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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减量化目标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优选 

郑红玉 1，卓跃飞 1，吴次芳 1※，张晓滨 1，罗文斌 2 
（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9；2.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摘  要：农村宅基地整理是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复垦的有效举措。该文以上海市奉贤区 8 个建制镇约 374 个自然村为

例，综合运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与层次分析法，融合自上而下宅基地整理潜能的镇域分区和自下而上宅基地整理效能的

自然村分类，统筹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范围与目标，将奉贤区宅基地整理划分为 5 类区域 3 种模式。结果显示：异地迁

移和减量储备区可通过复垦还耕推进基本农田集中区建设；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区可培育中心村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

优化用地布局；腾退并点区可强化新市镇建设以提升镇域用地效益。该研究拟在时序上形成“整理”、“储备”、“保留”渐进

式的整理过程，在空间上推进节约集约的减量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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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宅基地”不仅指农民居住的房屋，更确切地是指

被民间或国家所认可的与房屋相关的那块土地[1]，通常包

括已建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已被废弃的土地、规划用

于建造房屋的土地 3 种类型。早期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往

往借助土地整理的契机得以小规模开展，如以增加耕地

数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土地整理[2-3]，

此时的宅基地主要肩负着“居者有其屋”的福利保障功能；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乡村城镇化”[4]、“城乡

发展一体化”[5]、“新型城镇化”[6]等社会经济发展转型

推动下，农村宅基地整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凸显，学者

基于多角度多方法围绕整理潜力[7-11]、整理分区及模式
[12-18]等方面展开了探讨；近年来，市场所具有的自利性

诱发力量[19]刺激着农民“经济人”意识的觉醒，农村宅

基地的保障功能日渐弱化，资产资本功能逐步显化，其

整理也由“政府主导”[20-21]向“多方博弈”[22-23]转型。 

“减量化”是通过政策和工程技术手段，把利用不

佳的建设用地恢复成生态用地或农业用地，是国际上公

认的有效促进乡村更新和发展的政策[24]。面对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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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约束的新常态与存量用地的低效利用，上海率先在全

国提出全域建设用地减量化[25]，对集建区外散乱、废弃、

损毁、闲置等现状建设用地进行拆除复垦，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实践经验[26]，农村宅基地因布局分散且低效利用，

成为减量化的重点[27]，近远郊地区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减量化意愿有所差异，远郊地区更为积极主动[28]。

本文以地处远郊的上海市奉贤区为例，结合减量化政策，

探索更具实践意义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选择。 

1  研究区域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概况 

奉贤区位于上海市南部，东与浦东新区接壤，西与

金山区和松江区毗邻，南临杭州湾，北与闵行区相隔黄

浦江，具有滨江沿海的区位优势。至 2014 年末，全区辖

南桥、奉城、金汇、四团、青村、庄行、柘林及海湾 8

个建制镇，2 个社区，常住人口约 115.99 万人，农业人

口约 16.73 万人。全区土地面积 720.44 km²。至 2010 年

末，建设用地面积约 23 923 hm²，其中规划集中建设区外

的建设用地面积约 11 190 hm²，占比约 47%。从规模结构

来看，集中建设区外农村居民点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

主要为农村宅基地，一般而言住宅与土地不可分割，该

研究对农村宅基地与农村居民点不作严格区分。）面积

占建设用地比例约为 34%；从空间布局来看，农村居民

点集中度低，30 户以下占总户数的 88%，30～50 户占总

户数的 7%，50 户以上占总户数的 5%（奉贤区规划和土

地管理局《奉贤区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奉

贤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土地整理复垦，简易复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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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已渐枯竭，目前可整理潜力主要来自零星分散的宅基

地（奉贤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奉贤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10—2020 年）》）（图 1）。 
 

 
 

图 1  上海市奉贤区农村宅基地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数据、地质基础数据、社会调查数据等。基

