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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拆迁意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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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建设用地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各地践行统筹城乡最主要的做法之一。本文以三峡库区典型山地区武隆县长坝镇

为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影响农村居民点拆迁的意愿进行入户调查与分析,并针对影响农户拆迁意愿的因素安

排合适的意见与建议。结果表明:①样区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呈宽谷式三区间(≤50%、51%~70%和≥71%)正“U”

型格局,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整体较强;②拆迁意愿与人口因素间的关系总体随户均人口的减少而升高,随户主平均年

龄的升高而上升,意愿>80%的户均人口、户主平均年龄分别为3.86人和47.65岁;③拆迁意愿与房屋结构间的关系呈

拥有(土)木结构和砖(石)木结构房屋的农户拆迁意愿强于拥有砖混结构;④拆迁意愿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随户均年收入

的降低而升高,户均年收入3.02万元的拆迁意愿(≤50%)远小于户均1.72万元的拆迁意愿(≥71%);⑤建新区选址应

尽量依托拆旧区,并对年长农户拆迁问题开展重点研究,尤其是考虑他们的生活习惯、恋土情节、支付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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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呈明显加快趋势,但在耕地保护等国家政策的严格

控制下,以城镇建设用地短缺为表征的土地供需矛盾逐渐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瓶颈[1];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城

乡二元结构(户籍、土地产权等)的客观限制,一些农村人口虽已定居城市,但仍在农村留有宅基地,出现“空心

村”、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和“一户多宅”现象,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和浪费现象严重[2-3]。如何在土地资源

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协调耕地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政府极其关心和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从

1998年开始实施土地整理,但农村居民点整理实施阻力较多,难度较大,主要问题集中在资金投入较大、农居点

分散零星、收效较慢、农民思想工作难做等[4-6]。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项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户是“挂钩”
工作中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7]。在不能强拆和现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机制的背景下,只有充分了解农户拆迁意

愿,尊重农户的拆迁意愿,“挂钩”政策的效果才会得以实现[8-10]。从农户这个最广泛的“挂钩”参与群体的角度出

发,结合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所提出的要求,选取武隆县长坝镇作为

调查样本区,对该地农户的生产生活和拆迁意愿进行充分调查,通过入户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分析农户参

与“挂钩”意愿,揭示农户参与“挂钩”的影响因素,探索“挂钩”实施机制,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为有关部门制

定激励农户参与“挂钩”政策提供很好的现实依据。

1数据来源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长坝镇位于武隆县域西南部,东邻赵家乡,南接铁矿乡,北界和顺乡,东北与白马镇毗邻,西南与白云乡接

壤,幅员面积10440hm2,距县城38km。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总体属800m以下的低山区(最高1611m);气
候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18℃,年均降水量1060mm;土壤肥沃,多属黄壤、黄棕壤,适宜多种植被

生长;资源丰富,特别是森林、矿产资源及畜产资源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紧邻渝湘高速和白马高速出口。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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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辖9村1居委,总人口2.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万人,城镇化率39%;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2898万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5058元;产业发展以传统种养殖(生猪、烤烟、水稻、玉米等)和特色种养殖(西瓜、淡水虾、中华蜂

等)为主。
样区农户家庭年收入3~5万元所占比例接近一半,户主年龄较为年轻,多在31~40岁;家庭年收入在5万

元以上(含5万)的仅占0.9%,且户主年龄均在40岁以下;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元的户主年龄多在60岁以上,
占相应收入户主年龄段的71.2%。户内人口数主要集中在3~5人,所占比例为73.6%。一户多宅所占比例较

低,仅为15.2%,且主要集中在户内人数3~5人。房屋比较陈旧,31年以上的房屋占比为34.2%,16~30年的

房屋占比为25.6%。房屋闲置率为15.4%,其中长期闲置率达6.4%。由此可看出,样区一户多宅和房屋闲置

为居民点拆迁提供较大空间,而且,房屋户主的年龄构成和收入状况,又为拆迁后的安置提供可能,尤其是货币

安置或拆迁后置换房屋的支付能力。更为重要的,借助调查获得的样区一户多宅和房屋闲置的比率符合重庆市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挖掘的现实潜力。
1.2数据来源

