factors，providing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while SLM could only explore somewhere relations from a global view; 3) The GWＲ revealed both positive and neg-
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and impacting factors． Space evolutional patterns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in Wanzhou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tural evolution，accelerate evolution and intense evolution under the dif-
ferent impacting factors． Overall，economic，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were the core motivation for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studies area，which reflect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 Area to some extent and provided some advices for the land management in the similar
area．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driving mechanism; spatial evolution; the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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