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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低效、落后的村庄自觉或不自觉、快速且简单

的撤迁并入城市被视为城市化的必然现象。然而，以盲目扩大城

镇规模、追求撤并数量化绩效的激进式、功利化撤迁并居，违背

了必然的城市化进程。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村庄的撤迁并居应

进入一个审慎阶段。

1  撤迁并居的理论基础辨析

1.1  城乡统筹思想
城乡统筹思想是撤迁并居的理论基础，当前有“城市偏向”

和“乡村偏向”两个主导方向 [1]。“城市偏向”重视撤迁并居对促

进城市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量化成长的积极贡献，推崇尽可能多

而快的撤并或迁并村庄，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乡村偏向”

重视村庄在城乡统筹中应享有的同等发展权利，反对以城市化的

撤迁并居形式对村庄进行强制性的改造和销毁，倡导通过乡村化

解决农村问题。“城市偏向”容易造成对撤迁并居是“灭村运动”

的误读，导致在市场功利思想和政府政绩意识下制定短期内将数

以千计的村庄减少至百个的激进政策，扰乱村庄撤并正常秩序。

而“乡村偏向”虽然重视发掘村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

也会因此而忽略了城市化中必要的撤迁并居。因此需要研究城市

化进程中村庄聚居的内生规则，完善和优化城乡统筹思想，从而

指导撤迁并居发挥对重构城乡和谐空间格局的积极作用。

1.2  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作为系统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研究开放系统

内部要素有序到无序相互转化过程、动力和规则的科学。它指出

系统的有序度是由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

当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耦合则达到稳定态，反之将是矛盾、冲

突和问题频发的非稳定态。村落聚居空间作为城乡空间系统的子

系统，遵循系统开放性特征，在与城、镇和外部自然环境系统的

交互过程中，内部各要素为建立耦合相互作用，形成自组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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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撤村并居”和“迁村并点”作为一种他组织方式，与村

落聚居空间自组织机理协同，将对重构高效、生态、可持续的

城乡空间格局发挥积极作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聚居空间已由

“形散而神不散”的耦合态转变为“形散且神散”的非耦合态，

分析现代村落聚居的自组织机理及特征，提出通过拆解与重组

村落既定空间评价标准、空间利益关系、空间单元及布局形态，

构建循序渐进的撤迁并居机制，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内生变革与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e village revoked, moved and combined” as a kind 
of non-self organization, coordinated with the self-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 inhabited space,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ecological,	 sustainable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pattern. The state of the village inhabited space is uncoupl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elf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village. It is proposed 
to dismantle and recombine existing space evaluation standards, 
spatial interest relations, spatial units and layouts establishing the 
gradual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endogenous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ing sp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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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逻辑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逐渐瓦解，

现代村落聚居空间亟需建立新的自组织逻辑。“撤迁并居”

作为他组织方式应与现代村落发展需求协同，拆解不利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促进村落聚居空间结构及属性的重组，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推进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1.3  已有研究
相关研究从多学科视角确立了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通过

村庄撤迁并居构建新的乡村空间秩序对城乡协调、互动发

展的必要性 [2-4]，基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空间耦合

关系，提出城乡空间分形优化的规划方法以调整村庄布局

结构 [5] ；在村庄撤并、村镇体系规划实践中提出“潜力评价

+ 布局优化”的村庄撤并规划方法 [6] ；从土地整理角度提出

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的模式和实施策略 [7] 等。已有研究对科

学指导村庄撤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大多将村庄作为独立且

被动的撤并个体进行研究，忽略了村庄群落特征及其在撤并

进程中的主动性。

2   “形散”到“神散”：传统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
逻辑的断裂

传统村落与城、镇、外部环境的交互联系单一，以物资

交换为主，相对封闭，在农耕经济活动主导下，社会、文化、

生态和空间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村庄聚居空间自组织发展

的内生动力（图 1）。村落聚居空间形态虽分散，但形成了依

据农业劳动力耕作半径需求选择适宜的聚居场地 [8]，既不破

坏自然肌理又能便于耕种活动的一种被默认的空间选址、布

局和组合规则，“形”虽散但“神”不散（图 2）。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扩张和劳动力需求吸引