于遥感影像解译与数字高程数据、《奉贤区土地整治规划

（2011—2015 年）》、《奉贤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

2020 年）》获取奉贤区 2013 年末土地利用基础数据，从

中提取农村宅基地、集中建设区、交通道路等空间分布

数据；收集整理奉贤区 2014 年统计年鉴及 2013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人口密度、农用地地均产

能、财政收入等社会经济基础数据；依托上海地质信息

共享平台获得奉贤区土壤质量等级、地质灾害等级数据；

通过网络信息抓取获得至 2013 年末奉贤区公共服务设施

等信息点空间分布数据。在 ArcGIS10.0 软件平台下对不

同标准数据进行坐标系转换，经济社会数据统计到镇级，

空间分布数据覆盖到自然村，所有数据均采用 30 m×30 m

的空间分辨率进行分析。 

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2.1  技术路线 

农村宅基地整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质是

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布局由“稀疏分散”到“规模紧凑”。

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既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考量，

也需要基于血缘地缘自下而上建立的农民自组织体系参

与，因此，开展农村宅基地整理应恰当协调行政区域与

自然村界限。从政府的角度，整理过程中保证行政区域

的完整性，有利于统筹人力财力及协作管理，从农民的

角度，无论异地迁移或就近归并，亲密地缘关系的保持

更易在心理上予以接受在行动上予以支持。本研究首先

以改善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为依据，对 8 个建制镇进

行整理潜能分区；然后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依据，

对 374 个自然村进行整理效能分类；最后结合减量化范

围及目标，探讨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选择（图 2）。 
 

 
 

图 2  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选择研究技术路线 
Fig.2  Research approach of zoning and mode sele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2.2  研究方法 

2.2.1  农村宅基地整理潜能镇域分区 

整理潜力大、整理能力强、整理动力足的镇域优先

整理，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对奉

贤区 8 个建制镇进行分区评价。基于现有研究[12,29-30]及数

据可得性以确定评价指标：整理潜力表征可整理的宅基

地数量，一般而言，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大、空闲宅基地

密度越高，整理潜力越大，而人口密度或耕地密度越大，

往往显示宅基地布局相对集聚，且通过宅基地整理复垦

的需求较弱，整理潜力越小；整理能力指推动宅基地整

理的经济实力，财政收入、农用地地均产能、地均工业

产值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域总体经济运行质量及

工农业发展水平；整理动力体现复垦或居住的空间适宜

性，选取土壤质量等级、地质灾害等级作为评价因子。

确定评价指标后，首先构建两两判别矩阵经专家意见确

定因子权重（表 1），并检验判别矩阵随机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CR=0.03 表明判别矩阵具有令人满意

的一致性）；然后结合标准化处理加权求和得到镇域范围

宅基地整理潜能综合得分，并在 ArcGIS 平台图示化，按

照自然间断点法划分为高潜能、中潜能和低潜能 3 个区域。 

2.2.2  农村宅基地整理效能自然分类 

公共服务不足、教育设施落后、交通出行不便的自

然村优先整理，采用层次分析法与 ArcGIS 空间可达性分

析对奉贤区约 374 个自然村进行分类。其中公共服务以

镇级行政服务中心可达性为评价指标，结合《上海市村

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及专家意见确定最大服务半径

为 1 500 m；教育设施包括小学、中学、高等院校 3 种，

最大服务半径为 2 000 m[31]；交通设施参考《奉贤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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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规划（2011-2015）》优先考虑距离四级公路大于 300 m

