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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hollow villag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ig out the reserve resources of cultivated land. The hilly area in China accounts for 69% of 
the total land are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ackward, and the degree of hollowing is higher. 
The potential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hollow village is huge.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ollow villa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llow village, hilly area and 
renovation, hollow village renovation key technologies, explores hilly area so as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hilly area hollow village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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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心村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对其进行整治是挖掘耕地后备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

我国山地丘陵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经济发展落后，空心化程度较高，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巨大。

本文结合空心村形成的原因、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的特点及整治意义，探讨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关键技

术，以期为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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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空心化现象虽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中国农村发展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

矛盾激化与问题积淀，以及当前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要远比其他国家更复杂、更严重[1]。而占据我国国土

总面积 69%的山地丘陵区，其开发潜力也占据着一定市场份额，开展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能促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关于空心村的研究从 1996 年最早的论文到 2005 年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出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建议后，2006 年一号文件、2006 年两会等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推向社会和大众，使空心

村备受关注[2]。 

2.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的特点 

农村空心化不仅仅是农村土地低效利用问题，本质是在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

导致人走屋空、建新不拆旧的一种外扩内空过程[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乡村

人口以年均 1000 多万的规模涌入城镇，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方式，可是乡村人口转移并未与农村居民点用

地缩减相挂钩，“两栖”占地（城镇和农村双重占地）现象普遍。空心村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

因素单独或叠加在一起影响着空心村的形成[4]。 

2.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直接促成了很多空心村的诞生，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变化、自然灾害和地形地貌三个方

面。常见的环境变化包括：工业企业环保不达标导致村庄自然环境被污染、因地下水超采而形成地下水

位漏斗或村内地势低洼排水排污能力差致水源被污染等。自然灾害有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形地貌

包括：房屋朝向、通风、采光差，邻里间隔小，道路狭窄，排水排污能力差等。此外，交通因素在村落

空心化中具有重要影响，新建住宅多分布在区位条件较好的交通线一侧或两侧，重要交通线的开通常常

会促使新村落产生，并影响村落空心化的规模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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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因素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收入得到明显提高，其住宅支出也随之提高。由于原住宅环

境较差、面积偏小、改造成本偏高等固有缺陷，促使农户更愿意购买新宅基地，更倾向于在村庄外围建

新房。而且农村建房用地的粗放管理和村庄建设规划的缺位直接影响空心村的形成与演化。宅基地审批

的随意性是农村建房用地粗放管理的突出表现。当前以村委会为审批主体、报上级土地主管部门存档的

宅基地审批体制，为宅基地审批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管理混乱留下隐患。村庄建设规划缺位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没有编制村庄规划，二是有村庄规划不严格执行。农村新房建设加速和规划管理滞后存在着矛

盾，导致新房外扩、旧房不拆。除农民收入增加外，农村建筑、移动及土地等成本较低也是造成农村空

心化的重要原因。而耕地投入大、产出低以及珍惜土地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薄弱是导致农民占用耕地建

自有住宅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各级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继建立，使土地供求关系日益紧张，土

地价格逐年飙升，以至于成为一些单位或个人发财致富牟取暴利的捷径。在这种情况下，以土地为生的

农民自然懂得保护自己承包地和增加住房用地面积的重要性及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2.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影响着村域的扩展、人口的乡城迁移以及对旧宅的处置，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的不断增

长、家庭结构的改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传统观念。伴随人口的增多，村落原有居住区容积率

有限，使得村民不断开拓新的居住地，村落不断外扩，人口不断增长产生的村落外扩是导致村落空心化

的重要社会因素。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农村“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快速变迁，加剧了分家立户

及其建房高潮的到来，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加剧了空心化程度。农村青年的弃农进城则加剧了农村人口的

空心化，农村青年普遍厌农，农村青年如果升学无望，中学毕业后便义无反顾地扎进城里，农村对于他

们只是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诸如老房风水不可动、盲目攀比等等传统观

念以及住宅“私有”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了村落对废弃、老住宅的重新规划使用。 
另外，城乡二元的户籍和社保制度是已“进城”农民眷恋农村住宅的重要原因，宅基地管理法律法

规的不完备导致新旧宅基地并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青壮年向城镇转移，但

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需求。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和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在制度上给进城农民以必要的生存

保障，土地实际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劳动力多属暂性转移，带有两栖性和不稳定性，这种

状况使本来可以削弱农村住房建设内需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没有发挥作用。此外，我国不完备的土地制

度和农村宅基地管理法的缺失对农村空心化起重要的引致作用，导致旧宅基地闲置与新宅基地扩张同时

并存。 

3.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的特点 

农村空心化的本质是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人口非农化引起的“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建设引起

的“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外扩展导致的“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由此，形成了大量具有“人

