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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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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完善农村宅基地利用管理政策及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提供支撑，采用文献分析与归纳

概括等方法，通过对国内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并提出未来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

究若干重点方向。结果表明：１）现有研究主要从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影响因素、农村宅基

地盘活利用的模式、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路径及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实践样态等方面开展；２）已有研究主要

采用了农户问卷调查方法、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方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及其他相关研究方法。基于已有研究进

行评述，并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包括：１）农村宅基地利用定量测度和问题诊断研究；２）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３）典型地域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提炼研究；４）农村宅基地盘活利

用的整体制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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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中国正在实现从“乡土中国”
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１］，伴随着乡村转型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理论上来讲，随着农村
人口转移进城，农村宅基地面积理应减少，但现实情
况并非如此。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农村
常住人口由８．０８亿减少到５．８９亿，但宅基地规模
反而由０．１６亿ｈｍ２ 增加到０．２亿ｈｍ２，导致农村
建设用地规模在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同时不减反
增［２］。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
无偿、无期限及限制流转的宅基地使用制度，加上农
民在申请使用宅基地的过程中重批轻管、缺少监督
和约束机制，导致很多地方农民“建新不腾旧”，加上
家庭分户、从原住宅搬迁及村庄改造等多方面原因，
广大农村地区“一户多宅”现象十分普遍［３］；另一方
面则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进城定居的农民不断增
加，进城农民“人地分离”“进城留宅”现象愈演愈烈，
导致农村宅基地及农房闲置、废弃及低效利用呈加
剧态势，这显然违背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原
则［４－５］。如何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挖掘农村存量建
设用地利用潜力，以实现农村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
用、保障城乡发展用地需求，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
热点［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１９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７－８］。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盘活农村存
量建设用地，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
策”，并首次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
权‘三权’分置”［９－１０］。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鼓
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积极稳妥
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
知》，指出“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
宅盘活利用工作，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探
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如何通过深化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宅基地利用管理政
策体系，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有
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支撑，针对以上问题国内部分学者展
开了有关研究。但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
兴战略双轮驱动的背景下，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

村发展不充分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亟待
弥补的发展形势，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面临着一些挑战，亟需继续深入开展研
究，进而为农村宅基地利用管理政策调整与科学调
控、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
利用提供依据［１１－１３］。

目前，中国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的归纳总
结性成果还较少，尤其是缺乏反映农村宅基地盘活
利用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综述性研究成果。鉴
于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近年来收录的
相关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概括等方法，重
点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国内农村宅基
地盘活利用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并提出
重点研究方向，以期为今后该领域研究方向凝练和
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１　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收储农村闲置建设用
地、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等概念被
政界和学界相继提起，中国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
究内容逐渐丰富，尤其是在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相关理论指导下逐步深化，学术
界围绕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及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的影响因素、模式、路径、实践样态等领域进行了探
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１．１　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
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加快转型，广大农民的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革，尤其是伴随着快速
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中国现行宅基地制度
框架下，农村宅基地的功能与利用样态发生显著变
化。与此同时，为农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乡
村生活空间及农村居民点样态也在发生演变，尤其
是伴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居民点内
的宅基地和住宅闲置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农村地区
都存在大量闲置宅基地及空置农房，“空心村”数量
也呈现上升趋势［１４］。文献梳理结果显示，学术界针
对不容乐观的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主要从宅基地
闲置成因、闲置现状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宅基地闲置现象产
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由于宅基地上房
屋继承及“一户一宅”政策难以严格执行，导致广大
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一户多宅”现象，使得占有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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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的农户家庭大多都有闲置宅基地［１５］；二是由
于农民进城后在城镇落户定居，但由于现行法律禁
止宅基地对外流转致使其处于闲置状态［１６］；三是长
期以来农民新建住宅时宅基地审批不严，加上村庄
规划长期缺失，农民更倾向于沿村庄外围并紧邻交
通要道附近建新房，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不断
扩大，而基层政府对宅基地管理缺乏有力调控措施，
造成农村建房无序扩张，建了新房后旧房大多处于
闲置甚至废弃状态［１７］；四是由于现阶段相关政策法
规对闲置宅基地的管理和退出没有具体规定，对农
民违法违规占地建房行为缺乏约束，造成农民使用
宅基地“只占不退”，加上目前因宅基地退出制度缺
失导致农村居民“人走地留”［１８］，随着农业转移人口
非农化，宅基地“季节性”闲置和长期闲置现象均呈
不断加剧态势［１９］。