村庄土地、人口并入城市，村庄生产要素流失 [9]，城市化与

农耕生产并行甚至超越后者的重要程度引导村庄空间变革，

导致村庄系统内部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各要素间耦合关系

被瓦解，村庄聚居空间自组织逻辑断裂，进入不稳定的混

沌状态。

2.1  低效农耕生产空间组织秩序瓦解和社会空间组织关

系衰败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吸引大量农村主体劳动力进城务工，

通过城市空间扩张侵占了大量的农耕生产空间，这些造成农

村生产力资源数量和质量大幅下降。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扩

张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依靠人力分散化的低效农耕

生产需要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革新。我国自 2010 年起，分两批

次先后认定北京市顺义区等 50 个县（区、市、垦区），北京

市房山区等 101 个市（地）、县（区）、镇为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且 2014 年计划进一步扩大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数量和

规模 [10-12]。各省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以江苏省为例，自 2010 年以来，共计建设 112 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 [13, 14]。这一举措的核心是整合、聚集农业生产资源进

行规模化生产和现代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截至 2012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连续 9 年增长 [15]。这种革新在空间

上要求能承载生产活动的农耕土地空间和辅助功能空间的聚

集，并与外界建立快捷、高效的物资流通渠道，直接导致了

传统村庄个体与农耕生产空间“依土地而居”的发散式组织

模式的瓦解。

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依据血缘的亲疏程度及农耕需求呈

现的社会空间组织关系被打破并走向衰败。一方面，城市化

背景下乡村人口数量大幅下降。截至 2012 年，全国乡村人

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47.4%，比 2000 年的 63.8% 下降了 16.4 个

百分点，而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乡村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分别为 10.7%、37%、36.8%[1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原有的社会关联随着人口的城市迁移而改变。另一方面，

2012 年农村居民家庭具有初中程度文化水平人员占 52.97%，

具有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 15% 左右 [15]，

图 2  江南水乡传统村庄“沿水而居，围田而聚”的空间聚居形态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  传统村庄空间自组织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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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大多外出打工。农村建设缺乏符合其发展需求的具有一