（包含 300 m）范围的农村宅基地。指标确定后，在

ArcGIS10.0 平台下，分别以镇级行政服务中心、学校、

公路中心线为中心按照服务半径标准作缓冲，将 3 个缓

冲图层依据相同的权重进行空间叠置，未被任一因子图

层覆盖区域为高效能，即可达性最差，整理后效能提升

空间最大，被所有因子图层覆盖区域为低效能，其余划

分为中效能，最后，空间掩膜 3 个区域提取农村宅基地，

得到奉贤区宅基地整理空间效能自然分类。 
 

表 1  农村宅基地整理潜能镇域分区评价指标及权重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for towns domain 

parti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准则层 
Criteria level 

指标层 
Indicator level 

正向/逆向 
Positive or negative 

权重 
Weights 

人均宅基地面积 + 0.14 

空闲宅基地密度 + 0.13 

农村常住人口密度  0.08 

整理潜力 
Consolidation 

potentiality 

耕地密度  0.09 

财政收入 + 0.12 

农用地地均产能 + 0.09 
整理能力 

Consolidation 
capacity 

地均工业产值 + 0.1 

土壤质量等级  0.12 整理动力 
Consolidation 

motivator 地质灾害等级  0.13 

注：“+”表示对评价起正向作用，指标值越大，综合评分值越高，逆向指标

反之。土壤质量划分 4 个等级，1 级土壤质量最好，4 级土壤质量最差；地

质灾害以是否容易引发地面沉降划分 3 个等级，1 级为容易引发区，3 级为

不易引发区。 
Note: “+” means the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otal 
evaluation score, and “-”has the opposite meaning. Soil qual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grade 1 is the best, grade 4 is the worst; geological disaster is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based on the difficulty of causing ground subsidence, 
grade 1 is easy to cause, grade 3 is not easy to cause. 
 

2.2.3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 

上海市建设用地“减量化”称为“集中建设区外建

设用地减量化”[24]，将郊野地区分散低效的建设用地转

移到集中建设区（“两规合一”规划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建

设和产业集聚发展的引导建设区域）和类集建区（利用

存增转化规模落图的建设用地规划空间，一般紧临集建

区集中连片成规模建设），以产生净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

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即减量化“双指标”），达到优

化用地布局、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用地效益的目标[32]。

基于减量化范围及目标，拟整理宅基地可大致划分为 2

大区域 3 种模式（图 3）：针对减量化的核心区即集中建

设区外，在保留现状的农村建设用地范围内，鼓励宅基

地调整归并，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形成中心村；在生产

生活不便、拟拆旧的各类农村建设用地范围内，鼓励宅

基地转移至集中建设区内或符合规划的建新地块；针对

减量化的非核心区即集中建设区内，对散乱废弃、配套

薄弱的宅基地，鼓励农民腾退或迁村并点，促进新市镇

用地集约增效。通过宅基地整理可获得奖励的规划建设

用地空间和复垦后的新增耕地，该土地指标可在全区统

筹规划，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图 3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概念图 
Fig.3  Conceptual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 

从农村宅基地整理潜能镇域分区（图 4a）来看，整

理高潜能、中潜能和低潜能 3 个区域的宅基地面积占比

分别为 34.6%、41.9%、23.5%，在空间上形成组团分布。

南桥镇作为奉贤区政治、经济中心，镇域实力辐射周边，

形成较高潜能分布圈，包括庄行镇、青村镇、金汇镇、

柘林镇；远离南桥的四团镇整理潜力大，尤其是人均宅

基地面积大及空闲宅基地密度高，也具有较高的整理潜

能；奉城镇和海湾镇整理潜能低，源于整理潜力、整理

能力弱于其他镇，尤其是作为上海重要生态区之一的海

湾镇，人口密度及宅基地面积占比均最低。 

从农村宅基地整理效能自然分类（图 4b）来看，整

理高效能、中效能和低效能 3 个类别的宅基地面积占比

分别为 31.2%、63.0%、5.8%，形成以镇行政中心为核心

的效能递增分布。其中高效能分布主要涉及约 113 个自

然村，集中分布于奉贤区西部边缘及东北部，如庄行镇

北部的姚泾村、牛桥村、存古村等，柘林镇西北部的迎

新村、团泾村、兴隆村、法华村等，奉城镇西北部及南

部的北宋村、蔡桥村、和平村、久茂村等，四团镇西北

部及东部的五四村、张家村等；南桥镇、柘林镇的大部

分区域及金汇镇、青村镇的北部，因依托奉贤区行政中

心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效能提升空间相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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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村宅基地潜能分区及效能分类 