分析研究宅基地闲置现状，有助于加深对宅基
地闲置现象形成的认识及进一步掌握农村土地利用
状况，从而为盘活利用宅基地提供有益参考。从文
献检索结果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全国的宅基
地闲置比例尚无定论，但也有学者测算出我国农村
宅基地闲置比例约为１５％［２０－２２］。从区域层面来看，
宇林军等［２３］对我国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宅基地闲
置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上述区域宅基地闲置
比例均超过了９％；也有学者以地级市为研究区域
进行研究，如张世全等［２４］研究发现商丘市约有３０％
的宅基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从微观的村庄层面来
看，选择典型村庄进行实地调研更能直观地反映出
宅基地闲置状况，如陈玉福等［２５］对山东省禹城市４８
个典型村庄进行调查发现村庄内部房屋空置现象非
常普遍，且村庄内的老宅成片闲置。另外，也有学者
研究发现宅基地闲置时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时
间长短存在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就当前城乡劳动力
转移的现状来看，源于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２６－２７］、城
市劳动力市场分化［２８－２９］以及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等问
题会影响我国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民建房意
愿仍然强烈，农民新增住房需求十分旺盛，多占多用
宅基地的内生动力不减反增［３０］，这也成为当下盘活
利用农村宅基地的主要阻力［１９，３１］。尤其是一些没
有能力留在城镇落户安居生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会
选择在城市务工若干年之后再返回农村，农村的宅
基地依然是这些返乡劳动力的最后归宿，这种农村
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宅基地闲置是短期性和阶段性
的，而非永久闲置。

１．２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影响因素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基，保障了亿

万农民实现“居者有其屋”，维护了农民在农村的居
住权权益。因此，宅基地主要担负着保障农民住有
所居、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功能。但是，随着我国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
城导致乡村人口结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农民家
庭生计方式等均发生深刻变化，这也使得宅基地功
能随之发生演变，具体表现为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
能逐渐弱化而财产功能不断强化。近年来，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一二三产业呈加快融合
发展态势，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为宅基地从单一的居住功能向生产、经营、商服等多
功能拓展提供了契机，也为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
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现阶段实现农村宅基
地盘活利用还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分析相关影响因
素有助于加深对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动力机制、农
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解，也有
助于对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进行有效调控，从而为
探索可操作的模式与路径提供有益参考。文献梳理
发现，学术界主要从经济与社会、制度与政策等层面
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关于经济与社会因素，郭欢欢等［３２］认为随着城
镇人口向乡村回流创业、就业，城镇的资本、技术也
会流向农村并与土地资源相结合，随着农民与土地
的“人地分离”会增强宅基地流转的意愿，从而为盘
活利用农村宅基地提供了契机。但是，近年来随着
农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受到传统的“多一处宅
基、多一份家业”“宅基地是祖上留下来”的小农思想
的长期影响，以及客观存在的农民相互之间的盲目
攀比心理、农村特定的社会观念与文化习俗等，尤其
是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在客观上加剧
了宅基地空置化、废弃化及村庄“空心化”态势，形成
了农村人口“人走房空”、村庄“外扩内空”的不良演
化现象。

关于制度与政策因素，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目前
不合理的宅基地制度是影响和制约宅基地盘活利用
的主要因素。例如，从主体层面来看，赵之枫［３３］认
为宅基地产权的不完整性难以激发村集体和农民盘
活利用宅基地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翁一峰等［３４］认
为现行制度框架下的宅基地产权关系不能有效鼓励
和引导村集体、农民等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住宅盘活利用；朱凤凯等［３５］认为正是由于宅基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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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不完整与农民对住房财产权价值实现之间的冲
突导致了宅基地及农房的空置现象。从制度设计层
面来看，吴郁玲等［３６］认为现行宅基地制度设计中流
转主体的限制性是影响和制约宅基地盘活利用、提
升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陈利根
等［３７］认为由于宅基地权利体系的不完善及宅基地
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被限制，导致农民土地收益难以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住宅的盘活利用。近年来，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数量
逐年增加，农村宅基地和住宅闲置浪费问题日益突
出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积极探索农村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对于
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随着２０１８年中央首次提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
及２０１９年提出“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
基地和闲置住宅”，探索和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
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有序开展农村闲置
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是今后深化宅基
地制度改革、加强宅基地管理和乡村治理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显然，上述相关文件的出
台为推进宅基地盘活利用、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提
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支
持，如刘圣欢等［３８］认为通过放活宅基地和地上房屋
使用权，拓展了宅基地使用权权能，扩大了宅基地使
用权主体范围，有利于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资源
以及推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有效解决当下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结构性失
衡问题；韩文龙等［３９］认为落实宅基地“三权分置”政
策可以提高农村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有利于盘活闲
置宅基地资源，拓展宅基地使用功能，从而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用地保障。

１．３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模式
盘活利用宅基地无论是对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

效率，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用地保障，还是对于
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均有
着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中，实施的模式不同，盘活利
用宅基地的具体做法也不同。近年来，学术界针对
盘活利用宅基地的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
究。在理论分析层面，韦波等［４０］认为农民的参与度
和积极性直接影响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的实施成
效。翁一峰等［３４］认为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的选择
应基于村庄功能转型和增强乡村空间生命力。朱凤

凯等［４１］认为随着宅基地居住功能边际化程度的增
加，宅基地多功能利用的可能性会增加，农户倾向于
通过出租或入股经营等模式将宅基地用于生产经营
性用途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宋志红［４２］依据法律关
系和农户权利变动方式的差异，对实践中不同宅基
地盘活利用模式的法律内涵及其特征进行了比较。
在实证研究层面，龙开胜等［４３］通过对全国９省５５１
户农户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农户更愿
意接受流转方式，而中部地区农民则更倾向于选择
有偿收回和撤村并点的方式；也有学者对部分省份
开展的闲置宅基地盘活模式进行了总结，如陈利根
等［４４］认为集体推动的宅基地流转模式最有利于保
障农民实现福利最大化；曾芳芳等［４５］认为在城乡融
合发展背景下，依托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挖掘土
地的生态、社会、文化及教育价值，可有效解决宅基
地和住房的闲置问题；斯达威等［４６］结合北京市周边
山区调研，研究了由村集体、地方政府、企业和外籍
人员四类主体主导的宅基地盘活模式；赵明月等［４７］