定知识水平及技能的劳动力资源。近年来，农村人口年龄结

构哑铃状和人地关系城乡两栖化 [16] 现象更为明显，这些都

导致乡村社会发展呈现出规模收缩和动力枯竭的衰败趋势。 

2.2  传统村落聚居空间肌理及发展路径被阻隔和破坏
城市化背景下，村落发展的萧条使得城市主导城乡间的

能量流动，村庄成为城市外溢经济的空间载体。城市外溢经

济包括由于城市生产成本过高而溢出的低端加工制造业，也

包括由于环境污染过度而被城市拒绝的制造产业。它们在短

期内对促进村庄经济发挥积极作用，但该类空间的无序蔓延，

严重破坏了地区生态环境，切断了传统村落聚居空间发散式

发展的路径（图 3）。
村庄因农宅布局分散、基础设施简陋、环境卫生条件差

而在当今崇尚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的发展背景下不被认可，城

市住区模式成为指导村庄空间规划建设的范式。但受宅基地划

分影响，规划村庄住宅排列整齐、森严，没有继承传统村庄灵活、

生动的空间形态组织肌理，而是城市住区形态在村庄非科学转

化下的无序拼贴，造成传统空间特色肌理被破坏（图 4）。

2.3  遵循单一自然法则的空间组织秩序不再适宜
传统村落聚居空间布局遵循自然地理条件特征，以方便

农耕活动和生存安全分散式布局，与自然地形、地貌形成良

好的空间关系。受城市化引发的环境危机对乡村地区生态环

境压力的进一步增强，城市扩张造成的乡村地区自然空间的

整体收缩，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村产业活动的兴起，城市外溢

经济入侵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村庄废弃空间和自身

环境污染等的影响，村庄“循自然法而居”的自由分散式空

间组织法则不再适宜。村落空间布局，尤其在生态敏感地区，

需与地区生态总体格局协同。

3  以群落为单元的有机聚居 ：现代村落聚居空间
自组织机理

3.1  以村庄群落为聚居空间组织单元
城市化下村落的变革是必然，现代村落需要在这个过程

中寻找一种可持续发展路径。传统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秩序

的瓦解，使得以村庄个体为单元“自给自足”的资源组织和

运作方式不可持续发展。现代村庄将依托现代农耕生产、现

代乡村多元产业发展，依据活力社会结构建设和良好生态环

境保护的需求，及以能与城市化进程协调一致的秩序组织成

单元，以村庄群落的方式进行聚居空间功能、结构及形态的

有机重组，重获自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

3.2  村庄群落聚居单元空间有机聚集的自组织逻辑

3.2.1  围绕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高效发展的空间生产性聚集

农业依然是现代村落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必须承担的生产

职能。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 [17]，农业现代

化一方面需要农业土地资源的整合，依据现代农业产业结构

要求进行新的农业空间区划，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

条件成熟区域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即以此为目的。以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为例，其整合了区内优质水稻、

特种水产、蔬菜瓜果、休闲农业四大优势农业集聚区，使得

全区农业规模经营比重达 91%，并整体协调乡村人口的城镇

化问题 [18]。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乡村资源权属与村庄实体

一一对应及农耕生产活动方式规模化、产业化的变革，必然

致使已有村庄围绕空间高效生产进行拆解和新的聚集，村落

聚居结构、聚居方式、生产组织、公共服务及社会关系也将

随之更新，依生产而聚。

3.2.2  符合多元产业结构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功能结

构性聚集

村庄功能的多元化、环境的宜居性及生活的便利将有利

于提高村庄吸引力，促进主体劳动力和优势人群回归，改善

以低龄和老龄为主的“哑铃状”社会结构，引导村落发展走

向可持续发展。除了现代农耕生产活动外，现代农业衍生的

加工生产活动、乡村旅游服务产业以及生态高新的现代乡村

工业丰富了村庄功能，复兴着村庄活力。然而，由于村庄分

散发展，设施落后，缺乏统筹规划，多造成定位同质化、服

务品质低端化及农户间的恶性竞争。村庄需要进行多元功能

的空间结构性重组，基于竞争博弈各自承担最适宜的功能，

并根据多元功能间的关联性组成群落。在苏州古村落旅游开

发与利用规划中已践行这样的发展趋势，提出古村集群整体
图 3  城市外溢经济空间在村庄的蔓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4  传统村庄空间形态
肌理的破坏

资料来源：www.map.googl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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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发展的概念①。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和吸引力的重要内