数据收集主要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展开入户调查和实地踏勘。课题组于2010年7月8日至20日对样

区每户进行居民点拆迁意愿的实地走访调查,每个村2人,共涉及实际调查人员18人,乡(镇)、村和课题组管理

联络人员10人(领路人员不计算在内,由各村小组长牵头)。共调查农户5424户,剔除因地灾、政策等因素必需

搬迁的农户外,用于数据处理的共有5044户,有效率为93%。关于影响农户拆迁意愿因素,主要调查:房屋所

在图幅号、图斑号、所在组、拆旧地块面积、房屋建设时间、房屋面积、房屋结构、院坝面积、林盘面积、猪牛圈面

积、拆迁意愿、拟拆旧(规划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时间、安置方式(货币或还房)、户主姓名、年龄、户内人口数、
一户几宅、此宅是否闲置、年收入、非农收入的比重、现居住村组、照相时间及编号等。

以上可看出,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拆旧地块状况调查,集中在前10个因素中,这部分主

要针对农户拆旧地块状况进行全面调查;第二部分是农户基本情况与意愿调查,涵盖于后12个因素中,这部分

从不同角度反映农户目前的状况和拆迁意愿与预期。
调查底图使用2009年已验证完成的第二次国土资源调查数据,来源于武隆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DEM

来源于西部数据中心。基本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样区经济发展办公室。
1.3拆迁意愿赋值

农户的拆迁意愿有愿意拆迁、可能拆迁、考虑、不确定(农户不在家)、不愿意拆迁等情况。为了研究的严谨

性,本研究将可能拆迁、考虑、不确定(农户不在家)这些情况均归入不愿意拆迁,故拆迁意愿分为愿意拆迁、不愿

意拆迁两大类。调查发现,每位农户愿意拆迁或不愿意拆迁的程度却不一样,因此,为真实反应农户的拆迁意

愿,尤其是愿意拆迁的程度,根据调查农户反映的意愿实际,其赋值标准如下:愿意拆迁的农户,愿意拆迁时间越

早则拆迁意愿越强,故若愿意在第一年拆迁意愿赋值为90%,若愿意在第二年拆迁意愿赋值为80%,若愿意在

第三年拆迁意愿赋值为70%;对于安置方式而言愿意货币安置的拆迁意愿比房屋安置的拆迁意愿更强,故若愿

意货币安置则拆迁意愿增加5%。不愿意拆迁的农户,其拆迁意愿的强弱顺序依次为考虑、可能拆迁、不确定(农
户不在家)和不搬,分别对其赋值为60%、50%、45%、30%。房屋闲置比房屋正在使用的拆迁意愿更强,若房屋

闲置则拆迁意愿增加3%;土木(木)结构的房屋拆迁意愿比砖(石)木结构的房屋要强,而砖(石)木结构的房屋比

砖混结构的房屋拆迁意愿更强,故土木(木)结构的房屋拆迁意愿增加5%,砖(石)木结构的房屋拆迁意愿增加

3%。赋值后拆迁意愿在50%以上表示愿意拆迁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较小。

2农村居民点拆迁农户意愿分析

2.1拆迁意愿

样区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呈宽谷式正“U”型格局。图1可看出,拆迁意愿在81%以上的农户占总户数的

36.80%,其次是拆迁意愿在30%~40%的农户,占26.23%,而拆迁意愿在61%~70%的农户占比最低,仅为

4.60%。然而,如将样区农户拆迁意愿划分为≤50%、51%~70%和≥71%三大区间,且含义界定为不愿意拆

迁、弱意愿拆迁和强愿意拆迁三部分。样区农户不愿意拆迁的有1860户,占总户数的36.88%,弱意愿拆迁的

641户,占12.71%,强愿意拆迁的2543户,占50.42%。即是说,样区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整体较强,为城乡

建设用地的统筹提供了前提条件,即样区城乡建设用地统筹潜力较大。访谈发现,强意愿拆迁农户,居住地大多

交通不便、分布零散,地势起伏较大,周围耕地存在较大的限制性因素;弱意愿拆迁的农户之所以存在,大多是因

为从众心理的存在,少部分由调查户主是妇女(她们做不了主)所造成,对此可诉诸于积极引导,加强政策解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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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拆迁意愿提升的空间显著;不愿意拆迁农户,居住地大都距乡村主干道或场镇较近、地势相对平缓耕地较

