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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分类与村庄发展：基于两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

调查的研究 

苏红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村庄分类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本文利用两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对 300 个样本村

庄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基于村庄发展的本底特征，可将样本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粮食生产

类、特色产业类、特色保护类、一般发展类，五类村庄结构比重约为“25∶30∶10∶25∶10”，各地村庄类型

结构不同。第二，集聚提升类村庄居民本地兼业化特征明显，收入水平较高，城乡两栖居民较多。第三，

粮食生产类村庄耕地规模经营特征明显，居民以粮食生产和外出务工为主，收入水平不高。第四，特色产

业类村庄居民主要从事特色农产品生产和本地兼业，城乡两栖居民较多。第五，特色保护类村庄居民主要

从事乡村旅游或外出务工。第六，一般发展类村庄的本底特色不显著，居民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最后，

本文提出村庄分类发展的导向。 
[关键词] 乡村振兴；村庄分类；分类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应根据村庄特征因地制宜推进，这凸显了村庄分类发

展导向的重要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将村庄分

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各地在乡村振兴规划实践中根据情

况补充了保留改善类、固边兴边类等，另外，戴林琳等（2022）[1]和杨林朋等（2023）[2]等

在对村庄分类发展的案例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案。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

学院两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以下简称 CRRS）（2020 年与 2022 年）
①
中的 300 个样本

村庄数据
②
，基于村庄发展的本底特征将样本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粮食生产类、特色产业

类、特色保护类、一般发展类，进一步分析各类村庄的居民就业、居民收入、土地利用、城

乡两栖等方面特征，提出分类推进村庄发展的建议。 

一、村庄分类统计 

地理特征、产业基础、人口特征是村庄发展的本底特征。本部分从本底特征视角对样本

村庄进行分类统计，并进一步结合村庄分类方法进行综合分类统计。 

（一）按地理特征分类 

CRRS 采用分地区等距抽样，所以各地区的村庄数量由抽样决定。在 10 个省份 300 个

样本村庄中，东部地区有 3 省 90 个村庄，中部地区有 2 省 60 个村庄，西部地区有 4 省 120

个村庄，东北地区有 1 省 30 个村庄。 

从地势来看，平原村、丘陵村、山区村、半山区村分别为 117 个、82 个、95 个、6 个，

分别占约 39%、27%、32%和 2%。与中国地形地貌特征一致，东部地区以平原村和丘陵村

为主，合计占 80%；中部地区的平原村接近 50%，丘陵村和山区村接近 50%；西部地区以

山区村为主，占一半以上（约 53%）；东北地区以平原村为主，接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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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村庄中，城郊村 54 个，占 18.00%；省会村 42 个，占 14.00%。 

表 1 按地理特征分类的村庄统计 

单位：个；% 

地区 合计 
分地势村庄 是否城郊村 是否省会村 

平原 丘陵 山区 半山区 是 否 是 否 

东部 90 37 35 15 3 26 64 12 78 

中部 60 29 16 13 2 11 49 6 54 

西部 120 32 23 64 1 17 103 18 102 

东北 30 19 8 3 0 0 30 6 24 

合计 300 117 82 95 6 54 246 42 258 

比重  39.00 27.33 31.67 2.00 18.00 82.00 14.00 86.00 

注：根据 CRRS2022 分类统计。各地区各类比重未汇报。表 2、3 同。 

（二）按产业发展分类 

根据调查数据，对各个村庄按照产业发展特征进行分类统计，主要考察种植特征、乡村

旅游发展情况和农村电商发展情况。 

种植特征根据耕地的利用情况进行分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 80%以上的作

为主产粮食类村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 50%以上的作为经济作物类村庄（也即特

色农产品类村庄），其余作为一般类村庄。据统计，样本村庄中，40%左右为主产粮食类村

庄，20%左右为经济作物类村庄，40%左右为一般类村庄。其中，东北地区主产粮食的村庄

接近 100%，中部地区主产粮食的村庄接近 50%，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村庄种植结构比较综合。 

