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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llages are important units for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illages and
reasonably classifying village types are the basi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took the Conghua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and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illages. The potential evaluation results, points of interest（POI）data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gravitational model were
combined to classify village types.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ghua District is generally good,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uneven,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strong in the southwest and weak in the northeast, forming a circle structure
with the urban area as the centre and spreading outwards. The villages in the Conghua District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economic
core villages, agglomeration and upgrading villages, relatively stable villages, scale control villages, and relocation and evacuation villages,
accounting for 14.23%, 12.69%, 23.08%, 25.38% and 24.62% respectively. The evalu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is time-sensitive and universal, combining development potential, POI data analysis, and village competition to classify
village typ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in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planning.
Keywords：village development potential；Conghua District；village classification；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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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庄是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单元，厘清村庄发展潜力、合理划分村庄类型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本研究以广州市

从化区为例，基于多源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村庄发展潜力评价，并结合潜力评价结果、POI（兴趣点）数据核密度分析、引

力模型划分村庄类型。结果表明：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整体上较好，但发展潜力分布不均衡，呈现西南强、东北弱的空间格局，形

成以城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圈层结构；从化区村庄可划分为经济核心类村庄、集聚提升类村庄、相对稳定类村庄、规模控制类村

庄、搬迁撤并类村庄 5类，数量占比分别为 14.23%、12.69%、23.08%、25.38%、24.62%。研究表明，基于多源数据进行村庄发展潜力

评价具有时效性和普适性，结合发展潜力、POI数据、村庄竞争力划分村庄类型，可为村庄发展规划精细化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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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城乡发展

格局中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区[1-2]。村庄发展潜力

是在经济、区位、生态等综合因素影响下的村庄利用

资源的发展能力，村庄发展潜力评估对村庄分类、居

民点整治、村庄布局等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3-5]。

村庄发展具有一定弱质性，普遍落后于城市发展，因

此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和支持[6]。我国乡村

振兴战略是村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我国农村人口

众多且经济基础差，村庄发展的总体进展和成效仍显

不足[7]。且在多元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发展的多

样性问题仍存在[8]。快速有效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

和村庄分类可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因

此，构建科学合理、简单易行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

系，进行合理的村庄分类是推动村庄发展的重要技术

手段。

目前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信息的数据源主要

包括自然环境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两方面。村庄发

展潜力评价中的自然环境数据主要包括坡度、地形条

件、资源禀赋等[9-10]。这类数据主要通过对DEM数据

或遥感影像处理获得，通过这些途径获取的自然资源

数据一般具有准确性；目前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中的社

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交通数据、统计年鉴数据、基础

数据等[11-12]。其中交通数据和基础数据通常是由相

关部门实地测量或对图件数字化并结合遥感识别矢

量化得到的，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且一般只对大

型设施进行统计，存在时效性差和精度低的问题[13]。

村庄分类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14-15]。目前的

村庄分类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包括基于产业结构、

基于地形、基于居民点面积和人口关系、基于规划建

设、基于整治需求、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乡村评

价[16]。其中基于乡村评价的研究中村庄分类多以村

庄功能为导向，依据自然、经济、社会等数据展开评

价，识别村庄主导因素，进而进行村庄分类划定。周

扬等[17]基于资源、环境、人文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划

分乡村地域类型；文琦等[18]以乡村为基本单位，基于

乡村振兴类型识别体系对西北干旱贫困地区村落类

型进行识别；史秋洁等[19]基于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等

因素划分不同典型村庄类型。但村庄之间竞争和产

业聚集也影响村庄的分异，而以往的研究对村庄之间

空间相互作用和村庄的地理实体空间作用因素考虑

较少。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引入多源数据——兴趣点

（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路网（Open street map，

OSM）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弥补传统社会经济数据

的不足，以此构建具有科学性和时效性的村庄发展潜

力体系，进而对研究区的村庄发展潜力进行定量评

价，同时，结合 POI数据和引力模型研究村庄的地理

实体作用和村庄之间相互作用，对研究区进行村庄分

类，以期为广州市从化区科学制定村庄发展规划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村庄发展潜力受村庄人口经济、资源禀赋、区位