Fig.4  Potential domain partition and efficiency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在上述潜能分区和效能分类的基础上，基于减量化

范围进行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首先强化高潜能和高效

能区域，将中潜能与低潜能合并为“低潜能”，中效能与

低效能合并为“低效能”，然后交互潜能与效能的空间分

布，最后与集中建设区规划进行空间叠置，依据区位特

点划分为异地迁移、调整归并、减量储备、组团保留、

腾退并点 5 个区域（图 5 与图 6）。 
 

 
 

图 5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概念化分区 
Fig.5  Conceptual zon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图 6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 
Fig.6  Zon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1）异地迁移。位于集中建设区外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高潜能高效能区，宅基地面积占集中建设区外宅基地总

面积的 12.1%，涉及约 76 个自然村，其中面积排名前十

位的自然村包括青村镇南部的朱蒋村、滕家村，南桥镇

北部的益民村，庄行北部的新光村、叶家村、渔沥村、

牛桥村、西校村、牛溇村、存古村。整体主要分布于 3

个片区：一是庄行镇西北部，其地势相对低洼，存在排

涝风险，且地处镇区边缘，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村民生

产生活条件需要改善，适宜一次性或分期转移到规划的

集中建设点；二是南桥镇北部，经济发展滞后于南部，

人口聚集能力弱，宅基地零散分布，适宜向南部规划建

设区转移；三是青村镇南部，作为奉贤区第二经济重镇，

集中建设区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比例较高，南部配套设

施尚显不足，适宜向镇区公共和居住生活主导区集中转移。 

2）调整归并。位于集中建设区外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高潜能低效能区，宅基地面积占集中建设区外宅基地总

面积的 21.5%，涉及约 99 个自然村，主要分布于庄行镇、

南桥镇和青村镇，面积排名前十位的自然村包括南桥镇

的六墩村、南渡村、江海村、益民村、金港村、沈陆村，

青村镇的姚家村、朱蒋村、灯塔村、吴房村。该区域特

点为可整理宅基地面积大且布局散，同时邻近集中建设

区或镇区行政中心，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交通出行

较为便利，可逐步引导零星化、空心化的自然村就近归并。 

3）减量储备。位于集中建设区外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低潜能高效能区，宅基地面积占集中建设区外宅基地总

面积的 22.7%，涉及约 143 个自然村，主要分布于柘林镇

北部、金汇镇东北部、四团镇的西北部及奉城南部等，

面积排名前十位的自然村包括四团镇的张家村、五古村、

民福村、长堰村、南十家村、秦树村，奉城镇的共耕村、

陆桥村，柘林镇的团泾村，金汇镇的梅园村。宅基地多

位于镇区边缘，配套设施不足，但目前整理潜力小或整

理能力有限，可滞后整理，作为未来奉贤区农村建设用

地减量化的指标储备区。 

4）组团保留。位于集中建设区外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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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潜能低效能区，宅基地面积占集中建设区外宅基地总

面积的 43.7%，涉及约 181 个自然村，面积排名前十位的

自然村包括柘林镇的营房村，奉城镇的戴家村、二桥村、

冯家村、灯民村、朝阳村、北宋村，金汇镇的乐善村，

四团镇的五墩村、镇东村。此类宅基地分布相对集中，

一般邻近集中建设区，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目前不需要

大规模迁并或变动，可组团保留待适度发展。 

5）腾退并点。位于集中建设区内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高潜能高效能区，涉及约 16 个自然村，主要分布于南桥