乡村旅游发展情况根据“本村是否有乡村旅游”进行统计，其中 34%的村庄有发展乡村

旅游，约 1/3；66%的村庄没有发展乡村旅游，约 2/3。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

村庄比重较高，在 30%-40%之间，东北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很少。 

农村电商发展情况根据“本村是否有农户经营电商”“经营电商的农户数量”进行分类，

考虑多数村庄都有电商代理点，将经营电商的农户数量以 5 户为分界点，分为多电商的村庄

和少电商的村庄。其中，多电商的村庄仅约 10%，少电商的村庄接近 90%，东部和西部地区

发展电商的村庄略多。 

表 2 按产业特征分类的村庄统计 

单位：个；% 

地区 合计 
种植特征 是否有乡村旅游 经营电商数量 

主产粮食 经济作物 一般类 是 否 多 少 

东部 90 27 25 38 35 55 15 75 

中部 60 29 12 19 24 36 5 55 

西部 120 36 29 55 39 81 15 105 

东北 30 29 0 1 4 26 0 30 

合计 300 121 66 113 102 198 35 265 

比重  40.33 22.00 37.67 34.00 66.00 11.67  88.33  

（三）按人口发展分类 

根据调查数据，对各个村庄的人口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对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外

来人口及其 2020—2022 年的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并对村庄进行分类。其中，村庄分类分析

时未考虑发生合并的 4 个村庄样本。 

根据 2022 年的调查数据可见（见表 3），各地村庄的平均户籍人口在 2 356 人，平均常

住人口 1 618 人，有 90%的村庄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数较少，平均约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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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约 38%的村庄外来人口在 30 人以上。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样本村庄的平均规模次于西

部地区村庄，平均外来人口最多，平均净迁出人口最少（300 人左右）；中部地区样本村庄的

平均常住人口在 1 329 人，平均外来人口较少，平均净迁出人口 859 人；西部地区样本村庄

的平均人口规模较大，这与部分民族地区村寨较大有关（比如贵州），平均外来人口数不多，

平均净迁出人口接近 900 人；东北地区样本村庄的常住人口数最少，平均外来人口数最少，

平均净迁出人口接近 1 200 人。 

结合样本来看，超大村庄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一些东部地区的城郊村，由于本地和外

来人口均较多，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有的超过 1 万人），比如广东惠州的茶园村、广东廉

江市的燕山村、浙江省嘉兴市的干窑村等；另一类是西部地区的特色村庄（村寨），比如贵

州省遵义市的田坝村、贵州贵阳的顶方村、四川成都的战旗村等。 

从 2020—2022 年的村庄人口变化情况来看（见表 4），平均户籍人口基本稳定，约 3/4

的村庄户籍人口基本稳定；平均常住人口明显减少，约 70%的村庄常住人口明显减少，仅

10%左右的村庄人口明显增加。其中，考虑人口小幅波动的情况，将人口变化在-5%—5%以

内的界定为基本稳定，大于 5%时界定为明显增加，小于-5%时界定为明显减少。分地区来

看，东部地区村庄平均户籍人口增加 141 人，平均常住人口减幅较小，明显减少的村庄比重

最小（约 5%）；中部地区村庄平均户籍人口基本稳定，平均常住人口减幅最大，接近 80%的

村庄平均人口明显减少；西部地区村庄平均户籍人口有所增加，常住人口明显减少，65%的

村庄平均人口明显减少；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减少最多，常住人口减幅较大，90%以上的村庄

常住人口明显减少。 

表 3 按人口情况分类的村庄统计 

单位：人；个；% 

地区 

2022 年平均人口数 
村庄个数 

（两类人口比较） 

村庄个数  

（外来人口情况） 

户籍 

人口 

常住 

人口 

外来 

人口 

户籍 

人口多 

常住 

人口多 
0 0-30 人 

30 人 

以上 

东部 2 014 1 718 438 74 12 27 21 38 

中部 2 188 1 329 66 53 7 19 20 21 

西部 2 820 1 927 137 112 8 35 38 47 

东北 1 865 670 30 30 0 9 16 5 

总体 2 356 1 618 201 269 27 90 95 111 

总体比重    90.88 9.12 30.41 32.09 37.50 

 