容，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村庄规模小，布局分散，设施配

置很难兼顾效率与公平，为此有学者提出“协同配置”的概

念，一些城市开始实践多个村庄共享设施的规划途径 [19, 20]，

其实质均体现了村庄生活空间聚集的特征。因而村庄需要以

能支持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高效高质运行的规模进行聚集，促

进村庄生活舒适度的提升，吸引优质劳动力及资本，构建可

持续的乡村社会发展结构。

3.2.3  城镇化带动和牵引下的城、镇指向性聚集

城镇化进程中，村庄与城、镇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密切，城

镇化为农村人口转移、缓解农村发展压力发挥积极作用，而城

镇日益成熟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实力、服务设施也为村庄

发展带来机遇，村落会自觉建立与城镇间互补互助的发展关系，

并逐渐从在城镇周边随机散点式的发散态转为指向城镇，有助

于城乡间各种能量和要素高效流动的有机聚居态。同时，现代

村落需要自觉地与城镇共同承担对整个生态环境改善、修复和

维护的生态效用，遵循城乡生态空间耦合秩序进行新的组织。

3.2.4  循序渐进的过程式聚集

经过了以“集中”为导向的快速撤迁并居后，现代村落

将进入循序渐进、自我修复的“造血”期。依据空间发展的

基本规律，村落聚居空间将首先进行“微整形”，主要内容

包括：对应生产性聚集进行相关生产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划

整合，对应功能结构性聚集和城、镇指向性聚集，进行经济、

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及生态功能空间的“修剪”，控制村庄

空间无组织扩散，拆解零散低效的村庄建设等。其次，根据

村落内部重组需求进行村落聚居空间的“形态重构”。

4  “拆解”与“重组”：基于自组织机理的村庄撤
迁并居

现代村庄以群落为单元的有机聚集是对传统村落聚居空

间自组织逻辑的间跃式变革②。由于传统村落历经了人类文

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因而即便是来自内部的变革需求也

会遇到多方面的制约，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撤迁并居是对

村庄空间行政属性和地理属性的人为干预，在我国以行政指

令的方式自上而下实施。作为一种调整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

秩序的外力，撤迁并居应协调和缓解间跃式变革中存在的冲

突和矛盾，“拆解”阻碍自组织更新的桎梏，“重组”有助于

变革的内容和逻辑（图 5）。

4.1  既有撤迁并居评价标准的拆解与重组
近年来，为提高撤迁并居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相关研究

建立了包含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地

域特色等方面的村庄评价指标体系 [4, 21]，为合理决策村庄去

留提供科学依据。指标体系的建立较为关注个体村庄发展，

忽视了其在群落单元组织中的价值及意义，易导致一些因具

有良好发展特色而被保留的村庄，由于“孤立无援”面临发

展资源不足、功能结构不均衡的尴尬，多数历史村落正面临

这样的生存危机。基于自组织机理的撤迁并居对村庄是否需

要撤迁或并的评价，需同时考量村庄发展“质”的基础和村

庄聚集“量”的需求，遵循产业集群、功能结构性聚集等村

庄群落单元有机聚集机理，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体系。

4.2  既定利益关系的拆解与重组
新群落单元的聚集必然会受到既定利益关系的束缚。在

既定利益关系中，土地因承载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项活动而

成为利益关系组织的核心，城镇因土地开发收益的高回报和

提升综合经济水平的能力成为村庄土地资源整理的优先归

属。自 2004 年起，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先后颁布相关文件，

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其本意是提高农村建

设用土地效率，更好推进适宜区域城镇化 [22]。然而实际操作

中，受既定利益关系影响，这一政策加速了通过村庄撤并推

动城镇扩张的进程，对于那些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不能建立

完善补偿机制的城镇，村庄撤并非但无法落实，反而引发了

新一轮城乡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各种矛盾涌现，在镇层面

尤为突出。因此，既有以土地经济收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发展

① 2013 年《苏州吴中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利用规划》中提出以太湖古村集群整体保护为基础，以吴文化乡村遗产景观廊道为纽带，以轩辕宫（杨

湾—陆巷）、三山岛和东村等古村旅游综合体及其产品体系产业化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② 村落系统的间跃型演化是村落系统在保持原有系统信息的稳定的基础上进行自适应、自进化的一种过程。它是以扬弃的方式针对现实性与可能

性之间寻求的一种契合的发展模式 [24]。

图 5  村庄撤迁并居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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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需要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途径科学拆解，并需构建以经济

