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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02〜2013 年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数据为基础，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礅心

模型法，对 123 间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重庆

市农用地整治项目主要分布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项目平均规模受地形

影响较大，项目平均投资额与项口区区位条件、地形条件、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

设等因素有关。②项目数景、项目规模及项目投资额的敢心移动均在经度和纬度方向呈现波

动变化，但基本集中在全市的中部位置，全市农用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均

衡性。项目重心整体呈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距离受政策因素影响明显

。③根据项 S 数读、项 B 规模和项目投资额的重心点及其移动轨迹可以将重庆市 12a 间农用

地整治项目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最后对重庆市农用地

整治政策制定和项目布局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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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是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和未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对生产建设破坏和自然灾害损毁

的土地进行恢复利用，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活动，包括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农用地整治、农村建设

用地整治，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治等内容。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土地整治的目标逐步发生了变化，

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土地整治己经由分散的土地开发整理逐步发展为对农村“田、水、路、

林、村”的综合整治，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

、维护乡村景观文化等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土地整治项目应按照统筹区

域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特色及差异进行布局，才能合理安排项目资金投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保

障社会公平。因此，分析一定时期内土地整治项目分布时空分异特征，对于把握该阶段区域土地整治

的空间格局与发展态势，明确未来土地整治的重点区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全国各区域土地整理的方向、模式及

空间分布特征、对策建议、土地整理绩效区域差异等方面，省域层面，杨庆媛等对重庆市土地整理项



目的空间分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分异方面，不同学者从全

国、省域县域等层面对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项目的空间分异以及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

、投资规模等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对于中西部地区省域范围一定时期内土地整治项目数量、规模

和投资额的横向、纵向分布规律的研宂较少，因此，本文以 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项目

数据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法对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数量、规模和投资额的空间分布进行研宂，运

用重心模型刻画历年整治项目数量、规模和投资额的重心移动轨迹，探寻农用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

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重庆市土地整治宏观决策制定和项目配置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北纬 28°10’〜32°13’，东经 105°11’〜110°11’之间，地处青藏高原和长江中

下游的过渡地带，东临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

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别称“山城”，年平均气温 16〜18°C，年

平均降水量约 1000〜1500mm。辖区总面积 8.24x10
4
km2，下辖 21 区 17 县，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

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根据《2014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2014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9.6%，高于全国的城镇化率 54.77%。2014 年全年

地区生产总值 1.43x10
4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7.4:45.8:46.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79 万元。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51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9490 元，城乡收入比为 2.65:1，而

2014 年全国的城乡收入比为 2.92:1，城乡收入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 年，中共重庆市四届三中

全会将全市划分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

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五个功能区域。

截至 2013 年底，全市入库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共计 3130 个，实施规模 76.44x10
4
hm2。其中市级投

资项目 323 个，实施规模 14.44x10
4
hm2;区县级项目 2817 个，实施规模 62x10

4
hm2。全市实施“基本具

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6.68x10
4
hm2,实施“稍加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3.5lx10

4
hm2，

实施“全面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8.29x10
4
hm:，实施总规模 18.48x10

4
hm2。

2 材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选取 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入库项目台帐作

为数据来源，以区县为基本分析单元，由于研究时间跨度较长，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考虑到数

据的一致性，以重庆市现行的 38 个区县为评价单元，研究时段内由于行政区划合并的区县，其农用地

整治项目数量、规模和投资金额进行相应的合并，最终得到全市 2002〜2013 年入库市级农用地整治项

目 323 个，总规模 14.44x10
4
hm2，各区县农用地整治项目数量及规模如表 1 所示。



总体来说，重庆市近年来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多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项

目总数达到 247 个，占到项目总数的 76.47%，规模达 11.28x10
4
hm2，占总规模的 78.16%。其中，城市

发展新区的项目又主要集中在江津、潼南、合川、永川和铜梁等区县，渝东北的项目主要分布在丰都

、梁平、万州、忠县等区县，反映出全市整治项目大多分布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在此基础上进行

进一步开发建设。

2.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

基于重庆市 2002〜2013 年市级农用地整治入库项目台帐数据，分别分析其数量、规模、投资金额

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以项目数量、项目规模、项目投资额作为各区县

的属性，引入重心模型，分别刻画重心移动轨迹，探寻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时空演变规律。

