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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荟萃分析方法的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与模式

张 玉 1,2,3，王介勇 1,2，刘彦随 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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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问

题。采用文献荟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时空格

局及其影响因素，解析了空心村整治模式及其机制的地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1996—2019年

CNKI数据库空心村研究文献呈快速增长态势，空心村研究文献增加与全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

呈显著正相关；空心村整治潜力等级呈现“北方高南方低”“平原地区高、丘陵山地区低”“传统

农区高、城市群地区低”的总体分布特征；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常住人口减少幅度和人均占有耕

地面积是影响空心村整治潜力大小的关键因素；89.80%的县域采用村内集约型整治模式，集中

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东部，迁村并点型和城乡融合型

整治模式的占比均超过50%，易地搬迁型整治模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附近生态脆

弱和贫困叠加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分步推进空心化村庄整治，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

率，显化农村土地价值。

关键词：空心村；整治模式和整治潜力；荟萃分析方法；中国

伴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乡村人地关系及其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大

量农村人口“离乡进城”，导致“人地分离”，农村空心化问题不断加剧，已经成为制约

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

过程，空心村是农村空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1,2]，是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发展

要素流失与衰退的综合体现[3,4]。空心村整治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

重要手段，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5-7]。学者们围绕空心

村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空心村形成机理与空间分布[8-10]、效应与响应机制[11,12]、整治潜

力评价与整治模式[13-15]等。事实上，农村空心化是一种复杂的微观社会经济过程，精确获

取空心村及其整治潜力的相关信息是一项非常耗时费力的工作。在县域或村镇尺度上，

很多研究者建立了基于农户调查[16,17]、高分遥感影像识别[13,18]、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9,20]等多

种评估方法，较为精确地测算或评价了空心村整治潜力，探索了不同类型空心村的整治

模式，在理论与技术方法上取得了创新性进展。但是由于缺少可靠的调查数据，关于宏

观区域尺度的空心村整治潜力时空格局及其整治模式地域分布特征研究报道相对较少。

荟萃分析是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又称“Meta分析”。1976年Glass将其定义为

一种对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收集、合并及统计分析的方法，主要目的是将以往研究结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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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地综合反映出来，并从中找出规律或解决问题的办法[21-23]。地理学研究具有区域

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特征，典型区实证研究是地理学重要研究方法[24-26]。由于地理空间异

质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区域整体性综合研究需要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和考察，采用团

队合作的方式开展研究，如吴传钧院士[27]组织全国地理学者开展了中国土地利用制图，

刘纪远等[28]组织开展了中国遥感土地利用调查，以及近期王雷等[29]组织开展了城市用地

调查等。荟萃分析方法为地理学综合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便捷的研究思路，基于大量典

型区域实证研究提炼总结规律，探究区域差异性特征等，既可以提升综合性研究的可靠

性，又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本文尝试从已公开发表论文中提取县域空心村问

题研究的相关信息，采用文献荟萃分析方法探究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

的时空规律及其成因，解析空心村形成机制及其整治模式的地域分异特征，以期为当前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和乡村振兴发展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文献荟萃分析的样本选择需要考虑样本的丰富性、代表性及样本的检索可得性。因关

于中国空心村研究的文献绝大部分为中文文献，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文

数据库为源数据库，以“农村空心化”“空心村”“空心村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农村

居民点整理”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从建库到2019年10月，共检索出相关研

究文献1294篇，批量下载论文题目与摘要并对其进行研读，筛选出有关以县域单元为研究

对象的空心村整治潜力或整治模式论文197篇，共涉及29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天津、西

藏和港澳台地区）的344个县域。在此基础上再逐一精读文献，从中提取以县域单元空心

村整治潜力、成因机制、整治模式等信息。运用频次记数法，统计分析了文献研究县域空

心村整治的主导模式，并通过ArcGIS软件制图呈现不同整治模式的空间分布特征。

文中所用经济社会数据来自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域类型区整治潜力大小的

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城镇化率、乡村人口和总人口数据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1996年、2018年），耕地面积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2018年），村庄