表 4 按人口变化情况分类的村庄统计 

单位：人；个；% 

地区 

两年平均人口变化 
村庄个数 

（户籍人口变化情况） 

村庄个数 

（常住人口变化情况） 

户籍人 

口变化 

常住人 

口变化 

基本 

稳定 

明显 

增长 

明显 

减少 

基本 

稳定 

明显 

增长 

明显 

减少 

东部 141 -177 67 15 4 14 20 52 

中部 -5 -654 49 5 6 2 11 47 

西部 77 -310 81 22 17 18 24 78 

东北 -36 -301 22 1 7 0 2 28 

总体 68 -339 219 43 34 34 57 205 

总体比重   73.99 14.53 11.49 11.49 19.26 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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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 CRRS2020 和 CRRS2022 分类统计。各地区各类比重未汇报。 

（四）综合分类统计 

基于《规划》中的村庄分类及各地乡村振兴规划实践，本部分结合村庄主要功能以及村

庄地理特征、产业基础、人口发展的本底特征，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粮食生产类、特色

产业类、特色保护类、固边兴边类、一般发展类等六类（见图 1），本研究的样本村庄中主要

包括固边兴边类
③
之外的五类。 

 

图 1 村庄分类 

注：本研究的样本村庄不包括固边兴边类，故主要研究五类。 

本样本统计中，各类村庄按以下方式界定和统计： 

（1）集聚提升类村庄，此类村庄对应《规划》中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和一部分城郊融合

型村庄，包括城中村、城郊村、镇中心村等人口基本稳定或增长的村庄，生产和生活功能均

较重要。样本村庄分类统计中，此类村庄包括人口明显增长的村庄以及常住人口规模大于 3 

000 人的村庄。当某个村庄属于集聚提升类村庄，同时属于其他类型时，优先划为集聚提升

类村庄。 

（2）粮食生产类村庄，此类村庄为《规划》分类基础上的新增类型，考虑粮食生产类

村庄的特殊性，苏红键（2021）[3]较早将粮食生产类村庄单列，指具有较好的耕地条件、以

粮食生产为主的村庄，以粮食主产区的村庄为主。样本村庄分类统计中，此类村庄包括按产

业发展分类中主要生产粮食的村庄。 

（3）特色产业类村庄，此类村庄为《规划》分类基础上的新增类型，指具有较好的特

色产业发展基础或潜力的村庄，与集聚提升类的区别在于，其着重强调生产功能，人口集聚

水平不明显（或人口减少）或村城距离相对较远。特色产业包括特色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等。样本村庄分类统计中，此类村庄包括按产业发展分类中主要生产经济作物的村

庄、电商户大于 20 户的村庄、乡村旅游类村庄中不属于特色保护类的村庄。 

（4）特色保护类村庄，此类村庄对应《规划》中特色保护类村庄，将生态保护类、文

化保护类等村庄包含在一起，主要是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功能为主的村庄。样本村庄分类

统计中，此类村庄包括按产业发展分类中有自然风光、特色文化、民俗旅游类的村庄以及产

业基础薄弱的山区村庄（非粮食主产类也非经济作物类的山区村庄），即文化保护类村庄和

生态保护类村庄。 

（5）一般发展类，即其他未划至以上类型、发展特色不明显的村庄。此类村庄包含《规

划》中搬迁撤并类村庄以及其他村庄，主要指一些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人口不断流失或发展

特色不明显的村庄。 

表 5 汇报了村庄综合分类的统计结果。总体来看，集聚提升类村庄约占 25%，粮食生产

类村庄约占 28%，特色产业类村庄约占 11%，特色保护类村庄约占 26%，一般发展类村庄

接近 10%，五类村庄比重可以近似表述为“25∶30∶10∶25∶10”。 

各地区各类村庄结构不同。东部地区集聚提升类、特色产业类村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