利益与生态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即时利益与可持续

发展利益共赢为核心的综合收益最大化下各利益集团间新的

关联。这将为村落撤迁并居确立科学意识形态并提供制度保

障，使政府主导的撤迁并居能自上而下与现代村落自下而上

的自组织需求协同。

4.3  村落聚居空间单元及布局形态的拆解与重组

4.3.1  空间行政属性的拆解与重组

空间行政属性反映了村落资源组织、分配、利用和管

理的基本单元，并通过行政区划手段划定。新的村落单元如

与既有空间行政区划相冲突，将由于人为行政管理、资源分

配等的外部作用与自组织要求的不协同，而阻碍新村落聚

居空间发展进程。因此，需要拆解不适宜的空间行政属性

关系，并依据现代农业用土地规模基本量，将土地对应村庄

行政隶属关系进行重组，与此同时还需依据村庄群落单元多

元功能运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合理社会结构建构的要求

进行调整。具体实施中，可由若干小行政单元组合为大行政

单元，也可拆解原有行政单元进行重新组合，前者利于重组

前后各种关系的平稳过渡，而后者利于土地资源空间组合的

最优化，实际操作中应以最有利于村庄群落单元发展为原则 
灵活处理。

4.3.2  空间地理属性的拆解与重组

（1）以功能结构需求为核心

建构合理的功能结构是村庄群落聚集的核心逻辑。依据

其自组织机理，在城乡区域层面，基于城乡统筹、发展一体

化需求，将村落农业功能区划、居住功能区划、生态敏感区

划、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区划、基础设施空间区划与城、

镇发展空间相协调，重组村落聚居单元构成。在村庄群落层

面，基于现代村落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功能高效健康运

行的需求，拆解没用或不利于发展的功能空间，重建各功能

空间的内聚关联性，控制建设空间的随机扩散，引导村庄由

分散式的随机散点布局形态向有机聚居的布局形态转变。有

机聚居布局形态没有固定的范式，以有助于村落建立合理的

功能结构关系为标准。

（2）遵循城乡生态耦合逻辑

城乡生态耦合是新村落聚居单元得以持续发展的生存基

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博弈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下，

生态保护在意识形态层面占据主导，而经济发展在现实操作

层面依然拥有主动权。因而需要在管理层面拆解通过经济补

偿或生态补偿平衡博弈的合法性，确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

且生态优先不可替代的法制制度。对不同生态保护梯度内村

落空间布局进行调整，运用生态工程技术实施村落聚居空间

选址和规模控制 [5,23]，避让生态敏感区域，建构村落内部生

态关联性空间网络，完善城乡生态网络格局，缓解生态敏感

区域、生态廊道、斑块和基点等承载生态保护和修复职能空

间的生态压力，进而转变城镇化下城镇村包围山水的反传统

人居态，重现山水、村落、城镇均衡的人居生态格局。

（3）以资源、信息、能量等要素交换载体为依托

村庄群落单元的发展依托于城乡及村落内部资源、信息、

能量等生产、服务要素的高效便捷流转。因此，随着各类市

政基础服务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等资源、信息及能量交换载

体的城乡一体化、网络化建设日趋完善，村落聚居空间应与

它们建立和谐关系。一方面，拆解不具备构建城乡间人员流

动、信息流动、资源快捷、安全流动的随机散点村庄，依托

要素交换载体调整新村落聚居空间单元功能结构、布局形态，

另一方面，也需要针对村落聚居发展需求，对相关要素交换

载体建设进行调整。

4.4  村落空间循序渐进撤并机制的构建
在村落聚居空间循序渐进的自组织更新进程中，由于实际

问题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为了避免撤迁并居不偏离方向，

并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应对，需要确立“评价—监控—反馈—

评价”的跟踪式撤并机制（图 6）。跟踪式撤并机制关注撤并前

后过程与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机理的契合度。撤并前评估，确

定撤并方案及进程，撤并中监控，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

和调整，撤并后引导村落发展进入正轨并为此提供积极服务。

5  结论

撤迁并居是引导城市化进程中村落聚居空间可持续发

展，重构高效、生态、可持续城乡空间格局，推动城乡统筹

发展的一种人为干预手段。撤迁并居的实质不是“大拆大

建”的“灭村运动”，而是基于现代村落自组织发展机理，

通过拆解不适宜的空间关系、组织方式和结构，重组能与城、

镇及生态协调发展，且内部各功能有机关联高效运转的村庄

图 6  跟踪式撤并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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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单元，为乡村发展获取产业扎实、功能完善及社会完整

的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保障。撤迁并居内容、方式和方法等都

应根据不同阶段自组织需求的差异，进行及时更新。同时，

需要对相关的政策、管理等进行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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