结合典型案例，从“空心村”整治视角研究构建了城
乡一体型、中心社区型和就地改良型三种模式；黄兴
国等［４８］认为需要根据宅基地的自然条件及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探索由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实施的多种盘活模式；亢德芝等［４９］结合宅基地
“三权分置”背景研究提出政府主导的宅基地二次流
转开发模式和宅基地流转平台链接的供求双方自由
交易模式；苏康传等［５０］针对山区闲置废弃宅基地应
结合“空心村”综合整治采取宅基地复垦模式，一方
面实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实现宅基地发
展权转移、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

１．４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路径
在实践中，探索合理可行的盘活利用路径是避

免闲置宅基地增加及有效激活存量闲置宅基地的关
键。文献检索表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宅基地
盘活利用的具体路径展开了研究，例如，张水峰
等［５１］提出在城乡结合部可探索用农民宅基地换城
镇商品房及社保的盘活路径；李科蕾［５２］结合农民分
化情况，提出对不同类型农民采取不同路径，如针对
“一户多宅”农户，其中多出规定面积标准的依法无
偿收回，针对已进城落户农民采取有偿收回方式；刘
宇等［５３］提出探索利用互联网建立闲置宅基地出租
再利用平台；郑红玉等［５４］提出在自上而下的镇域分
区和自下而上的村庄分类基础上，按照一定时序采
取整理、储备及保留的渐进式盘活路径；王梅等［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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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针对远郊“空心村”可以通过“增减挂”进行复垦
整理，针对具有旅游资源且有开发价值的村庄可以
以“地＋房”入股、联营等途径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张坦坦［５６］提出针对“一户多宅”和村内
空置宅基地可通过制定激励措施回收，对废弃的危
房和闲置附属用房可统一拆除就地复垦为耕地，对
其他分散农房在归并整合后再进行置换；张劲松［５７］

认为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下乡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可以推动宅基地和农房流转，既可以促进宅基地盘
活利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又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

１．５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实践样态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在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政策框架下，积极探索宅基地盘活利用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成果，有效盘活了农村存量建设
用地、拓展了农村土地功能、激活了农村土地资源资
产。国内部分学者结合典型试点地区改革对盘活利
用宅基地的实践样态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不
同地区实践做法及样态特征差异较大。例如，针对
东部发达地区的试点县区，危薇等［５８］通过对福建省
晋江市３个村开展案例调查，研究提出应基于问题
导向并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宅基地盘活利
用，提出探索利用存量宅基地资源解决新增宅基地
需求；张靖［５９］研究了天津市蓟州区空闲宅基地盘活
的潜力，总结了盘活利用宅基地的主要模式及配套
政策；李风［６０］研究发现浙江省绍兴和衢州市探索的
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的模式差异较大；刘红
梅等［６１］以上海市为例，对大都市郊区宅基地利用现
状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提出从多重功能视角加大
盘活力度，并探索和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制度和农
民宅基地权利的多元实现机制；阮梅洪等［６２］以浙江
省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为例，提出基于“同地
同价同权”培育宅基地市场价值形成机制并释放出
农民的宅基地权能，进而实现存量宅基地的盘活利
用。针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试点县区，郭晓鸣
等［６３］基于四川省的调研，提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
基地需要构建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退地多元利用机
制及农村改革协同推进机制；张勇［６４］通过比较分
析，提出安徽金寨县“置换式”、宁夏平罗县“收储式”
等典型盘活模式可以在实践中借鉴；曾旭辉等［６５］基
于江西省余江区和四川省泸县２个试点地区改革经
验，提出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及以有偿使用为抓手
促进传统农区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实现路径。

２　主要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术界围绕农村宅基地
盘活利用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涉及到的研究方法主要
包括：农户问卷调查方法、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方
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及其他研究方法。

２．１　农户问卷调查方法
近年来，问卷调查方法在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研究中应用较多，如农户家庭特征与宅基地闲置的
相关性研究［６６］、农户闲置宅基地的界定与分类［６７］、
农户宅基地利用效率及空置率研究［２３，６８］、闲置宅基
地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研究［２２，３５，５３，６９］、农户退出空
闲宅基地意愿调查研究［５１］、农户接受闲置宅基地盘
活利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４３］、农户宅基地有偿使
用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７０］和农户愿意退出宅基
地以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等［７１－７３］。

２．２　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方法
近年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手段描

述宅基地利用状况、开展宅基地利用效率定量评价、
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意愿及影响因
素并探究宅基地盘活利用的驱动机理的研究较多。
统计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被许多学者采用，主要
是基于对样本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相关统计数
据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考察样本农户的闲置宅
基地比例［６６］、村庄内低效利用宅基地的数量和宅基
地空心化率［２３］、村庄宅基地建筑密度［７４］、样本农户
宅基地利用综合效益［７５］、农户腾退宅基地与获得补
偿的意愿［６８］及宅基地闲置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
制［３５］等。统计分析方法通常与计量分析方法结合
使用，如运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７６］、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７７－７９］、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８０］对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
素、农户宅基地腾退动机的影响因素、农户闲置宅基
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实证分析。

