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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断点法分析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分区研究
——以汕头市濠江区为例
□  赖冠中   陈文音

[摘  要] “十三五”时期，汕头市濠江区以建设现代文明临港新区的发展总目标，要求盘活存量城镇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土地效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要求濠江区规范农村拆旧复垦、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时期发展目标

和战略均对濠江区土地整治规划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汕头市濠江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为例，试图用自然断点法（Jenks 

Optimization）构建土地整理潜力分级，确定城乡建设用地整理重点潜力区域，为规划的城乡建设用地土地整治项目安排提出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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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但土地资源约束趋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党中央、国

务院针对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明确要求坚持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战

略。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十三五”时期，各地必须用

新的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土地整治，切实发挥土地整治的

综合效益。

濠江区在面临汕头海湾新区核心区、华侨经济文化

合作试验区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机遇下，正努力加快建设

现代文明临港新区。“十三五”时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

加剧的矛盾凸显期，可供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有限，迫

切需要在国家、省和市土地整治规划的指导下，结合濠

江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编制“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以

期统筹安排境内垦造水田项目，稳步推动耕地提质改造，

大力推进低效建设用地整理和损毁土地复垦，为濠江区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产业创新转型铺平道路。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土地整治和潜力测算分区进

行研究；龙花楼等基于影响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阐释了

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土地整治的内涵及其互馈关系，对未

来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讨论
[1]；郧宛琪等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土地整治的战略

目标包括实施建设用地节地战略，扩大整治规模，满足

发展用地空间和转变用地方式双重需要[2]；陈亚婷等提

出土地整治的综合评价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为其他

县区开展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参考[3]；黎孔清等采用实地

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科学测算了湖北省随县各

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4]；

赖玉莹以福建省涵江区为例，对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整治

技术方法进行研究，得到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整治典型模

式[5]；马春艳等对基于GIS的土地整治分区进行研究[6]；

武增海等基于自然断点法对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

绩效空间分布进行研究[7]；Chen J等基于自然断点法对

南亚地区地理环境单元划分进行研究[8]；Sadeghfam S

等利用自然断点法计算模糊区间，绘制伊朗Maragheh 

Bonab平原地下水势场[9]。以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

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濠江区属广东省汕头市辖区，位于北纬23o12'～23o21'，

东经116o36'～116o48'，濠江区西与汕头市潮阳区接壤，北

隔礐石海与龙湖区、金平区相望，东南濒临南海，全区

土地总面积为16959.04公顷，海岸线总长达92.8公里，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濠江区均位于汕头市中心城

区范围内，是汕头市“一湾两岸”的南部主城区，现辖

达濠、礐石、马滘、广澳、河浦、玉新、滨海共7个街

道，2015年常住总人口27.5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69.83

亿元。（见图1）

识，还要进行应急知识宣传和应急组织建设。只有从系

统角度出发引导居民及时准备，高效应对，稳定恢复，

才能逐渐增强社区的灾害应对能力。

4  小结
本文基于韧性视角对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进行评价，

得出具体的可实际操作的社区应急能力评价模型，建立

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韧性视角出发包括

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而且以某社区为例通过

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通过专家打分计算得

出其综合应急能力评价值和从而划分评价等级。该模型

可以更好地指导社区灾害应对能力建设，增强社区韧性

和城市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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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石家庄某社区灾害应对能力评分表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对一级指标权重 得分（百分制）

0.3710 社区基础设施系统A1

社区移动通信网络速度B1 0.150 72
社区消防设备是否完整B2 0.175 78

社区配电是否稳定B3 0.180 75
社区供水设施完好率B4 0.175 80

社区燃气系统是否健全B5 0.160 70
社区避难场所和救灾通道是否畅通B6 0.160 70

0.2300 社区居民抗灾能力A2

儿童老人所占比例B7 0.185 65
大学及以上受教育居民比率B8 0.135 60
高收入居民占总居民比率B9 0.150 68

居民应急避险意识B10 0.300 69
居民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度B11 0.230 60

0.1890 外部环境影响A3

社区周围医疗救助力量B12 0.280 65
社区周围重大危险源B13 0.200 50

社区所在地区交通流量大小B14 0.280 55
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是否完备B15 0.240 67

0.2100 社区领导管理机制A4

社区领导机构设置是否完整B16 0.200 65
社区应急管理是否有序B17 0.250 60

灾害的监测与预警管理是否到位B18 0.200 55
危机控制与协调机制是否健全B19 0.200 62

灾害预警体系是否完善B20 0.150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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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准备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

改造标图建库成果、《濠江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2016—2030年）》成果、《汕头市濠江区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10—2020年）》成果、汕头市濠江区特

色小镇规划成果以及濠江区历年经济社会统计年鉴、濠

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历年

濠江区政府工作报告等。

1.3  研究方法
本文以汕头市濠江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为

主线，构建基于自然断点法的土地整理潜力分区，分析

土地整治重点潜力区域，指导濠江区“十三五”期间的

土地整治项目安排。

自然断点法亦称为Jenk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方法

基于聚类分析中的单变量分类方法，在分级数确定的情

况下，通过迭代计算类间的数据断点，使类中的差异最

小化，类间的差异最大化，从而对数据中的相似值进行

最恰当的分组，这种方法较好保持了数据的统计特性。

研究技术路线见图2。

2  结果与分析
2.1  区域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调查

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主要包含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