中部地区集聚提升类村庄比重低于总体水平，一般发展类村庄高于总体水平；西部地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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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村庄比重较高，粮食生产类村庄比重较低，较高的特色保护类村庄比重

与其山区村庄较多有关；东北地区以粮食生产类村庄为主，约占 3/4。 

表 5 综合分类村庄统计 

单位：人；个；% 

地区 集聚提升类 粮食生产类 特色产业类 特色保护类 一般发展类 

合计 

（300） 

数量 76 84 34 79 27 

比重 25.33 28.00 11.33 26.33 9.00 

东部 

（90） 

数量 27 20 13 20 10 

比重 30.00 22.22 14.44 22.22 11.11 

中部 

（60） 

数量 12 17 7 16 8 

比重 20.00 28.33 11.67 26.67 13.33 

西部 

（120） 

数量 35 24 13 40 8 

比重 29.17 20.00 10.83 33.33 6.67 

东北 

（30） 

数量 2 23 1 3 1 

比重 6.67 76.67 3.33 10.00 3.33 

注：根据 CRRS2022 分类统计。各地区括号中为各地样本村庄总数。 

二、各类村庄发展特征 

在村庄综合分类统计的基础上，本部分从村庄居民就业、居民收入、土地利用、城乡两

栖等方面对各类村庄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这些发展特征与分类依据相互联系、相互印证。 

（一）各类村庄居民就业特征 

表 6 汇报了各类村庄的就业特征，主要采用各个村庄的“劳动力总量”“主要从事第一

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主要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等

调查指标以及相关的比例进行分析。 

集聚提升类村庄，由于以人口增长类村庄和人口大村为主，所以劳动力的总量水平也明

显最高，各类就业规模均较大，“主要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重最高，“主要外出务工”

的劳动力比重最低。这一特征与集聚提升类村庄具备相对丰富的生产、生活功能有关，本地

二、三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就业吸纳力较强，本地兼业化水平较高。 

粮食生产类村庄，一产就业和外出务工就业的比重较高，本地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较

低。这与此类村庄以粮食生产为主，本地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就业吸纳力不强，故此

类村庄居民就业主要表现为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的兼业化状态。 

特色产业类村庄，本地二、三产业就业水平比粮食生产类村庄明显更高，这与此类村庄

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本地二、三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本地就业吸纳力有关。相应的，此类村

庄外出务工的比重低于粮食生产类村庄。可见，特色产业类村庄明显较高的本地二、三产业

发展水平，提高了本地兼业化水平。 

特色保护类村庄，一产就业比重明显较低，本地二、三产就业比重较高，这与此类村庄

中一部分会发展乡村旅游有关，外出务工比重也较高。 

一般发展类村庄，本地一产就业比重较高，且外出务工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村庄，这

与此类村庄缺乏发展特色和就业机会有关，因而表现出本地务农和外出务工的兼业状态。 

表 6 各类村庄就业特征 

单位：人；% 

村庄分类 
劳动力 

总体平均 

主要就业类型 
主要就业类型占总体劳动力比

重 

一产 
本地二、

三产业 
外出务工 一产 

本地二、

三产业 
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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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 330 537 339 490 47.18 19.96 39.52 

集聚提升类 2 041 740 802 598 46.01 29.67 33.91 

粮食生产类 1 076 488 146 440 51.27 12.77 41.88 

特色产业类 1 125 549 207 390 45.22 19.51 35.07 

特色保护类 1 115 419 224 448 37.43 20.07 39.22 

一般发展类 1 024 463 165 594 69.10 15.91 54.14 

注：根据 CRRS2022 分类统计。比例为各地村庄对应比例的平均值，比例之和不为 1。 

（二）各类村庄居民收入特征 

表 7 汇报了各类村庄的居民收入特征，主要是 2021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和

2019—2021 年
④
的增长率。 

2021 年，样本村庄的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 16 225 元，低于全国总体的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8 931 元），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16 902 元）接近。从增长率