为集中,当然,这也为强意愿拆迁户新居点的选址提供良好基础和场所。

      图1 样区农户拆迁意愿的分布格局           图2 样区不同拆迁意愿下户均人口数量

  Fig.1 Distributionpatternsoffarmers’household      Fig.2 Averagepopulationperfarmers’household
          relocationwilling                    ofdifferentrelocationwilling

2.2拆迁意愿与人口因素的关系

样区农户拆迁意愿总体随户均人口的减少而升高。农户拆迁意愿≤50%的户均人口4.12人,意愿≥81%
的户均人口3.86人(图2)。户均人口越多,老中幼的家庭人口结构越明显,现居住地或部分大多已新建或改建

完成,房屋建设时间较短,房屋结构多为砖混结构,拆迁意愿较低。然而,尽管61%≤拆迁意愿≤70%的户均人

口也高达4.02人,主要源于这部分农户的居住地目前仍未新建或改建,面对农村居民点拆迁政策,其拆迁意愿

仍处于不确定或忧郁状态(摇摆于拆和不拆之间)。拆迁意愿介于51%~60%的户均人口是最低的,仅为3.49
人。访谈发现,这部分农户多为老龄、病残或贫困的家庭结构,拆迁后不能支付起哪怕最低的换房费用,不能建

立起新的生活来源,且耕作原承包地因拆迁后距集中居住地较远,致使他们的拆迁意愿处于不确定状态。而拆

迁意愿≥71%的户均人口3.84人,处于不愿意和弱意愿拆迁户均人口的中间,这部分农户不仅未新建或改建住

房,且又有能力支付拆迁后置换住房的支出,并能依靠外出务工建立新的生计渠道。
样区农户拆迁意愿整体随户主平均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农户拆迁意愿≤50%的户主平均年龄36.52岁,意

愿≥81%的户主平均年龄47.65岁(图3)。户主年龄越低,主要是近年新分裂出来的家庭(结婚是主因),居住地

多为近年新建或改建,拆迁意愿较低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这部分房屋也非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对象(理应排除

在外)。拆迁意愿≥71%的户主平均年龄50.34岁,这一年龄正处于房屋需要新建或改建、子女已经或即将婚

嫁,拆迁意愿较强。而尽管拆迁意愿介于51%~60%间的户主平均年龄也高达51.06岁,但这部分类似于拆迁

意愿与户均人口间的关系,老龄、病残或贫困是主要限制性因素。当然,61%≤拆迁意愿≤70%的户均年龄甚至

较意愿在50%以下的还低,原因在于这部分年轻户主大多是单身或离异家庭,有拆迁意愿,但又很难支付起置换

房屋的费用。

      图3 样区不同拆迁意愿下户主人均年龄         图4 样区不同拆迁意愿下家庭年均收入

      Fig.3 Averageageofheadofahousehold         Fig.4 Averageannualincomeoffamily
         ofdifferentrelocationwilling             ofdifferentrelocationwilling
2.3拆迁意愿与房屋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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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区拆迁意愿在不同房屋结构下分布呈两头大的格局。拥有(土)木结构和砖(石)木结构房屋的农户,拆迁

意愿强于拥有砖混结构的。1867户(土)木结构的房屋中拆迁意愿≥71%的就有1416户,占比为75.84%,拆
迁意愿在51%~70%的有338户,占比18.10%(表1)。(土)木结构房屋大多建设时间久远,闲置率或粗放利用

率较高,且户主平均年龄也多在50岁以上,家庭人口中子女近年或将要结婚的概率较大,利用居民点拆迁政策

再建新房的可能性较大,加之,此类农户中有部分已经为子女结婚建起了新房(属一户多宅),毫无疑问,拥有

(土)木结构的农户有较强的拆迁意愿。

542户砖(石)木结构的房屋中拆迁意愿≥71%的有303户,占比55.9%;拆迁意愿在51%~70%的有98
户,占比18.08%;拆迁意愿在50%及以下的有141户,占比26.02%。砖(石)木结构的房屋拆迁意愿的比例相