(2)研究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空间分布

(1)项目数量空间分布

将 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入库项目进行梳理，运用 ArcGIS9.3 软件，将各区县农用

地整治项目个数展现如图 1 所示。

从表 1 和图 1 中可以看出，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 4 个区县 12a 来没有市级农用

地整治项目，原因是渝中区己全域城市化，另外 3 个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农用地数量很少；北賠

区、江北区等 8 个区县的整治项目个数在 1〜5 个之间，数量较少，原因是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市功能

拓展区的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农用地数量相对较少，不属于农用地整治的重点区域；黔

江区、彭水县等 11 个区县的整治项目个数在 6〜10 个之间，这些区域主要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

粮油蔬菜主产区，对农用地整治有较大需求；南川区、潼南区等 10 个区县的整治项目个数在 11〜15

个之间，这些区域耕地面积较大，是重庆市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因此农用地整治项目较多；位于渝

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万州区和梁平县以及位于城市发展新区的巴南区、永川区、江津区，农用地整

治项目最多，12a 间实施的整治项目在 16〜18 个之间，共计 83 个，占全市该时段土地整治项目总数的

25.70%，一方面，这些区域位于都市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周边，万州区是重庆市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需要通过农用地整治项 R 的新增耕地指标实现占补平衡，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所



需要的农产品也需通过城市近郊区的农用地整治项目提高农业产能来支撑。

(2)项目平均规模空间分布

12a 来，各区县农用地整治项目平均规模普遍在 163〜686.10hm:之间，差异较大，全市项目平均

规模为 454.73hm2，各区县土地整治项目平均规模分布如图 2 所示。

从表 1 和图 2 可以看出，除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 4 个区县无整治项目外，北碚

区、巴南区、江北区、城口县等 4 个区县的项目平均规模较小，在 100〜300hm2 之间，除城口县之夕

卜，其他 3 个区均属于主城区，农用地较少，因而整治规模相对较小。城口县因其地貌以山地为主，

层状地貌明显，整治规模也较小；云阳县、江津区、大足区等 18 个区县的项目平均规模居中，在 300

〜500hm2 之间，这些区县的农用地整治规模代表了重庆市丘陵山区农用地整治项目规模的平均水平；

合川区、铜梁区、荣昌区等 12 个区县的项 H 平均规模较大，在 500〜700hm2 之间，这些区域浅丘平坝

较多，整治项目实施较为便利，土地整治项目平均规模整体较大。

(3)项目投资额空间分布

就项目投资额而言，12a 间，各区县农用地整治项目平均投资额在 1.15 万元/hm2 到 7.95 万元/hm2

之间，全市农用地整治项目平均投资额为 3.34 万元/hm2,各 E 县土地整治项目平均投资额的空间分布

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除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 4 个区县无整治项目外，巴南区、合

川区、奉节县、云阳县等 15 个区县的平均投资额在 1 万〜3 万元/hm2 之间，这些区县大多有较好的交

通条件，境内地貌差异相对较小，农用地整治相对容易，投资成本较低；潼南区、长寿区、江津区等

12 个区县的平均投资额在 3 万〜5 万元/hm2 之间，是全市农用地整治项目投资额的平均水平；大足区

、北碚区、开县、城口县等 4 个区县的平均投资额在 5 万〜7 万元/hm2 之间，其中大足区积极发展现

代农业，是全市高标准农田的重点建设区域，北碚区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是重庆市主城区休闲观

光农业的重点发展区域；开县是三峡库区内最大的淹没县，消落带的生态修复和新城建设是一定时期

内工作的重心，城口县位于大巴山区，是渝东北距离主城区最远的区县，县内交通通达性差，境内以

中山、低山地貌为主，相对高差较大，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且坡耕地面积大，自然条件造

成的耕地细碎化程度高，从而造成土地整治成本高，因此上述区县农用地整治平均投资额较大；此外

，江北区的平均投资规模达到 7.95 万元/hm2，是全市 38 个区县中平均投资额最大的区县，究其原因

，是因为江北区位于都市功能核心区及拓展区，农用地整治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为目标，且为全市首