２．３　典型案例研究方法
农村社会学的典型案例研究方法是以典型个案

或多个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及具体分析，
对设定的相关主题进行案例研究，并探寻解决实际
问题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从已有文献来看，近年
来该方法在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应
用。例如，危薇等［５８］对晋江市３个典型村庄开展案
例调查，分析了宅基地流转与退出过程中存在的障
碍，并提出了促进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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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国富等［２６］对山西晋城市１２个典型村庄进行深入
调查，研究提出通过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实现盘活
存量宅基地资源；朱凤凯等［３７］基于对北京市下辛堡
村的调查，通过研究农户宅基地利用形态的演变分
析农户行为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认为农村经济的多
元化发展驱动了宅基地功能转变及多元利用；张天
柱等［８１］以河北省东马营村为例，对该村宅基地利用
演变规律进行了探寻；叶剑平等［８２］以浙江省象山县
为例，对象山的宅基地“三权分置”实践样态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盘活宅基地的相关启示；魏程琳
等［８３］以广西富县的典型“空心村”为案例，采用案例
研究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空心村”治理与宅基地制
度变革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强化村集体宅
基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采用村集体自主治理闲置宅基
地的盘活路径。

２．４　其他研究方法
从已经掌握的文献来看，通过设计问卷、采用问

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开展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行为决
策意向研究是目前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中重点
关注的方向。有学者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ＣＶＭ）［８４］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
愿及能够接受的补偿方式、补偿价格，进而对其实际
行为进行模拟。在实践中，受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影响，宅基地盘活利用存在一些障碍因
子，为了更好地解决宅基地闲置低效利用问题，有效
克服障碍因子的制约，有学者通过构建宅基地集约
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测算障
碍度及探寻影响宅基地集约水平的主要障碍因
子［７７－７８］。Ｇ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空间
分析方法为宅基地盘活利用研究中大量基础数据的
处理、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支持，目前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多被运用在中观层面的地域分区利用
空间差异分析上及微观层面的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上，如郑红玉等［５４］基于ＧＩＳ平台并结合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研究上海市奉
贤区宅基地盘活潜力进行镇域分区及模式选择；张
坦坦［５６］在乡村聚落层面构建了基于ＧＩＳ的宅基地
利用动态监测系统，实现实时掌握宅基地利用变化
情况；张天柱等［８１］运用ＧＩＳ矢量化方法对村庄内部
宅基地地块进行勾绘并对其利用现状进行分类。另
外，参 与 式 农 村 评 估 方 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ＲＡ）［５］是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常用
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在研究区域村民的参与和协助

下进行实地调研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也为从农户视
角对宅基地盘活利用进行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和途
径，如冉逸箫等［８５］采用ＰＲＡ方法对农村衰落情况
进行了调查，从微观尺度分析了贫困山区宅基地利
用演变特征及宅基地内部各类用地情况。

３　研究评述与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３．１　研究评述
国内众多学者运用了农户问卷调查方法、统计

分析与计量分析方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及其他研
究方法，围绕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农村宅基地盘活
利用的影响因素、模式、路径及实践样态等方面进行
了探究，并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仍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１）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涉及到乡村人口、土地
利用、乡村空间重构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为地
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学者
深入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迫切要
求。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该研究领域的相关
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尚不完善，特别是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双轮驱动背景下，围绕
农村宅基地为何要盘活、怎么盘活、如何保障盘活等
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还较少。

２）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主体即农户层面，
主要基于管理视角围绕农户的宅基地利用效率、宅
基地利用的障碍因素、宅基地流转与有偿退出开展
的，而实际上宅基地利用属于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
问题，治理主体是多元而非单一的，且在一定范围内
多元主体共同承担宅基地治理职责、实现提升宅基
地治理的整体效益。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基于多
元主体治理视角对相关主体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
投资企业、农户等研究还较少，尤其是研究构建相关
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实现多元共治的宅基地治理模
式的研究成果鲜有报道。

３）目前学者结合农户问卷调查并围绕农户宅基
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开展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并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影响因素的选
择往往会受到研究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
结论可能会和现实不一致；实际上，在目前的宅基地
政策框架下，农户并非全部愿意退出宅基地，实现宅
基地盘活利用也并非只有通过退出这一路径，也可
以通过流转、出租、置换等多种途径实现盘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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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有成果中针对农户宅基地流转、出租、置换意愿
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较少。

４）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如何盘活闲置宅基
地，而实际上宅基地与其上的房屋之间的天然联系，
决定了在研究宅基地利用的同时必然要关注宅基地
上的房屋如何实现盘活，况且在实践中往往关注更
多的是如何盘活房屋。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适度放活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在上述政策背景下，如
何结合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及探索宅基地“三
权分置”，将放活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与盘活利用农民
房屋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理论探究与实践探索，
特别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增加农民
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上述
领域的研究还较少。