稀、废屋、内空”特征的空心村[5]。 
中国农村，特别是在丘陵、山区地带，居民点数量大，且呈零散分布，导致农村建设用地分散，集

约化程度差。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大量的空心村和路边村[6]。分布于不同海拔带的丘陵面积

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18.2%；起伏度大于 200 m 的山地面积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55.2% [7]。胡道儒曾测算了

四川省德阳市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认为如果德阳市农村居民点控制在平原区户均用地 200 m2，丘陵

区和山区户均用地 250 m2 之内(含公用面积)可置换出农村居民点用地 2.65 万 hm2；如果按 75%复垦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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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新增耕地面积 1.98 万 hm2 [8]。中国山地丘陵区空心村面积巨大，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架构仍未根

本突破，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农民工就业的压力尚未根本缓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规划管理滞后的

局面还未全面改观。因此，中国农村空心化及其空心村问题，不仅会加剧发展，而且会长期存在。 

3.1. 布局分散，聚集度较低 

农村聚落选址受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农

村聚落选址。同时，农村聚落选址又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时期对农村聚落选址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差

异。在生产力水平极低条件下，人地关系中自然起着绝对性作用，对农村聚落选址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然

因素。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农村聚落选址中的自然因素作用趋于

减弱，而社会经济因素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人类对资源有限性及生态意识的提升，未来农村聚落选址

中自然因素影响将会有所增强，同时，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将日益有序化，社会经济因素

继续保持着对农村聚落的重要作用。因而，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农村聚落选址影响因素呈现出不同时

期主导因素各异的动态演进过程。 
山地丘陵区农村聚落规模和密度都较小，呈现出小而散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沟壑纵横的地形和

较差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生产无法承载过高的人口密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区域经济总体落后，发展基础

薄弱。因此，山地丘陵区的人口数量及密度均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及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聚落规模一

般也不大且分布分散。 

3.2. 生态脆弱，人居环境差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和欲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由于当地居民为了扩大耕地范

围侵占林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山地丘陵地区的开发，大量的林地被砍伐，人们的建设以现存村落为

中心向周边扩大，开垦后裸露的土地斑块也就越来越多。同时，城市化进程中肆意乱采乱挖，采取掠夺

式杀鸡取卵式的经营方式，其结果不仅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物种的灭绝，

还使当地的环境遭破坏，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长期以来，山地丘陵区聚落缺乏统一规划，建房无序，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大量的畜禽粪便及污水

就近排放，加上近年来农村聚落内的乡镇工业兴起带来的点源污染和追求粮食产量而对农田过量使用化

肥与农药所造成的面源污染，使乡村聚落生态环境问题更加复杂，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对土地的过度

垦殖，大量农药、化肥、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导致了土壤肥力补给不足，土壤板结，水体污染，

农药残留超标，不可降解塑料残膜破坏土壤等严重问题。 

3.3. 位置隐蔽，基础设施落后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呈点状分布或带(条)状分布，村庄沿某一地标向左、右或前、后呈畦带式或线条式

延伸。这种形态通常在靠山面水的山地丘陵地区或临泽而居的沿河沿湖夹套地区较为常见。由于受自然

地理条件限制，村庄纵向或横向扩建成本高难度大，以至于根本行不通，只能按自然地形分布，位置相

对隐蔽[9]。 
交通运输条件差，通讯设施落后。内部道路等级不明，布局混乱，沿地形在户与户之间迂回曲折，

狭窄而杂乱无章。生活与生产的交互混杂，为聚落的生产通行与生活使用都带来不便。基本无公共停车

场所，村民多将车辆停放在各自的住宅庭院中，不能满足大型农用机车和外来车辆的停放需求。户间道

路是居民与外界联系、居民与居民之间沟通的必然通道。农村聚落的户间道路多不明显，仅在各户门前

或宅旁依山势于倾斜坡面上修筑一条宽约 1~3 米的土质小路来满足交流需求。因聚落内住宅分散分布的

特点，户间道路长度不一、面积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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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意义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存在许多弊端：布局分散、聚集度低；生态脆弱、人居环境差；位置隐蔽、基础

设施落后等，这些因素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开展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对

解决山地丘陵区用地结构合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4.1.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山地丘陵区具有用地粗放、人均用地大；古村落多；坡面土体稳定性较差；农田配套设施不完善；

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等特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指导下进行的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

通过少量搬迁、自然村合并、废弃宅基地复垦，使得村庄规划更加科学合理，改善了农村人口居住结构

疏松、布局混乱这一现象；同时腾出大量土地，可作为农村建设用地储备或新增耕地，实现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缓解人地矛盾。 
经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理后，新建成的农田内道路、绿化、灌排工程配套完备，田块规整