建设用地面积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7年、2017年），人均耕地和建设用地

面积用指定年份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与该年份乡村人口数之比表示。中国九大农业区划

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http://www.resdc.cn）。

2 结果分析

2.1 中国空心村问题研究文献统计特征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中国空心村问题自1996年开始被关注，2010年前研究文献

数量处于慢速增长时期，2010年之后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长，这与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减

少的趋势非常吻合。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常住人口从1995年开始减少，2010年后减

少的速度增加，1996—2018年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2.87亿人（图1a）。农村人口减少与空

心村研究相关文献数量的自然对数值变化呈显著负线性相关，相关系数R2=0.94（图1b）。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是农村空心化的根本原因，农村常住人口越少，农村空心化问题越突

出，相应地，空心村研究相关文献呈指数倍数增加。因此，本文通过文献荟萃分析可以

深入挖掘有关空心村的真实信息，探究空心村整治潜力及其模式规律。

基于文献信息的荟萃分析发现，有关空心村研究主题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图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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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乡村聚落形态变化解析空心村现象及其主要特征；（2）分析快速工业化城镇化

过程中农村空心化过程规律及其成因机制；（3）空心村治理及土地整治的机制与模式。

空心村问题研究大致可划分两个阶段（图 2b）：（1） 2010年前以揭示空心村现象和问题

为主研究阶段，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解析空心村现象及

其成因机制，该阶段研究文献的数量增加较为缓慢。（2） 2010年后空心村问题综合研究

阶段。2009年刘彦随等[1]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

实践”，提出了地理学在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中的独特优势，从乡村地域系统视角，深刻

剖析了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评价与模

式等命题。空心村问题研究转向强调包括土地、人口、产业等要素在内的乡村地域系统

演化转变，由关注现象、解释原因向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转变，由单一视角向多视角综

合集成分析转变。该阶段空心村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加，空心村整治潜力及其整治模式

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

2.2 中国空心村问题的时空格局特征

本文以县域单元研究文献为基本统计对象，分析中国空心村问题的时空格局特征。

结果显示，全国共有29个省份的344个县域单元有空心村研究记录，主要集中分布在胡

焕庸线的东南半壁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图3a）。按照全国九大类型农区统计，黄淮海平

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平原区、黄土高原区东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东部等传

统粮食主产区分布相对集中，华南区、云贵高原区、青藏高原区和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

图1 农村常住人口与文献数量变化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opulation and literature

图2 1996—2019年空心村研究主题关键词与文献数量变化

Fig. 2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and literatures on hollowing village increased from 1996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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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对较少。空心村研究出现记录较早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下游

地区以及东北平原区部分县域（图 3a）。1996—2010年黄淮海平原区出现空心村现象记

录县域共有51个县域，占比为54.84%。2011—2019年空心村研究县域范围明显增加，黄

土高原区、云贵高原区、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东部出现大量空

心村现象记录。从各省区分布来看，河南省空心村现象研究记录县域数量有 47个（占

13.66%），山东、河北、山西、湖南等均超过20个，海南、贵州、青海、新疆、内蒙古

等县域空心村记录数量相对较少。

2.3 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2.3.1 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时空格局

空心村整治潜力及其空间分布是空心村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上述文献，提取县域

空心村整治潜力值，并将其转换为可比较的整治增地系数潜力值，测算该县域整治潜力

等级指数。共从文献中提取 87 个县域的整治潜力值，并将其划分为低潜力区 （P≤
10%）、中潜力区（10%＜P＜20%），高潜力区（P≥20%）三种潜力等级。结果显示，空

心村县域整治潜力等级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北方高南方低”“平原地区高、丘陵山地区