５）通过盘活利用农村宅基地以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要义。已有的研究成
果缺乏对作为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主体农民
权益的关注，尤其是针对如何通过盘活利用宅基地
促使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权益的研究还较少，从市
场角度开展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盘活激励研究以及探
索建立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研究也
较少。

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方面。按照《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要求，宅基地盘活利用
应结合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
照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
庄、搬迁撤并类村庄分类推进。在实证研究层面，
现有的研究中结合上述不同类型村庄分类推进的
案例研究较少，尤其是结合不同类型村庄发展规
律和演变趋势，对实践中的典型模式与实现路径
进行系统梳理以及对不同类型案例进行研究的成
果较少。

７）现有的研究方法总体呈现定量化与集成化的
特点，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多学
科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微观层面上，统计分析和计
量经济模型分析相结合成为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综合来看，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在该研究领域仍有待
进一步深入，在数据处理、空间分析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与统计学、经济学等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
的综合型研究方法有待于探索和深化。

３．２　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的评述，本研究认为，未来结

合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将其置于宅
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该领域研究可遵循“定量评
价—问题诊断—理论梳理—模式提炼—制度设计”
的研究范式，以农村宅基地利用定量测度和问题诊
断为切入点，系统探究相关基础理论问题、总结提炼
典型地域模式以及进行整体制度设计。鉴于此，本
研究提出未来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包括：

３．２．１　农村宅基地利用定量测度和问题诊断研究
通过实地调研，开展农村宅基地利用定量测度

和问题诊断研究，分析宅基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及
闲置宅基地形成机理和地域类型，为促进宅基地盘
活利用提供基础支撑。

研究重点：①构建农村宅基地利用评价指标体
系，定量刻画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衡量指标；②基
于不同地域农村实地调研，分析诊断宅基地闲置形
成机理和演进机制，对典型农村地区闲置宅基地盘
活利用潜力进行测算；③从闲置宅基地形成的区位
差异和发展特征，研究划分典型闲置宅基地的地域
类型；④突出行为地理学行为决策空间分析方法的
应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
行为决策方式不同，分析研究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地
域空间农户盘活利用宅基地行为决策的差异性及其
影响因素。

３．２．２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双轮驱

动背景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是何—为何—如
何”等基础理论问题的阐释有利于实现宅基地有效
治理及促进宅基地盘活利用。

研究重点：①按照“是何—为何—如何”的逻辑
主线，在识别宅基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梳理宅基地
盘活利用的理论基础，研究构建宅基地盘活利用的
整体理论体系框架；②基于协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视角，对宅基地盘活利用战
略进行顶层设计；③从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研
究宅基地盘活利用的驱动力机制，揭示盘活利用宅
基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
影响。

３．２．３　典型地域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提炼研究
基于优化乡村发展布局与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深入开展典型地域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的研究是指
导宅基地盘活利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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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域自然资源条件、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总结提
炼典型地域不同空间尺度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模式。

研究重点：①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典型地域宅基地盘活利用模式的实践背景、主要内
容、具体成效与问题以及适宜性；②按照“识别—提
炼”的逻辑主线，在识别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宅
基地盘活利用的途径与方向，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
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提炼典型地域模
式；③基于现代治理视角，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研
究构建宅基地盘活利用治理路径模式，立足于转型
政府治理、推动市场治理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
模式，从而为指导宅基地盘活利用实践提供理论支
撑。

３．２．４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整体制度设计研究
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论是闲置宅基地的流转，还
是宅基地退出、租赁等，都需要基于系统的视角设计
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因此，未来应加强宅基
地盘活利用的整体制度设计研究，加快相关制度建
设步伐，从源头上为促进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保障。

研究重点：①加强宅基地盘活利用相关法律研
究，尤其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如何从政策语言
转变为法律条文，使“三权分置”政策转向可运作的
法律机制，实现依法保护农民权益；②以“拓展权能、
交易赋权和适度管制”为线索，研究构建宅基地使用
权的初始取得制度、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制度及宅
基地使用权的持有制度联动机制；③基于“同地、同
价、同权”和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思路，研究
如何实现盘活利用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联动推进；④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加强与
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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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Ｓ　Ｑ，Ｐｅｎｇ　Ｘ　Ｗ，Ｆｅｎｇ　Ｃ　Ｃ，Ｚｈａｎｇ　Ｚ，Ｌｉｕ　Ｘ　Ｌ，Ｇｕｏ　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ｑｉｕ　Ｃｉｔｙ［Ｊ］．Ａｒｅ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３１（２）：８２－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陈玉福，孙虎，刘彦随．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０，６５（６）：７２７－７３５

Ｃｈｅｎ　Ｙ　Ｆ，Ｓｕｎ　Ｈ，Ｌｉｕ　Ｙ　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ｏｌｌｏｗ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６５（６）：７２７－７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魏万青．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Ｊ］．社会

学研究，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５２－１７３

Ｗｅｉ　Ｗ　Ｑ．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ｋｏｕ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２７
（１）：１５２－１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汪立鑫，王彬彬，黄文佳．中国城市政府户籍限制政策的一个

解释模型：增长与民生的权衡［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０，４５（１１）：

１１５－１２６

Ｗａｎｇ　Ｌ　Ｘ，Ｗａｎｇ　Ｂ　Ｂ，Ｈｕａｎｇ　Ｗ　Ｊ．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４５（１１）：１１５－１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