来看，样本村庄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年增长率为 13.90%，明显低于全国该指标 2019—

2021 年的名义增长率（全国居民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增长率分别为 18.16%和 17.46%）
⑤
。 

分地区来看，与各地区发展水平类似，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中西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收入增速最低，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

追赶态势。 

分村庄类型来看，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特色产业类村庄的平均收入水

平次之，粮食生产类村庄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一般发展类村庄的收入水平最低。从增长率

来看，特色保护类村庄的收入增幅最大，粮食生产类和集聚提升类村庄的收入增幅次之，一

般发展类和特色产业类的增幅较低。 

各地各类村庄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的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产业类村庄和特色

保护类村庄的收入水平较高，一般发展类村庄的收入水平明显较低、且表现出小幅降低的态

势。中部地区的特色保护类村庄收入水平最高且增速较快，这与其发展乡村旅游有关，其余

类型的村庄收入水平接近。西部地区的集聚提升类村庄收入水平最高，一般发展类村庄收入

水平最低。东北地区的特色保护类村庄收入水平最高，粮食生产类村庄的收入水平不高。 

表 7 各类村庄居民收入特征 

单位：元；% 

地区 
总体 

平均 

集聚 

提升类 

粮食 

主产类 

特色 

产业类 

特色 

保护类 

一般 

发展类 

总体 
收入 16 225 18 195 14 257 17 968 16 496 13 886 

增长率 13.90 14.86 15.38 2.97 18.72 9.81 

东部 
收入 20 782 23319 17295 24 110 22 527 13 678 

增长率 7.27 12.32 18.02 -6.22 9.24 -3.20 

中部 
收入 15 210 14 126 13 316 14 759 18 019 15 638 

增长率 22.30 30.90 3.33 12.91 45.09 16.46 

西部 
收入 14 273 16 334 13 991 13 975 13 087 12 265 

增长率 17.66 15.44 25.71 14.57 16.05 14.47 

东北 
收入 13 087 13 670 12 720 12 500 15 633 13 300 

增长率 15.13 25.32 12.10 38.89 11.14 90.00 

注：根据 CRRS2020 和 CRRS2022 分类统计。 

（三）各类村庄土地利用特征 

表 8 汇报了各类村庄的土地利用特征，考虑分类时对耕地作物情况进行了分析，这里主

要对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耕地规模经营（50 亩以上）、耕地流转价格等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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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村庄平均撂荒耕地面积最大，东北地区村庄没有撂荒地；西部和

东北地区村均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略多；耕地规模经营主要在东北地区，其他地区规模经营

较少。 

分村庄类型来看，一般发展类村庄撂荒耕地面积最大，与其缺乏特色产业支撑有关；特

色保护类村庄撂荒面积也较多，与其部分村庄以山区为主、人口较少有关。一般发展类和特

色保护类村庄平均空闲宅基地数量较多，与其外出务工比重较高有关。耕地规模经营以粮食

生产类村庄为主。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平均耕地流转价格最高，一般发展类村庄的耕地流转价

格最低。 

分地区分村庄类型来看，东部地区耕地撂荒以特色保护类村庄和一般发展类村庄为主，

规模经营户数较多在特色产业类村庄，一般发展类村庄的耕地流转价格最低。中部地区耕地

撂荒主要是集聚提升类村庄较多，一般发展类闲置宅基地较多，规模经营户较少。西部地区

的耕地撂荒主要是一般发展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闲置宅基地较多，特色保护类的规模经

