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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社会经济向好发展，然而备受人们关注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却始终未

能有效解决。以寻甸县为例，将寻甸县人均居住面积作为衡量其农村空心化程度的指标，探究与之相关联的城镇化

率、农村常住人口数、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住宅总面积四个重要因素对寻甸县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影响，

以期为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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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寻甸县是集山地、贫困和少数民族于一体的昆明市远郊县，其农村在城镇化不断深入推进的今天出现了显著空心化现象。

农村空心化是指村中有房无人，且房屋呈现无序化布局的现象。有学者从空间地理的角度，采用闲置宅基地与废弃宅基地之和

除以农村住宅建筑总面积，作为农村空心化率，衡量农村空心化程度。本文选取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衡量空心化程度的指标，

从人房关系的角度来衡量农村空心化趋势。以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作为衡量农村空心化的指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与农村空心化

趋势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农村空心化程度越强。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上单纯选取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作为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唯一指标并不妥当，但通过观察寻甸县农村常住

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可知寻甸县农村常住人口总数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1），同时当地一、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员数量在 2013 ～

2015 年期间并没有显著变化，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反而在降低（见图 2），这说明当地居民通过发展当地产业获得经济收入增

加的人员很少，相反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收入成为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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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寻甸县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影响因素

2.1 选取因变量和自变量，并获得其观测值

本文以寻甸县农村人均居住面积（Y）作为因变量，将通过粗糙集合理论约减后的城镇化率（X1）、农村常住人口数（X2）、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X3）、农村住宅总面积（X4），获得其 2007 ～ 2015 年的观测值。数据来源为《寻甸县统计年鉴》

（2007—2015）。

2.2 模型设定

根据所简约的四个指标变量来对寻甸县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进行分析，将其模型设定为：

其中 Y、c 分别代表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常量，a、b、d、e 分别是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数、农村常住人口可支配收入、

农村住宅总面积的系数。

2.3 模型检测及运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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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PSS.19 生成变量数据，估计模型参数，从模型汇总的结果可知只得到一个恰当模型，且 R=1.000，R
2
=1.000 这说明

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系数表中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计算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 1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21.437 2.283 9.389 .003

城镇化 X1 -31.3 .093 -.309 -3.376 .043

农村常住人口数 X2 -.451 .038 -.430 -11.725 .001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人 X3 .001 .000 .527 6.482 .007

农村住宅总面积 X4 .022 .001 .718 43.951 .000

通过模型分析可得到回归模型：

2.4 模型分析

由上式可知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宅基地总数对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可产生显著影响。

城镇化率和农村常住人口可归纳为人口因素，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归为经济因素，农村住宅总面积可归为政府政策因素。

寻甸县为省级重点贫困县，整村推进工程的速度较快，农村居民整体住宅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因此将农村住宅面积作为国家政

策因素的指标。对回归分析结果解释如下：

（1）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单位，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减少 0.309 个单位，说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程度的加大将减少农村人

均居住面积。因为一部分农业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移居城镇或其他地方。相比于农村，

城内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显著优于农村，所以转移的一部分人口趋向于停止在农村修建新房已改善居住条件。这样，人

口转移的速度大于农民赚钱以后回家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速度，故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有所减少。

（2）农村常住人口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将减少 0.43 个单位。也就是农村常住人口与农村人口居住面积呈

负相关关系。通过观察农村历年常住人口数量趋势，发现农村常住居民数量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同时，近年来寻甸县农村人

均居住面积增加，这符合寻甸县农村的人口政策和实际情况，上面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相符。

（3）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增加 0.001 个单位。这说明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呈正相关关系。通过观察寻甸县农村居民在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可知从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的

就业量没有呈现太大的波动，除了在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有较少的增长之外，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则呈现下降的态势，说明寻甸

县农村农民的收入不由当地三大产业的发展决定。只要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就会想到改善居住环境，与当地产业并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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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联系。

（4）农村住宅总面积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增加 0.718 个单位，农村住宅总面积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呈正

相关关系，也就是政府对农民的扶植力度越大，农村人均居住条件改善的程度越大，但不能说明农村居民对宅基地的利用效率

在增大。这说明政府在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的同时要想提高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就要加强对农村住宅的管理，而非使最终的

结果出现只建新房，不见新貌的“新农村”。

3 结论与建议

3.1 合理调整寻甸县产业结构，增加二三产业比重

寻甸县农民在当地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相较于第一产业非常少，且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而农民的经济收入却不由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造成寻甸县农村空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动力匮乏。根据托达罗

对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研究可知，农民进城打工的最初动力是预期工资收入。所以寻甸县应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二三产

业比重，对转移劳动力形成“拉力”，以便吸收回笼优质劳动力资源，为农村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3.2 认真规划寻甸县农村建筑布局

寻甸县农村住房无序扩张的重要因素是缺乏对农村建筑实施的合理布局、有效规划，造成农民新居大多在原有宅基地或者

村落外围修建，从而使得农村住房呈现无序化更新，造成只见新房，不见新貌的尴尬局面。由于寻甸县是典型的山地县，自然

环境赋予的土地资源相对平原地区较为匮乏，故做好宅基地的审批及村落的整体规划对减少土地资源浪费、提高土地利用率有

重要意义。同时合理规划并建造有特色的高原新民居对新农村焕发新村貌至关重要。

3.3 重视人才培育和引进，焕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一重要的主导因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三大因素是技术要素、制度和人。但是技

术进步和制度改革都需要人的智力和智慧去创造，所以归根结底要重视人的教育和人才的引进。尤其是重视学生在小、初、高

阶段的素质教育和影响人们就业与择业方面的技能教育，这有利于减低失业率、拓展人们就业空间。在引进人才方面应结合二

三产业的需求，制定合理的引进方案，才能充分发挥寻甸县潜在的经济活力。

3.4 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走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寻甸县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程度也将不断深入。从以上调查可知，农村人口数量呈现明显的下滑

趋势，从某种程度上可知农村的空心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加剧的情况，长此以往农村空心化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一

些不安定因素也更容易滋生。此时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才能更好地走上健康稳定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乡村、

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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