镇，如三长村、庙泾村、屠家村等。集中建设区内不考

虑通过减量化补充耕地面积，但鼓励零星闲置宅基地腾

退并点、有序退出，以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化建

设用地布局。 

3.2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模式 

根据整理分区及减量化目标，确定宅基地整理模式。

异地迁移和减量储备区域内的农村宅基地选择复垦还耕

整理模式；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区域内的农村宅基地选

择建设中心村整理模式；腾退并点区域内的农村宅基地

选择强化新市镇整理模式。5 类整理分区依据优先减量、

最大潜能、最优效能原则拟形成“整理”、“储备”、“保

留”渐进式的整理时序，3 种整理模式拟实现优化农村建

设用地布局、增加耕地面积的减量化目标（图 7）。 
 

 
 

图 7  基于减量化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模式 
Fig.7  Mod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1）复垦还耕整理模式。结合村庄规划和土地整治，

通过整村撤销，将原自然村居民迁入规划的集中安置点，

或通过农民主动放弃宅基地使用权，逐步减少农村建设

用地规模，对原有宅基地区域整理复垦为耕地。该模式

涉及奉贤区集中建设区外异地迁移和减量储备两个区

域，其宅基地远离集镇、零星布局，整理后的新增耕地

指标有利于基本农田集中区的形成，推动农业生产规模

化现代化，强化奉贤区的农业优势。 

2）建设中心村整理模式。中心村指以区位或经济条

件优越的居民点为中心，聚集周围弱势村庄后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和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且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对周边区域起带动和辐射作用的村庄。建设中心村包

含“从无到有”及“强者更强”2 种情况，前者是对自然

村进行分类，将发展潜力大、规模效益强、设施配套完

善的自然村定位为中心村，一次性或梯度迁并周边规模

小布局散的村庄；后者是对已有中心村进行配套改造提

升，逐步合并临村以扩大规模。该模式涉及奉贤区集中

建设区外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 2 个区域，由于邻近集中

建设区，原宅基地整理复垦后，主要作为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 

3）强化新市镇整理模式。新市镇指除南桥新城以外，

依托各乡、镇历史基础和发展优势，在奉贤区一定范围

内承载行政管理、公共设施配套、社会服务等各项功能

的集中城市化地区及其所服务的农村地区。该模式涉及

奉贤区集中建设区内腾退并点区域，通过整理闲散宅基

地，将促进人口产业集聚，提升镇域用地效益。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本文以上海市远郊农业发展重点区域奉贤为例，

结合上海市从增量扩张走向存量挖潜的发展诉求，运用

层次分析法及 ArcGIS 空间分析技术，综合宅基地整理潜

能镇域分区和整理效能自然分类，依据建设用地减量化

政策范围及目标，研究奉贤区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

式选择。奉贤区农村宅基地整理潜能各级比例均匀，高

潜能、中潜能、低潜能宅基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34.6%、

41.9%、23.5%，其中高潜能区域集中于南桥镇及其周边

紧邻的乡镇，表现出较强的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

动力；农村宅基地整理效能各级比例失衡，高效能、中

效能和低效能宅基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31.2%、63.0%、

5.8%，空间上以各镇行政中心为核心的效能递增分布，

显示奉贤区偏远乡村农村宅基地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交通出行等生产生活条件仍需改善。 

2）综合整理潜能与整理效能，基于减量化范围形成

奉贤区农村宅基地整理的 5 类分区：集中建设区外的高

潜能高效能区域异地迁移，高潜能低效能区域调整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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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潜能高效能区域减量储备，低潜能低效能区域组团保

留；集中建设区内高潜能高效能区域腾退并点。在农村

宅基地整理分区的基础上，结合减量化目标，形成奉贤

区农村宅基地整理 3 种模式：远离集中建设区进行异地

迁移和减量储备的区域可考虑选择复垦还耕模式，以增

加耕地面积；邻近集中建设区进行调整归并和组团保留

的区域可考虑建设中心村，以优化用地布局；位于集中

建设区内进行腾退并点的区域可考虑强化新市镇，以提

升农村建设用地效益。 

4.2  讨  论 

1）农村宅基地整理应考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融合。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土地资源供给矛盾加剧，