个整镇推进国土整治项目的不范区，着力建设高品质、高标准、商质量的都市农业园区，因此农用地

整治平均投资较高。

3.2 项目重心移动轨迹



通过公式 2 可以计算出每年项目数量、规模、投资额重心点的移动距离，结果如表 2 所示，表中

每个数字为该年相对于前一年的移动距离。





(1)项目数量重心移动轨迹

将各年农用地整治项目数量重心点 (i=2002,2003,2004，……，2013）用 ArcGIS9.3 软件

的 ADDXYDATA 功能将坐标点导入图层，并对项目数量重心移动轨迹进行模拟，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项目数量重心基本位于全市的中部位置

，重心移动轨迹有所波动，但总体呈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12 个重心点中有 1 个位于都市功能拓展

区，有 6 个位于城市发展新区，有 5 个位于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其中，有 4 个重心点落在位于城

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从重心移动距离和方向来看，2002〜2004 年，项目数量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

且每年移动距离较大，均在 70km 以上。从 2004〜2009 年，项目数量重心在经度和纬度方向连续波动

，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交替出现，移动距离呈“减小-增大”的振荡变化。2009〜

2011 年，项目数量重心再次向东北方向进行较大距离的偏移，从城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移动到了渝东

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垫江县。2011〜2013 年，项目数量重心出现振荡变化，并重新回到了涪陵区。

(2)项目规模重心移动轨迹

将各年农用地整治项目规模重心点 (i=2002,2003,2004，……，2013)用 ArcGIS9.3 软件

的 ADDXYDATA 功能将坐标点导入图层，并对项目规模重心移动轨迹进行模拟，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项目规模重心基本位于全市的中部位置

，重心移动轨迹有所波动，但总体呈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12 个重心点中有 2 个位于都市功能拓展



区，有 6 个位于城市发展新区，有 4 个位于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苒中，有 4 个重心点落在位于城

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从重心移动的距离和方向看，2002〜2003 年，项目规模重心向西北方向有较大

距离偏移，2003〜2006 年和 2006〜2009 年两个阶段，项目规模重心均呈现“先东北，后西南”的移动

方向，且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距离普遍大于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距离，重心主要落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

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内。2009〜2013 年，项目规模重心基本落在城市发展新区内，呈现不规则移动方向

。

(3)项目投资重心移动轨迹

将各年农用地整治项 S 投资重心点 (i=2002,2003,2004,……，2013)用 ArcGIS9.3 软件的

ADDXYDATA 功能将坐标点导入图层，并对项目投资重心移动轨迹进行模拟，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可以看出，2002〜2013 年，重庆市市级农用地整治项目投资重心基本位于全市中部位置，

总体呈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12 个重心点中有 2 个位于都市功能拓展区，有 6 个位于城市发展新区

，有 4 个位于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其中，有 4 个重心点落在位于城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从重心

移动的距离和方向来看，2002〜2003 年，项 H 投资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2003〜2006 年、2006〜2009

年和 2010〜2013 年 3 个阶段，项目投资重心均呈现“先东北，后西南”的移动方向，且向东北方向移

动的距离均大于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距离，重心在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

展区均有分布。2009〜2010 年项目投资重心向东南方向有小距离偏移。



对比发现，研究期内，农用地整治项目多分布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项目数

量重心在两个区域内呈现波动变化的特征，而项目规模和项目投资额的重心移动呈现一定的同步性，

即 2002〜2003 年均向西北方向偏移，2003〜2006 年，2006〜2009 年，2009〜2013 年 3 个阶段，其重

心均呈现“先东北，后西南，，的移动方向，且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距离均大于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距离

，说明项目投资额受项目规模影响较大，项目规模越大，项目投资额也越大，但二者与项目数量相关

性不明显。



无论是项目数量、项目规模还是项目投资额，其重心移动均在经度和纬度方向呈现波动变化，但

基本集中在全市的中部位置，且均有 4 个重心点落在位于城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而全市各区县的地

理重心点也在涪陵区，说明 12a 来全市农用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均衡性$12 年来，各

重心点总体呈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但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之间波动，尤其是