一种解释［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４１（４）：６８－７８

Ｃｈｅｎｇ　Ｍ　Ｗ，Ｓｈｉ　Ｑ　Ｈ，Ｘｕ　Ｊ　Ｘ．Ｆｒｏｍ　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ｏ　Ｓｏｌｏｗ：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６，４１（４）：６８－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曲玥，都阳，贾朋．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

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Ｊ］．中

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８）：３６－５３

Ｑｕ　Ｙｕｅ，Ｄｕ　Ｙ，Ｊｉａ　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９（８）：３６－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李怡，刘正佳，李裕瑞．边境贫困县建设用地变化特征与驱动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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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广西龙州为例［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８，３３（８）：

１２９１－１３０３

Ｌｉ　Ｙ，Ｌｉｕ　Ｚ　Ｊ，Ｌｉ　Ｙ　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ｚｈ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８）：１２９１－１３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Ｊ］．地

理研究，２０１０，２９（１）：３５－４３

Ｌｉｕ　Ｙ　Ｓ，Ｌｉｕ　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２９（１）：

３５－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郭欢欢，郑财贵，牛德利，陈晓军，冯晓红．不同情景下的人

口迁移及其对农村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Ｊ］．长江

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３（７）：９４７－９５２

Ｇｕｏ　Ｈ　Ｈ，Ｚｈｅｎｇ　Ｃ　Ｇ，Ｎｉｕ　Ｄ　Ｌ，Ｃｈｅｎ　Ｘ　Ｊ，Ｆｅｎｇ　Ｘ　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４，２３
（７）：９４７－９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赵之枫，张建．城乡统筹视野下农村宅基地与住房制度的思

考［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１，３５（３）：７２－７６

Ｚｈａｏ　Ｚ　Ｆ，Ｚｈａｎｇ　Ｊ．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ｖ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３５（３）：７２－７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翁一峰，吕斌，鲁晓军．“产权关系”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发展探

究：以无锡市阳山镇为例［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４，３８（１０）：５１－５８

Ｗｅｎｇ　Ｙ　Ｆ，Ｌｖ　Ｂ，Ｌｕ　Ｘ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Ｙａｎｇｓｈａｎ　Ｔｏｗｎ　ｉｎ　Ｗｕｘｉ　Ｃｉｔｙ，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３８（１０）：５１－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朱凤凯，张凤荣．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利用的租值消散与农

户行为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下辛堡村为例［Ｊ］．自然资源学

报，２０１６，３１（６）：９３６－９４７

Ｚｈｕ　Ｆ　Ｋ，Ｚｈａｎｇ　Ｆ　Ｒ．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ｎ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６，３１
（６）：９３６－９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吴郁玲，侯娇，周勇，姜艳．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农民宅基地粗

放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１１）：

６３－６９

Ｗｕ　Ｙ　Ｌ，Ｈｏｕ　Ｊ，Ｚｈｏｕ　Ｙ，Ｊｉａｎｇ　Ｙ．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９（１１）：６３－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陈利根，龙开胜．新中国７０年城乡土地制度演进逻辑、经验及

改革建议［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１９（４）：

１－１０

Ｃｈｅｎ　Ｌ　Ｇ，Ｌｏｎｇ　Ｋ　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　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０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１９（４）：１－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刘圣欢，杨砚池．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结构与实施

路径：基于大理市银桥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Ｊ］．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５７（５）：４５－５４

Ｌｉｕ　Ｓ　Ｈ，Ｙａｎｇ　Ｙ　Ｃ．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ｓ’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ｉｎｑｉａｏ　Ｔｏｗｎ　ｉｎ　Ｄａｌｉ　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５７（５）：４５－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韩文龙，谢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能困境与实现［Ｊ］．农业

经济问题，２０１８，３９（５）：６０－６８

Ｈａｎ　Ｗ　Ｌ，Ｘｉｅ　Ｌ．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Ｊ］．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８，３９
（５）：６０－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韦波，熊凯，高明，殷帅．中国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研究进展

［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１２）：１７－２０

Ｗｅｉ　Ｂ，Ｘｉｏｎｇ　Ｋ，Ｇａｏ　Ｍ，Ｙｉｎ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ｄｌ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１（１２）：１７－２０
［４１］朱凤凯，柯新利，张凤荣．转型期农村宅基地边际化的内涵、

特征与诊断指标［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７，３６（５）：５４９－５５６

Ｚｈｕ　Ｆ　Ｋ，Ｋｅ　Ｘ　Ｌ，Ｚｈａｎｇ　Ｆ　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３６（５）：５４９－５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宋志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内涵和制度设计［Ｊ］．法学

评论，２０１８，３６（４）：１４２－１５３

Ｓｏｎｇ　Ｚ　Ｈ．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Ｊ］．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３６
（４）：１４２－１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龙开胜，刘澄宇，陈利根．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

愿及影响因素［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２，２２（９）：

８３－８９　

Ｌｏｎｇ　Ｋ　Ｓ，Ｌｉｕ　Ｃ　Ｙ，Ｃｈｅｎ　Ｌ　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ａｃ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ｕｒａｌ　ｉｄｌ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Ｊ］．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２２（９）：８３－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陈利根，成程．基于农民福利的宅基地流转模式比较与路径