营户较多，集聚提升类村庄的耕地流转价格最高。东北地区没有耕地撂荒，各类村庄的规模

经营户均较多。 

表 8 各类村庄土地利用特征 

单位：亩；宗；户；元/亩 

地区 指标 
总体 

平均 

集聚提

升类 

粮食生

产类 

特色产

业类 

特色保

护类 

一般发

展类 

总体 

撂荒耕地面积 43 29 19 20 74 93 

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 22 18 21 10 31 21 

规模经营户数 18 7 38 12 12 11 

耕地流转价格 697 839 583 676 732 568 

东部 

撂荒耕地面积 77 33 36 38 187 112 

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 10 10 10 2 13 12 

规模经营户数 4 2 6 15 1 0 

耕地流转价格 866 907 791 891 990 560 

中部 

撂荒耕地面积 17 58 9 0 8 0 

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 15 11 15 7 12 37 

规模经营户数 3 2 3 3 2 5 

耕地流转价格 795 700 757 650 953 771 

西部 

撂荒耕地面积 41 18 29 13 50 175 

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 32 27 23 17 49 17 

规模经营户数 8 9 6 4 12 4 

耕地流转价格 597 858 419 522 533 394 

东北 

撂荒耕地面积 0 0 0 0 0 0 

空闲废弃宅基地数量 31 21 34 30 26 3 

规模经营户数 129 81 124 148 155 230 

耕地流转价格 417 480 423 600 273 400 

注：根据 CRRS2020 和 CRRS2022 分类统计，表中数据为各个指标的各村平均值。其中耕地流转价格由于本轮未调查，取

2020 年的调查数据（2019 年情况）。 

（四）各类村庄居民城乡两栖特征 

表 9 汇报了各类村庄居民的城乡两栖情况，根据调查数据中的“既有宅基地又购买了商

品房的农户数量”进行分析，其中的比重为城乡两栖居民的户数占总户籍户数的比重。 

总体来看，城乡两栖居民的户数占总户籍户数接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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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两栖户比重较高，在 20%左右，东北地区的城乡两栖

户的比重较低，仅 10%左右。 

分村庄类型来看，特色产业类的城乡两栖户比重较高（25%左右），这对应了其较高的

本地二、三产业发展和就业水平，集聚提升类的该比重次之，其余三类村庄的该比重略低。 

分地区分类型来看，东部地区特色产业类和粮食生产类村庄的城乡两栖户比重较高；中

部地区的特色产业类村庄的城乡两栖户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村庄；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类

和集聚提升类村庄的该比重较高，粮食生产类村庄的该比重较低；东北地区的特色保护类和

一般发展类村庄的该比重明显较高，其余类型村庄的该比重较低。 

表 9 各类村庄居民城乡两栖特征 

单位：户；% 

地区 
总体 

平均 

集聚 

提升类 

粮食 

主产类 

特色 

产业类 

特色 

保护类 

一般 

发展类 

总体 
数量 125 155 106 187 95 114 

比重 19.16 20.38 17.02 25.45 17.93 18.32 

东部 
数量 118 133 132 152 72 83 

比重 21.94 19.34 26.35 27.37 18.85 18.49 

中部 
数量 125 81 152 219 81 128 

比重 21.61 20.38 23.56 31.59 17.13 18.40 

西部 
数量 146 204 105 214 109 115 

比重 18.28 21.75 12.45 22.07 17.67 17.76 

东北 
数量 61 38 50 15 118 220 

比重 10.40 10.89 8.91 2.09 20.28 21.13 

注：根据 CRRS2022 分类统计。 

三、总结与村庄分类发展导向 

结合村庄分类的政策导向与发展特征，本文根据两轮 CRRS 调查数据，对 300 个样本村

庄进行了分类研究。在对村庄地理特征、产业发展、人口发展特征等本底特征分析基础上，

将样本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粮食生产类、特色产业类、特色保护类、一般发展类，进一步

分析了各类村庄的居民就业特征、居民收入特征、土地利用特征、城乡两栖特征。 

本文研究得到一些关于样本村庄结构和特征的发现（见表 10），考虑样本村庄的代表性，

这些发现兼具一般性。第一，基于村庄发展的本底特征，可将样本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粮

食生产类、特色产业类、特色保护类、一般发展类，五类村庄结构比重约为“25∶30∶10∶

25∶10”，各地村庄类型结构不同。第二，集聚提升类村庄居民本地兼业化特征明显，收入

水平较高，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城乡两栖居民较多。第三，粮食生产类村庄耕地规模经营特