低”“传统农区高、城市群地区低”的总体分布特征（图3b）。黄淮海平原区、东北平原

区、黄土高原东部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部分县域处于高潜力区，共涉及39个县

域，占比为44.83%。其中黄淮海平原区的河北涿州市、山东禹城市、金乡县，北方干旱

半干旱区的内蒙古开鲁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以及东北平原区的吉林汪清县等空心村

整治潜力超过50%。中潜力区县域分布相对分散，而低潜力区则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华南区、黄土高原区南部，共涉及25个县域，占比为28.74%。

2.3.2 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格局影响因素

空心村整治潜力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种因素的影响[30-32]。自然地理条

件是区域农村发展的本底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生活与经营方式、聚落规模形态

与空间分布等，是影响空心村整治潜力本底因素。平原农区的乡村，聚落规模大、分布密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3 中国空心村问题研究县域及整治潜力等级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llowing village research counties and their reclamation potent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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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落形态多为集聚型，院落为场院式平房，居民点闲置、空废的数量多，整治成本较

低，整治潜力较大；地形条件复杂的丘陵山区，乡村聚落规模小、分布稀疏，聚落形态多

为分散型，院落相对较小，空心村整治难度较大、复垦成本相对高，整治潜力相对较小。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反映城乡人口的流动状态，1996—2018 年中国乡村人口减少了

2.87亿人，城镇化率增长29.7%。与1996年相比，九大农区农村常住人口出现不同程度

的减少，城镇化率明显提升。其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黄土高原区、北方干

旱半干旱区以及云贵高原区，农村常住人口减少较快，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乡

村人口流动性强，农村居民点闲置空废数量多、规模扩大。工业化、城镇化发达的城市

群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农村人口本地化就业和外来人口的加入，农村空心化程度较低，

空心村整治潜力较小。此外，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地区，农村人口外

出定居相对较少，且多数为高原或丘陵山地，空心村整治潜力相对较小（表1）。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影响着空心村整治的潜力大小。一般情况

下，传统平原农区人均耕地资源较为丰富，早期农村住宅和院落建设占地面积较大，农

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大，比如东北地区农村住户建有前院和后院，住宅一般为平房或斜

顶房，黄淮海地区农村住宅院落也较为宽敞，部分农户还在庭院种植蔬菜。北方干旱半

干旱地区，由于人均耕地较充足且耕地质量较差，农村住宅和院落占地也较多，人均建

设用地面积较大。随着农村常住人口减少，这些地区空心村整治增地潜力较大。长江中

下游和华南地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较为稀缺，早期农民建房用地较为集约，

比如东南沿海丘陵地区农村住宅一般建用2~4层，底层用作院落或储藏农具，院落面积

很小甚至没有院落，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较少，因此整治潜力相对较小（表2）。

2.4 中国空心村整治模式与机制分析

2.4.1 空心村整治模式主要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基于已发表的论文，中国空心村整治模式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即村内集约模式、迁

村并点模式、城乡融合模式、易地搬迁模式。（1）村内集约模式，是在原有村庄位置上

进行集中建设和改造，通过统一规划制定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标准，对村内闲置空废宅

基地、打谷晾晒厂、废旧坑塘等低效利用土地集中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设村庄

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该模式适用于传统农区村庄面积较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滞

表1 1996—2018年中国九大农区乡村人口和城镇化率变化

Table 1 Changes in rural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s nine major agricultural regions from 1996 to 2018

指标

东北平原区

黄淮海平原区

黄土高原区

北方干旱半干旱区

青藏高原区

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

华南区

云贵高原区

全国平均（总和）

整治潜力/%

31.66

35.46

26.19

30.91

10.17

15.43

19.59

9.84

19.05

22.03

乡村人口/万人

1996年

5494

19791

4963

4671

517

10017

25792

8042

10411

85049

2018年

4044

12384

3164

3828

513

5049

14811

5053

6862

56401

城镇化率/%

1996年

47.4

25.6

25.4

31.3

29.4

16.8

26.9

26.6

16.3

29.9

2018年

62.7

60.0

58.3

54.1

45.9

55.9

63.0

68.8

48.6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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