划一，机械耕作条件完备，极大地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善的农业生产设施，

便于生产结构的调整，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和农

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山地丘陵区的农村居民点多分布在山脚、沟谷地带，呈点状或条带状分布，村庄规模小、分布散、

没有经过规划，卫生设施也不齐全，人畜混居，总体上呈现出散、乱、脏的特点。通过对闲置或荒废的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宅基地整治，农民利用整理的土地指标置换，迁居到城镇或有规划的中心村，能够有

效改变农村的散、乱、脏面貌。除此之外，还能有效促进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住宅投资，对一般

农村居民来说，住房是最重要的财产，建房是最大的消费支出，通过空心村治理，增加住房建设的潜力，

同时引发对钢材、水泥、建筑劳务等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农民增收。能帮助农民建

设新居和改造危房，同步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的宜居性，形成了农

村固定资产投资的财富效应，可以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有力引擎。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治理山

地丘陵区空心村可以有效吸纳农村大量闲散劳动力，使之满腔热血地投入家园建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扩大就业，使可能积淀的社会矛盾也因之得到无形的消解；经过整治，农

民既可以扩大承包地又可以得到资金补助，为扩大再生产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4.3.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居住地具有植物盖度不高、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及水、土壤污染等特点。山

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有利于推进村庄内部的更新速度，优化农村基础设施配置，改善农村交通条件、排

污不畅、垃圾随意堆放等恶性环境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集约化治理有利于实现对农药以

及化肥使用的有效控制，缓解农村土地的面源污染问题，有效地维护土壤质量，保障土壤利用的可持续

发展；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农业化学用品对地下水以及江河湖泊水的污染，改善水质，改善农村人口的

生活环境，利于人类健康。同时扩展环境绿化范围和防护林网的建设，提高植被覆盖密度，能够有效地

涵养水源，调节小气候，降低表层土壤的水蚀和风蚀现象，减少土壤沙化，改善生态环境。 
经过重新规划建设的村庄，人地居住和生产更加合理科学，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完善的平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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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电、气、热、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5.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关键技术 

针对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布局分散，聚集度较低；生态脆弱，人居环境差；位置隐蔽，基础设施落后

等特点，通过开展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研究，首次系统、全面的将各项技术进行了综合集成，形成空

心村整治四大技术体系：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规划设计技术、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还田技术、山地

丘陵区空心村立地整理技术、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生态重建技术，能够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有效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值，在技术上支持我国新时期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促进城乡发展转型进程。 

5.1. 规划设计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中提到：把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重点放在农村，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农村基础设施等，因此，应广泛推行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科学地对村庄进行规划，加快中心村建设，

合理安排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内部结构，科学进行功能分区，提高各类用地的规模效益[10]。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在村落建设初期并没有做过详细的规划，基本普遍处于没有规划的状态，大多均

为自发性的居民建筑建设，致使丘陵区空心村在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了大量问题。例如用地粗放、人均占

地面积大，土地利用不合理，缺少公共活动空间、村落建筑分散毫无聚落性，不仅占用浪费了大量土地，

而且布局也不合理。同时村落内部并没有与村落外缘包括周围的环境形成整体，这样就阻断了乡村生态

网络的连接，不仅不能发挥良好的生态效应，也影响了城、村生态体系的构建。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规划技术是指通过空心村快速调查与模拟技术的方法，分析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现

状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开展空心村空间布局、建设时序、村庄撤并与调整优化方案等空间整合技术；

开展空心村土地集约利用与节地技术；开展中心村选址技术、新村选址技术、空心村整治景观设计技术、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配给等统筹配建理论与技术研究，形成了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设计技术体

系，如图 1 所示。该规划设计基于土地调查管理数据和遥感信息技术进行农村空心化类型诊断，从废弃

宅基地(微观)–废弃村庄(中观)–空心村区域(宏观)三个层面，借助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

术的综合集成应用平台，加大推广力度。其核心包括：空间整合技术、集约用地技术、公共服务设施共

享技术、基础设施统筹配件技术，其中公共服务设施共享技术研究首先提出了空心村公共服务设施共建

共享理念的引入方法，提出了推进空心村公共服务设施共享的技术路径，提出了多元化供给模式导向下

的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模式；基础设施统筹配建技术研究按照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和生态设

施提出了系统的统筹配建技术。 
全面考察和综合定位是做好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对现状及地形进行评估，同

时对空心村周边环境也需要进行考察评估，其次要准确定位山地丘陵区空心村选址，同时明确规划发展

方向，通过设计、改造以及效果评估达到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规划设计目的：1) 村落的规划设计应尽

量聚拢集中，即保留原有布局下的部分居民聚集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避免大刀阔斧的拆建。2) 结
合规划需要，划分新的居民区和建筑用地，并严格约束非法侵占土地的行为。3) 在居民聚集点增加健身