农村宅基地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激励的一大着力点，即通

过宅基地整理复垦置换城市发展指标。宅基地整理作为

一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应能

认识“利益驱动”与“现实阻力”之间的鸿沟，在整理

决策中充分考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融合，

前者可结合宏观区域土地潜力与经济能力，谋求整理的

长远布局与规划，后者结合微观区域的现实基础与自身

优势，寻求整理的适宜性与紧迫性，促使农村宅基地整

理在宏观决策与微观行动之间达成长效平衡。 

2）农村建设用地应考虑“减量”与“增量”平衡。

通过宅基地整理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增”与“减”的关

联机制。上海市提出应保证“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

地面积不减少”，即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不得突破宅基地整

理的现状建设用地总量，按照“拆三还一”原则奖励类

集建区规划建设用地空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量

不得突破宅基地整理复垦后新增的耕地数量。“增”的经

济激励，可能引发“减”的盲目与过度，造成整理的无

序与资源的消耗，因此农村宅基地整理可实施严格的项

目管理并控制年度计划指标，保障“减”的科学合理性，

达成增减平衡。 

3）农村宅基地整理已被学者们多视角多区域进行研

究，与此前的研究相比，本文以存量用地转型升级为契

机，结合减量化的核心区域集中建设区外开展宅基地整

理分区与模式选择，更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导向性。此

外，本文将宅基地整理分区拓展为“宏观分界”和“微

观分类”两层概念的综合，即宏观上保持行政边界完整

性并凸显微观区位地理特征，为科学指导宅基地整理提

供实践可行性。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采用层次分析法

进行评价，在指标的选取及权重的确定上存在主观性，

同时宅基地整理除区位因素、社会经济、政府能力的考

量，还应该关注农民意愿，这也是本文后续需要补充研

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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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ing and mode sele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Zheng Hongyu1, Zhuo Yuefei1, Wu Cifang1※, Zhang Xiaobin1, Luo Wenbin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is not only the main way to improv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but also the policy too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nefficient use of stock land, Shanghai put forward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in the 
whole domain first in China, and Fengxian was the important suburban agricultural regio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is study took 374 natural villages of 8 towns in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City as the example, 
and ArcGIS technology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ere employed. Firstly, integrating top-bottom towns 
domain partition of consolidation potential and bottom-up natural villages classification of consolidation efficiency, 
the town with greater potential or stronger capacity was prior to consolidate, and the village with inadequate public 
services or backward education facilities or transportation inconvenience was prior to consolidate. Meanwhile we got 
the town domain partition and villag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of high potential, middle 
potential and low potential accounted for 34.6%, 41.9% and 23.5% respectively, and high efficiency, middle efficiency 
and low inefficiency accounted for 31.2%, 63.0% and 5.8% respectively. Then, overlaying spatially the above results 
and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reg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area, the area was divided into 5 types: 
Long distance migration with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accounting for 12.1% of the tot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outside the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area, adjusted merging with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accounting for 21.5%, 
reduction reserve with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accounting for 22.7%, group reservation with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a accounting for 43.7%, and vacating and merging involving about 16 villages. Finally, based on the objectives of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that were increasing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optimizing land spatial layout, we got the 
mode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Long distance migration and reduction reserve regions chose reclamation and 
cultivation mod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lusters of basic farmland; adjusted merging and group reservation 
regions chose central village construction to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dex and optimize the land layout; and 
vacating and merging regions implemented town domain strengthening mode to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 Land 
consolidation was a huge projec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realize the gap between interest driver and actual 
resistance, balance the macro decision-making and micro operation, and avoid blind and excessive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The research intended to form a gradual 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arrangement, reservation, and retaining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reduction practices. The study can im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practice for the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Keywords: land use; consolidation; reclamatio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zoning;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mode selection; 
Fengxian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