对于(土)木结构而言有所下降,但仍在70%以上,其拆迁意愿仍较强。同时,71%以上的拆迁意愿相对(土)木结

构拆迁意愿减少的部分都增加到拆迁意愿在50%以下的部分,这说明拆迁意愿不确定的农户比例相对稳定。砖

(石)木结构的房屋修建时间相对较长,但因户主大多属老龄、病残或贫困状态,尽管有一定的拆迁意愿,但很难

支付起置换房屋的费用(或考虑到时日不多,没必要支付),从而使其拆迁意愿相对较低,处于不确定状态。

2635户砖混结构的房屋中拆迁意愿≥71%的有965户,占比36.62%;拆迁意愿在51%~70%的有169户,
占比6.41%;拆迁意愿在50%以下的有1501户,占比56.96%。砖混结构的房屋大部分是近15年内修建的,有
的甚至是近5年新建的,致使拆迁意愿较低,属明显的不愿拆迁户。

从房屋结构看,总体上(土)木结构和砖混结构房屋农户的拆迁意愿较为明朗,砖(石)木结构的房屋拥有者

摇摆性较强。而且,砖混房屋中的意愿拆迁户,大多属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农户,房屋建设时间较长,且现已

在本县城(镇)及以外地区买房,现房屋长期处于闲置状况。

表1 房屋结构和拆迁意愿的关系

Tab.1 Relationshipsbetweenbuildingstructureandrelocationwilling

拆迁意愿

≥71% 51~70% 50%≤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合计/户 频率/%

房
屋
结
构

砖墙结构 965 36.62 169 6.41 1501 56.96 2635 52.24

砖(石)木结构 303 55.90 98 18.08 141 26.01 542 10.75
(土)木结构 1416 75.84 338 18.10 113 6.05 1867 37.0

2.4拆迁意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样区农户拆迁意愿总体上随户均年收入的降低而升高。如前所述,户均年收入对农户拆迁意愿的影响程度

较大,拆迁意愿≤50%的户均年收入3.02万元,远高于拆迁意愿≥71%的户均1.72万元(图4)。经济收入是决

定农户是否会选择率先改建或新建住宅的第一影响因素,户均收入高的农户已经对自家的房屋进行了新建或改

建(图5),当然,面对城乡建设用地统筹时的居民点拆迁选择,大多收入高的农户较易偏好于不愿意拆迁(因现居

住房屋已较好)。而收入较低的农户,其居住房屋往往较为陈旧,因家庭收入不丰厚而至今仍未新建或改建房

屋,对此,他们希望抓住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居民点拆迁机会,以改变家庭居住或生活环境,拆迁意愿较高也就

不难理解。但是,拆迁意愿处于中间位置(51%~60%)的户均年收入仅1.44万元,而拆迁意愿介于61%~70%
的户均收入则高达2.95万元。访谈发现,前者主要由家庭户主的年龄、健康状况所影响,无力或不愿意支付置

换住房的费用,后者家庭户主大多属先富部分,现居住房屋尽管建设时间多在1990—2010年间,结构也多为砖

混,但仍想借助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居民点拆迁之风,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或环境。
样区农户拆迁意愿随户均非农收入比重的变化具有类似趋势。拆迁意愿≤50%的户均非农收入比重为

49.24%,而意愿≥71%的户均非农收入比重仅41.74%(图6)。目前情况下,家庭年非农收入已成为样区农户

年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或家庭开支的主要来源,且伴随非农务工工资的攀升,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析出”,家
庭非农收入的比重还会继续升高。户均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家庭年均收入越高,与户均年收入相对应,农户拆迁

意愿就越低,反之亦然。同时,产生61%≤拆迁意愿≤70%的户均非农收入比重高达52%的原因,与户均年收

入的影响一致。但是,拆迁意愿介于51%~60%的户年均收入和年均非农收入比重有一定差异,说明因年龄或

健康状况留守的劳动力,在农村仍可从事非农业劳动,甚至这部分收入占年家庭收入的比重可达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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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房屋结构与家庭年均收入间关系          图6 样区不同拆迁意愿下户均非农收入比重