选择［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２，２６（１０）：６７－７４

Ｃｈｅｎ　Ｌ　Ｇ，Ｃｈｅｎｇ　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６（１０）：６７－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曾芳芳，朱朝枝．休闲农业视野下闲置宅基地开发合理意蕴

探析［Ｊ］．东南学术，２０１３（３）：１１６－１２４

Ｚｅｎｇ　Ｆ　Ｆ，Ｚｈｕ　Ｃ　Ｚ．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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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３）：１１６－１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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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斯达威，季虹，左停．北京市及周边山区闲置宅基地盘活模式

及启示［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２９（３）：６２－６８

Ｓｉ　Ｄ　Ｗ，Ｊｉ　Ｈ，Ｚｕｏ　Ｔ．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ｄｌ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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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２９（３）：６２－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赵明月，王仰麟，胡智超，宋治清．面向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农

村土地资源配置探析［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６，３５（１０）：

１２３７－１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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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６，３５（１０）：１２３７－

１２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黄兴国，王占岐．基于土地影响因素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宅基

地再利用的模式探索［Ｊ］．世界农业，２０１８（１１）：５９－６４

Ｈｕａｎｇ　Ｘ　Ｇ，Ｗａｎｇ　Ｚ　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ｒｅｕ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１１）：５９－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亢德芝，黄月恒，李皓晟．“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宅基地利用模

式探析［Ｊ］．中国土地，２０１９（３）：４６－４７

Ｋａｎｇ　Ｄ　Ｚ，Ｈｕａｎｇ　Ｙ　Ｈ，Ｌｉ　Ｈ　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ｗｅｒｓ”［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２０１９（３）：４６－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苏康传，杨庆媛，张佰林，张忠训．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

小农经济变迁耦合机理［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８（２）：３９９－４１３

Ｓｕ　Ｋ　Ｃ，Ｙａｎｇ　Ｑ　Ｙ，Ｚｈａｎｇ　Ｂ　Ｌ，Ｚｈａｎｇ　Ｚ　Ｘ．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３８（２）：３９９－４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张水峰，金兆怀．中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效利用机制研究：

基于江西省八个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利用现状的分析［Ｊ］．当

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９）：６９－７３

Ｚｈａｎｇ　Ｓ　Ｆ，Ｊｉｎ　Ｚ　Ｈ．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９）：６９－７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李科蕾．进城人口农村闲置宅基地处理的现有法规及其调整

［Ｊ］．农业经济，２０１５（６）：５０－５２

Ｌｉ　Ｋ　Ｌ．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ｕｓ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５（６）：５０－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刘宇，项亚楠，赵映慧．农村闲置宅基地成因及综合处置建

议：基于富锦市向阳川镇永太村的调查［Ｊ］．国土与自然资源研

究，２０１６（２）：４１－４４

Ｌｉｕ　Ｙ，Ｘｉａｎｇ　Ｙ　Ｎ，Ｚｈａｏ　Ｙ　Ｈ．Ａ　ｓｕｒｖｅｒ　ｏｆ　Ｙｏｎｇ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ｕ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ｄｌ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Ｊ］．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６（２）：４１－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郑红玉，卓跃飞，吴次芳，张晓滨，罗文斌．基于减量化目标

的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及模式优选［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

３３（１２）：２７０－２７７

Ｚｈｅｎｇ　Ｈ　Ｙ，Ｚｈｕｏ　Ｙ　Ｆ，Ｗｕ　Ｃ　Ｆ，Ｚｈａｎｇ　Ｘ　Ｂ，Ｌｕｏ　Ｗ　Ｂ．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３（１２）：２７０－２７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５］王梅，乔亮亮，徐防．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和规划管理：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Ｊ］．中国土地，２０１８（６）：４４－４６

Ｗａｎｇ　Ｍ，Ｑｉａｏ　Ｌ　Ｌ，Ｘｕ　Ｆ．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２０１８（６）：

４４－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６］张坦坦．宜居乡村空间集约化利用研究［Ｊ］．建筑科学，２０１８，

３４（６）：１０９－１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Ｔ　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ｉｖａｂ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４（６）：１０９－１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７］张劲松．农房流转：推进乡村振兴的新业态［Ｊ］．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１９（２）：１８１－１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Ｊ　Ｓ．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２０１９（２）：１８１－

１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８］危薇，杜志雄．稳步推进问题导向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

晋江三个村庄的调查［Ｊ］．江淮论坛，２０１５（４）：１２－１９

Ｗｅｉ　Ｗ，Ｄｕ　Ｚ　Ｘ．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５（４）：１２－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张靖．盘活利用农村空闲宅基地的几点思考：以天津市蓟州区

为例［Ｊ］．中国土地，２０１７（６）：１３－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ｒｅｅ　ｈｏｕｓｅ　ｌ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　Ｊｉ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２０１７（６）：１３－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０］李风．唤醒“沉睡”的资产：浙江省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

和宅基地［Ｊ］．国土资源，２０１８（８）：１４－１５

Ｌｉ　Ｆ．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ｌｅｅｐｉｎｇ”ａｓｓｅｔ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ｄｌｅ　ｆａｒｍ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ｓ［Ｊ］．Ｌａｎｄ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８（８）：１４－