力和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濠江区“三旧”改造规划

“三旧”改造具体指旧城镇、旧厂房及旧村庄改

造。濠江区作为汕头市内的历史城区之一，拥有数量众

多的文化自然遗产，包括凤岗国家级传统村落、古建筑

20处，古遗址11处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5处

等。同时，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域，将迎

来物流运输业的集聚发展以及大数据产业等一批新兴产

业的崛起，在不突破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

如何盘活城乡建设用地存量，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必

要用地成为濠江区发展破局的关键。而通过“三旧”改

造，对区内散乱、废弃或闲置的城镇建设用地进行整理

并对部分农村节约土地进行城乡建设再安排，在盘活区

域建设用地存量的同时，优化了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保障。

（2）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特色小镇规划

濠江区“十三五”期间规划在礐石街道建设中澳康

养小镇项目，项目定位为国际化健康养老养生文化特色

小镇；规划在滨海街道建设汕头濠江南山湾海滨度假区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通过新兴产业、旅游文化和“旧城

镇”改造的融合，打造以特色投资带动城镇改造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

通过对以上规划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并实地调研

走访，确定规划期间濠江区各街道、各居委城乡建设用

地整理潜力，其中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587.78公顷，

包括“旧村庄”改造潜力面积580.40公顷、农村建设用

地拆旧复垦潜力7.38公顷，主要位于礐石街道、广澳街

道和滨海街道；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343.57公

顷，包括旧城镇和旧厂房改造潜力，其中涉及特色小

镇整理潜力252.17公顷，主要位于达濠街道、礐石街

道和滨海街道。

2.2  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分级
对濠江区各村级行政单位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

模和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进行自然间断点分

级，因区域所辖村级行政单位较少，确定本次分级数量

为3，分级断点区间如表1所示，分级结果如表2、图3和

图4所示，最后根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和城镇

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分级划分城乡建设用地潜力

等级。
图2  研究技术路线图

图1  汕头市濠江区位置示意图

根据测算，濠江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为

587.78公顷，其中一级潜力区有3个居委会，分布于3个

街道；二级潜力区有10个居委会，在6个街道中均有分

布；其他居委会位于三级潜力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

力较分散，主要潜力位于主城镇（达濠街道）周边的农

村居民点用地，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省级新农

村建设”的背景下，集中较多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濠江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343.57公顷，其

中一级潜力区有4个居委会，分布于2个街道；二级潜力

区有4个居委会，在4个街道中均有分布；其他居委会位

于三级潜力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主要集中于

达濠街道，该地区是濠江区历史发展形成区，是濠江区

政府及主要党政机关所在地，是濠江区社会经济主要发

展区域，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较大。

根据表1划分全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等级，分

级结果见表3和图5。

3  结论与探讨
作为汕头市中心城区的南部城区，汕头市濠江区

2015年土地总面积接近1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30

表1  濠江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分级表
单位：公顷

单位：公顷、个

表2  濠江区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等级评价表（一）

城乡建设用地潜力等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 条件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规模
一级 整理规模≥41.77 或 整理规模≥25.17

二级 13.56≤整理规模＜41.77 或 8.61≤整理规模＜25.17

三级 整理规模＜13.56 且 整理规模＜8.61

注：潜力等级评价顺序为一级到三级，即先确定一级区域，不符合部分再依次确定二级、三级

潜力等级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

行政村 数量 行政村 数量

一级
珠浦居委会（106.756）
广澳居委会（85.8913）
钱塘居委会（41.7722）

3

达濠居委会（80.6149） 
 青篮居委会（63.048）   
西堆居委会（25.175）   
马滘居委会（63.4581）

4

二级

西堆居委会（18.393）
风岗居委会（39.8369）
南山居委会（15.1324）
葛陈居委会（37.1879）
葛珠居委会（16.2986）
磊口居委会（15.44）

东湖居委会（14.5543）
华里居委会（29.1114）
上头居委会（25.9962）
岗背居委会（31.1788）

10

赤港居委会（12.7433）
珠浦居委会（12.3402）
东湖居委会（22.5136）
华新居委会（24.9415）

4

三级 其他居委会（110.2284） 57 其他居委会（38.7333） 62

合计 587.7774 70 343.5679 70

图3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等级分布图

图4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理潜力等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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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仅为70亿元。现状条件决定濠江区

十三五期间必须利用较为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

解决人地矛盾，提高土地利用率。本文立足濠江区的实

际情况，通过实地调研和其他相关成果收集，整理计

算濠江区十三五期间下辖各居委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

力规模，提取“三旧”改造和建设用地复垦规划项目范

围，指导濠江区十三五期间的土地整治活动。

结果表明（见表4），濠江区十三五期间城乡建设

用地整理一级潜力规模主要分布在濠江区中心达濠街

道，且街道内一级潜力规模所占比例接近90％，是濠

江区十三五期间一级城乡建设用地整理的重点区域；另

有礐石街道和广澳街道一级潜力规模较大，所占比例较

高，可作为一级城乡建设用地整理的备选区域；城乡建

设用地整理二级潜力规模主要分布在滨海街道，街道内

二级潜力规模所占比例接近50％，是濠江区十三五期间

二级城乡建设用地整理的重点区域，礐石街道可作为备

选区域；三级城乡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在区域内规模较小

或所占比例较低，不适宜作为进行城乡建设用地整理的

区域，在土地整治规划城乡建设用地整理项目中应予以

剔除。综上，汕头市濠江区土地整治中城乡建设用地整

理项目应侧重安排在达濠街道、礐石街道、广澳街道和

滨海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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