娱乐器材和公共休闲用地，满足村民休闲娱乐的需要，这也符合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5.2. 整治还田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坚持土地集约利用原则，最大程度地保护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杜绝土

地资源的浪费再度扩大。对于已经造成浪费的土地资源，采用复垦的方式加以利用，因地制宜采取“宜

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建则建”治理原则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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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ollow village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technology system 
图 1.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设计技术体系 
 

为解决空心村整治还田施工的前期调查、施工、后期利用及效果评价，首次系统、全面的将各项技

术进行了综合集成，形成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还田技术体系，如图 2 所示。通过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

治还田六项技术：山地丘陵区空心村调查与特点分析、还田材料调查及选择、土体稳定性提升、还田土

层宜耕性调查、土壤肥力提升、空心村废弃工程拆除整理及工程量优化，能够挖掘空心村土地潜力、增

加有效耕地面积，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同时能够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快速提升土壤肥力，提高耕地

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值。 
整治还田首先对废弃宅基地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如建筑垃圾是土坯房，需进行打碎，使其适

宜耕种，同时分析其理化性质，为土壤培肥及肥力提升做准备；如建筑垃圾是砖混房，则不适宜作为还

田材料。进行还田时，采用不同还田材料进行分层填实，耕作层厚度达 50 cm，容重应不大于 1.8 g/cm3。 
另外对原有的荒废的耕地重新进行规划利用，对农民进行科学种田知识普及指导，加大对生态农业

和循环农业以及土壤、水系、施肥等农业知识的教育工作，运用滴灌等环保节水的灌溉方式，普及生态

肥料的运用，利用科学、环保、生态的种植方式来改善丘陵区的耕地状况，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和循环农

业。 

5.3. 立地整理 

交通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也是为地区发展运送人流物资的重要通道，作为

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交通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城镇体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由于

大多在山里，远离城市，并且道路系统不健全、路硬化率低、路面大多是泥土路，每当下雨天气就会给

当地居民的出行带来很大的麻烦，同时对于汽车交通和农机设备通行也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影响与周边

城市的联系，导致丘陵区空心村的经济衰退以及空心化现象。 
农田基础设施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水资源稀缺或灌溉设施不健全，致使示部分农

田得不到有效灌溉，农业生产不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排水设施不完善，导致雨季积水不能及时排出，

造成作物缺氧而死。山地丘陵区多为地形起伏较大、农业活动较难开展的坡地，需通过土地平整达到田

面平整、埂坎稳定，有利于作物生长和田间灌排水，方便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田间耕作的要求。 
通过山地丘陵区空心村立地整理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技术分别解决土体有机重构和田块设计、灌排

水、田间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问题，对路、沟、渠、田进行全面规划，建成交通便捷、农田

防护到位、配套设施齐全的立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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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ollow villag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system in mountainous hilly region 
图 2. 山地丘陵区空心村整治还田技术体系 

5.4. 环境生态重建 

2016 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要求，建设生态人居环境

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因此，应着力改善农村居民点工业企业污染源，将居住

区与工业区适当隔离开，同时要增加绿化面积，使居住环境优美适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山地丘陵地区空心村相对平原地区村落的一大特征就是生态结构稳定，因为山地丘陵地区的丘陵区

空心村深居山里，开发程度较低，保存有众多的林地，山地丘陵地区也就成为我们国家植物和动物种类

的宝库。在山地丘陵区建立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有 197 个。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

和欲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由于当地居民为了扩大耕地范围侵占林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山地丘陵地

区的开发，大量的林地被砍伐，人们的建设以现存村落为中心向周边扩大，开垦后裸露的土地斑块也就

越来越多。同时，城市化进程中肆意乱采乱挖，采取掠夺式杀鸡取卵式的经营方式，其结果不仅会打破

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物种的灭绝，还使当地的环境遭破坏，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

破坏。 
同时，村落生态居住环境也普遍欠佳，村内绿化很少且质量很低，绿化基本为路边少量乡土树种，

村落内垃圾随处可见，有些水塘水体污染也较为严重，缺乏系统完善的管理。对于村落中的水体、道路

绿化等生态构成要素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联汇贯通，没有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村落水系体系和道路绿化廊道。

乡村内有许多河流被生硬的混凝土护岸包围，不仅没有将河流生态护岸和净化作用发挥出来，反而影响

了整个村落水系生态作用的发挥[11]。 
针对丘陵区特有的地形形状，充分利用地形开展种植生产，将各个环节串联成网络，打造立体种植

养殖生产模式。即充分利用地形，在坡顶种植果树等经济林作物，坡上种植粮食、茶叶等、坡底进行畜

牧和水塘养殖。不仅充分利用了丘陵区地形，而且各个产业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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