  Fig.5 Relationshipsbetweenbuildingstructureand     Fig.6 The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incomeper
      averageannualincomeoffamily              householdofdifferentrelocationwilling

3政策建议

1)根据农户房屋结构的实际情况确定拆迁地块的选址。大部分农户愿意拆掉旧房,因此对拆迁区进行选择

时,强调选择(土)木结构和砖(石)木结构密集的区域进行拆迁,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也有利于拆迁工作地开

展。同时,政府部门应严格按照土地政策规定让一户多宅的农户退出多余的宅基地,为建设用地提供尽可能多

的土地空间。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农户房屋结构的实际情况,结合农户的经济状况和年龄进行拆迁项目地选

址,对部分农户利用村社干部做好家庭成员的思想工作,让拆迁工作能顺利开展。

2)在行政村内部选择1~2个中心村建设农户拆迁安置区。在考虑农户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在行政村

内部选择1~2个中心村建设农户拆迁安置区,并在区内配套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一定量的工业生产用地,
从而实现农户的集中居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对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完全将集镇作为消费场所,成
本较高。在城市与集镇之外确立中心村,让农户接近市场,既扩大农村消费规模,又实现农户生活的便捷。同时

考虑农业工作的季节性,可在中心村规划一定规模的建设用地,引进农作物加工企业,满足部分农户的就业需

求,对于解决部分拆迁户的生活来源、平衡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3)对年长农户拆迁问题重点研究。调查发现年长的农户85.3%的人都愿意接受实物补偿,对土地有依赖,希望

现有的邻里关系能稳定并维持下去,这表明年长的农户对归属感的要求较高,希望在熟悉、热闹的环境下稳定生活

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政府应根据年长农户的特点,对补偿措施尤其是新村选址、邻里搭配等进行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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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heRuralResidentialRelocationWillingnessundertheProcessofBalancingUrbanandRural
Development:ACaseoftheChangbaTownofWulongCounty,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

FANQiaoxi1,SHAOJingan2,LIRufeng3

(1.DepartmentoftheStatistic,ChengduInformationEngineeringCollege,Chengdu,610103;

2.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74;

3.DepartmentofBuildingLandReclamation,ChongqingRuralLandArrangementCenter,Chongqing40000,China)

Abstract:Realizingthesmoothflowofurbanandruralresourcesisthemostimportanttobalanceurbanandruralareas.Theinte-
grationof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landresourcesisthemaincurrentpracticetobalanceurbanandrural.Thispaperusesthe
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methodtosurveyandanalysistheruralresidentialrelocationwillingnessforhousehold,andarrangesthe
appropriateopinionandsuggestion,selectingChangbatown,WulongCounty,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astypicalarea.The
resultsshowthat:(1)Farmers'willingnesstoresidentialunitsarewidevalleytype" U"shapedthreeinterval(≤50%、51%~
70%and≥71%)patternandoverallstronger.Potentialofurbanandruralconstructionlandasawholeisgreat.(2)Therelation-
shipbetweenrelocationandpopulationfactorsisrisingwiththereducingofworthpopulationandelevatinganaverageageofthe
headofthehousehold.Worthpopulationoftherelocation>80%is3.86.Theaverageageofheadofthehouseholdofthereloca-
tion>80%is47.65.(3)Therelationshipbetweenrelocationwillingandbuildingstructureisthatfarmersrelocationwillingof
the(soil)woodenandbrick/ShiMustructurehousingwillstrongerthanwithbrickstructure.Butthehomeownersrollingofthe
brick/ShiMustructureisstronger.(4)Therelationshipbetweenrelocationintentionandtheincomegapisincreasingwiththede-
creaseofworthearning.Therelocationwillingof30200worthearning(≦50%)isfarlessthan17200worthearning(≧50%).
The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incomeworthhaveasimilartrend.(5)Buildingthenewlocationshouldberelyingontheold
district.Therelocationproblemsofolderfarmersshouldbethekeyresearchtoespeciallyconsidertheirhabitsandcustoms,human
relationshipandtheplot,andtheabilitytopayetc.
Keywords:ruralresidentialareas;relocationwilling;demographicfactors;buildingstructure;householdincome;threegorgesres-
ervoir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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