2004〜2009 年之间，无论是项目数量、项目规模还是项目投资额，其重心均大体呈现“先东北，后西

南”的波动局面，说明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全面开展至“十一五”期间，三峡库区移土培肥重大工程

和西部生态地区农田整治工程两项重点工程起到一定作用，2006 年启动的三峡库区移土培肥重大工程

位于三峡库区，主要涉及万州区、奉节县、巫山县等 12 个区县，大部分位于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而 2004 年启动的西部生态地区农田整治工程位于重庆中西部，主要涉及城市发展新区的 10 个区县，

两项重大工程相互影响，使得土地整治项目重心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之间波动，

说明土地整治项目空间分布受政策因素影响明显。

3.3 发展阶段划分

从上述项目数量、项目规模和项目投资额的重心点及其移动轨迹可以将重庆市 12a 间农用地整治

项目大致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分别以 2004 年、2009 年和 2011

年作为分界点。（1)起步阶段。2002〜2003 年，项目重心基本集中在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

区，但无明显规律，说明在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起步阶段，一方面主城区及周边农用地整治需求

较为旺盛，另一方面投资资金可以较快落实到位，早期农用地整治以主城近郊为主，土地整治处于起

步阶段。（2)发展阶段。2004 年以后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逐渐进入规范管理、快速发展的轨道，全市

土地整治工作全面开花，远郊区县相继加入到农村土地整治的行列，西部生态地区农田整治工程和三

峡库区移土培肥工程等国家级重点工程在 2004 年和 2006 年相继启动，2007 年，重庆市获批全国统筹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抓手，同时促进了

全市土地整治项目的顺利开展和资金落实，2008 年在全市 21 个村开展了整镇推进国土整治项目，重庆

市的土地整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3)完善阶段。2009〜2010 年，全市部署开展了整村推进的农村土

地整治“千百工程”，即 1000 个推进村，100 个示范村建设，并确立了长寿、丰都、荣昌 3 个国家级

基本农田示范区，土地整治工作迈向完善阶段。（4)成熟阶段。2011 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格

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开展了以“农村土

地整治，利民利乡利城”为主题的“农村土地整治万里行”宣传活动，依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重庆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重庆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十二五”规划》，

从 2012 年开始，重庆市广泛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活动，土地整治全面走向成熟阶段。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本文首先分析了 2002〜2013 年重庆市各区县农用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

布特征，结合重心模型和 GIS 技术，亥帽了项目数量、规模和投资额的重心移动轨迹，分析了重庆市



农用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主要分布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项目平均规模受地形

影响较大，地形平坦的地区项目平均规模较大。项目平均投资额与项目区区位条件、地形条件、现代

农业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等因素有关。项目规模和投资额的重心移动方向具有一定的同步性，说

明项目投资额受项目规模影响较大。

项目数量、项目规模及项目投资额的重心移动均在经度和纬度方向呈现波动变化，但基本集中在

全市的中部位置，且均有 4 个重心点落在位于城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而全市各区县的地理重心点也

落在涪陵区，说明 12a 来全市农用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均衡性。各项重心整体呈向

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并大多落在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说明这两个区域是重庆市

农用地整治的重点区域，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距离受到政策因素影响明显。

从项目数量、项目规模和项目投资额的重心点及其移动轨迹可以将重庆市 12a 间农用地整治项目

大体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完善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早期农用地整治以主城区及近郊区县

为主，后期远郊区县相继加入土地整治的行列，期间伴随着各项国家政策及重庆地方政策的实施。

4.2 政策建议

适当加强渝东南地区土地整治投入力度。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也是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区域生态环境脆弱，12a 来农用地整治

数量、规模相对较小，平均投资较少，造成一定的区域不公现象，应适当加强土地整治项目投入力度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坡耕地的治理和石漠化综合治理，以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为

主，建设武陵山区生态屏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制定差别化的农用地整治政策。通过上述项目数量、规模及投资额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农用地

整治项目的平均规模受地形条件影响较大，项目平均投资额受区位条件、地形条件、现代农业发展方

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指引等各类因素影响。重庆市幅员面积辽阔，兼具“大城市、大农村”的特

点，地形复杂，区域之间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各区域发展方向不同，应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差别化的农用地整治策略，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促进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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