征明显，居民以粮食生产和外出务工为主，收入水平不高。第四，特色产业类村庄居民主要

从事特色产业和本地兼业，收入水平较高，城乡两栖居民较多，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第五，

特色保护类村庄居民往往以本地特色旅游就业或外出务工为主，收入水平中等，土地利用效

率不高。第六，一般发展类村庄发展的本底特色不显著，居民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收入

水平不高，土地利用效率低。 

表 10 各类村庄本底特征与发展特征 

村庄 

类型 

本底特征 发展特征 

地理 

特征 

产业 

基础 

人口 

基础 

就业 

特征 

居民 

收入 

土地 

利用 

城乡 

两栖 

集聚 

提升类 

城 郊

等 

 增 长 或

人口多 

规模大、本地

兼业 

高/

较高 

土地利用效

率高 

较多 



苏红键：村庄分类与村庄发展：基于两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粮食 

主产类 

 主要生产粮

食作物 

 粮食生产 +

外出务工 

中/

较低 

耕地规模经

营普遍 

一般 

特色 

产业类 

 特色农产品

生产基础好 

 特色产业 +

本地兼业 

较高 土地利用效

率较高 

较多 

特色 

保护类 

含 山

区类 

含 文 化 旅

游、自然风

光旅游等 

 乡村旅游 +

外出务工 

中/

较低 

土地利用效

率低 

一般 

一般 

发展类 

   务农 + 外出

务工 

中/

低 

土地利用效

率低 

一般 

注：根据前文研究归纳。 

基于村庄分类及其本底特征、发展特征，结合《规划》和各地乡村振兴实践，本文提出

村庄分类发展的导向。 

第一，集聚提升类村庄。充分发挥其区位和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以

及农村电商、乡村旅游、都市农业等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促进兼

业化，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水平。对于发展水平较高、

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此类村庄，要加快推进、创新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

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稳步推进此类村庄城镇化。 

第二，粮食生产类村庄。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通过利益补偿、基础建设等，大力支持

其粮食生产，落实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好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单元。鼓励耕地流

转，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各方效益。积

极推进粮食生产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促进粮食生产与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等融合创新发展，丰富农业功能、提升其附加值。 

第三，特色产业类村庄。围绕特色农产品，完善特色产业链上下游、社会化服务体系，

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促进特色产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提高产品附

加值。加强特色农产品、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相关的技能培训，加强人力资本支

撑。加强特色产业发展所需的用地保障。加强县城在特色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等

方面的中心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县域城镇化和本地兼业化。 

第四，特色保护类村庄。对于此类村庄，一要坚持保护式开发，以不破坏资源环境、促

进文化传承为前提，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科学适度开发旅游资源。二要积极发挥

乡村旅游对农户就业和增收的带动作用，让利于民，实现村庄居民、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利益

共享。三要加强发展合作和帮扶，对于生态保护类的山区村庄，在土地利用和劳务合作等领

域，加强与邻近城市或对口帮扶地区的合作。 

第五，一般发展类村庄。对于大部分发展特色不显著的村庄，按照人口发展趋势，着力

优化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居民就地就近城镇化、本地兼业化或外出

务工，促进居民增收与福祉增进。对于人口不断减少或逐步搬迁撤并的村庄，重点需要完善

搬迁撤并的思路、原则及其实施举措，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在选址、新建、安置过程中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完善搬迁安置补偿机制，按要求落实原址复垦还绿。 

 

[注 释］ 

① 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并完成的一项全国大型农村追踪调查，已于 2020 年和 2022

年完成了两轮调查。 

② 根据等距随机抽样原则，CRRS 在每个省抽样 30 个村，总计 10 个省 300 个村。另有个别试调查村庄样本，本研究中未纳入

分析。 

③ 实践中，此类村庄容易根据地理位置识别。 

④ CRRS 调查的居民收入为调查年份前一年的数据。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_5484361.htm；《中



苏红键：村庄分类与村庄发展：基于两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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