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１］刘红梅，刘超，王克强，尚俊松，邢学艳．大都市郊区农村宅

基地利用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兼论上海郊区宅基地多功能

与制度创新［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２５（７）：７４－８３

Ｌｉｕ　Ｈ　Ｍ，Ｌｉｕ　Ｃ，Ｗａｎｇ　Ｋ　Ｑ，Ｓｈａｎｇ　Ｊ　Ｓ，Ｘｉｎｇ　Ｘ　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Ｊ］．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２５
（７）：７４－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阮梅洪，陈希周，马永俊．宅基地价值化与宅基地制度改革：

以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为例［Ｊ］．规划师，２０１９，３５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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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７－７２

Ｒｕａｎ　Ｍ　Ｈ，Ｃｈｅｎ　Ｘ　Ｚ，Ｍａ　Ｙ　Ｊ．Ｍａｒｋ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Ｙｉｗｕ　ｃａｓｅ［Ｊ］．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２０１９，３５（１０）：

６７－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郭晓鸣，虞洪．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现实分

析与政策构想：基于四川省的实证研究［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６
（５）：３－１０

Ｇｕｏ　Ｘ　Ｍ，Ｙｕ　Ｈ．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ｅｘ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５）：３－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张勇．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政策与实践：基于２０１５年以来

试点地区的比较分析［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９，１９（２）：８３－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Ｙ．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１９（２）：８３－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５］曾旭晖，郭晓鸣．传统农区宅基地“三权分置”路径研究：基于

江西省余江区和四川省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Ｊ］．农业经

济问题，２０１９，４０（６）：５８－６６

Ｚｅｎｇ　Ｘ　Ｈ，Ｇｕｏ　Ｘ　Ｍ．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Ｙｕ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Ｌｕ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９，４０（６）：５８－

６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６］寇婉君，段建南，贾金田，杨威，周毅琦．农户家庭特征与农

村主要闲置地相关性研究［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７，３３（２６）：

１５９－１６４

Ｋｏｕ　Ｗ　Ｊ，Ｄｕａｎ　Ｊ　Ｎ，Ｊｉａ　Ｊ　Ｔ，Ｙａｎｇ　Ｗ，Ｚｈｏｕ　Ｙ　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ｖａｃａｎｔ　ｌａｎｄ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３３（２６）：１５９－１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７］张容军．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界定与分类［Ｄ］．长沙：湖南农业大

学，２０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Ｒ　Ｊ．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ｖａｃａｎｔ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８］吕军书，刘颖莹．关于农户宅基地的利用状况、腾退意愿的调

查及政策建议：基于河南省新乡市１９０个样本农户的实证研究

［Ｊ］．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１５（５）：１０５－１０９

Ｌｖ　Ｊ　Ｓ，Ｌｉｕ　Ｙ　Ｙ．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ｌｅａｓｅ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１９０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５（５）：

１０５－１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９］张容军，段建南．湖南农村闲置宅基地调查与分析［Ｊ］．湖南农

业科学，２０１７（５）：６０－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Ｒ　Ｊ，Ｄｕａｎ　Ｊ　Ｎ．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ｖａｃａｎｔ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５）：６０－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０］胡银根，吴欣，王聪，余依云，董文静，徐小峰．农户宅基地

有偿退出与有偿使用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传统农区宜

城市的实证［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８，３２（１１）：２２－３０

Ｈｕ　Ｙ　Ｇ，Ｗｕ　Ｘ，Ｗａｎｇ　Ｃ，Ｙｕ　Ｙ　Ｙ，Ｄｏｎｇ　Ｗ　Ｊ，Ｘｕ　Ｘ　Ｆ．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ｐａｉｄ－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ｐａｉｄ－ｕｓ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ｉ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Ｊ］．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２（１１）：２２－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１］刘虹吾，赵怀威，钱家乘，马丁，陈雪婷．都市山区农户宅基

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天津市蓟州区４个典型村的实证

［Ｊ］．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９（４）：４０２－４１２

Ｌｉｕ　Ｈ　Ｗ，Ｚｈａｏ　Ｈ　Ｗ，Ｑｉａｎ　Ｊ　Ｃ，Ｍａ　Ｄ，Ｃｈｅｎ　Ｘ　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Ｊｉｚｈｏｕ，Ｔｉａｎｊ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９（４）：４０２－４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２］龚宏龄，林铭海．推拉理论视域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Ｊ］．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４－３０

Ｇｏｎｇ　Ｈ　Ｌ，Ｌｉｎ　Ｍ　Ｈ．Ｆａｒｍｅｒ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ｘｉｔ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ｓｈ－

ｐｕ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２４－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３］孙鹏飞，赵凯，周升强，贺婧．风险预期、社会网络与农户宅

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６２６户农户样本［Ｊ］．中国土地科

学，２０１９，３３（４）：４２－５０

Ｓｕｎ　Ｐ　Ｆ，Ｚｈａｏ　Ｋ，Ｚｈｏｕ　Ｓ　Ｑ，Ｈｅ　Ｊ．Ｒｉｓｋ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ｘ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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