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应尽

可能全面反映村庄的发展潜力。根据现有的研究成

果[3，11，20]，村庄发展潜力受自身资源与利用资源的能

力影响，自身资源包括用地适宜性、生态环境、资源禀

赋、基础设施配备等，利用资源的能力包括人口经济、

区位条件等。同时，构建指标体系应考虑指标数据的

时效性和科学性，基于POI数据、OSM数据、夜间灯光

数据易获取、更新快、数据量大的特点，构建可快速准

确获取数据的指标体系，进行村庄发展潜力评价。

村庄的演变发展受内在条件和外部联系功能共

同影响[21]。产业设施高度集中的区域，依靠自身的资

源优势具有较强的发展能力，同时可影响周围村庄的

发展，这类村庄通常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其余村

庄由于自身条件不同，村庄之间会产生竞争力，具有

较高发展潜力的村庄在一定区域内往往会具有更强

的吸引力，从而会拥有更多的人口、经济资源，形成村

庄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以村庄发展评价结果作为

主要依据，结合乡村振兴要求及村庄发展理论将从化

区的村庄分为 5类：经济核心类、集聚提升类、相对稳

定类、规模控制类、搬迁撤并类。

经济核心类村庄是区域发展的核心，产业高度集

中，此类村庄不仅自身资源丰厚、区位条件优越，且基

础设施俱全；集聚提升类村庄是村庄系统结构的重要

支撑，这类村庄的地理位置和产业聚集情况稍有欠

缺，但村庄在区域的竞争力强；相对稳定类村庄资源

条件与竞争能力适中，在区域的竞争发展中较为稳

定，是村庄系统机构中的基础保障；规模控制类村庄

的发展基础和区域竞争力都较差，村庄规模与发展能

力不匹配；搬迁撤并类村庄的区域竞争力差，且不具

备村庄发展的条件，不适宜引入资金进行发展。

本研究的思路（图 1）为：①基于多源数据建立时

效性和科学性高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村庄进行发展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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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价；②经济核心类村庄主要为产业高度集中且潜

力大的村庄，依据自身资源发展，不考虑竞争情况，因

此基于 POI数据核密度分析并结合空间分析技术划

分经济核心类；③基于村庄发展潜力评价结果，采用

引力模型模拟村庄的空间竞争，构建空间竞争和村庄

自身潜力分类矩阵，划分集聚提升类、相对稳定类、规

模控制类、搬迁撤并类。

1.2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从化区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东北部，

地理坐标 113°17′~114°04′E、23°22′~23°56′N，是全

省乡村振兴示范区，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

截至 2018 年，从化区总面积 1 974.5 km2，户籍人口

63.49万，城镇化率 45.08%，下辖太平、温泉、良口、吕

田、鳌头 5个镇及街口、城郊、江埔 3个街道，共 221个

行政村和 46个社区。近年来，从化区充分利用良好

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快速推进新型城镇

化，打造包括温泉镇在内的 6个特色小镇。但是从化

区在快速推动城镇化的同时，村庄发展规划滞后，导

致部分村庄盲目城镇化，因此亟需对村庄进行科学规

划。提高村庄发展潜力评价的时效性、科学地进行村

庄分类，可引导村庄有序发展，是解决从化区村庄现

阶段发展难题的重要措施，对国内城郊村庄发展具有

良好的借鉴作用。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是一种代表真

实地理实体的点状数据，包含空间和属性信息[22]。目

前，POI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中心

分析、城市功能区识别等研究[23-24]。本研究通过基于

百度地图的API接口，获取相应URL并编写Python语

言，实现对 2020年从化区百度 POI数据的爬取，对获

取的POI数据进行预处理和整合后，共得到 12 679条

数据，根据百度地图的分类和研究区数据的实际情况

将数据分为8类（表1）。

OSM 数据（Open street map，OSM）是开源地图数

据，包含坐标、道路名称、道路类型、最大行驶速度等

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具有较高的拓扑关系和空间精

度[25]。本研究从OSM官网下载 2020年全国的路网数

据，通过地理配准、地图裁剪等技术获得从化区的路

图1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ure 1 Research technology processes
——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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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数据。

NPP/VRIIS夜间灯光数据是由卫星利用NPP/VI⁃
IRS传感器捕捉夜晚地面的灯光状况形成的影像数

据，可以有效反映人类活动状况，且与人口、经济具有

较高相关性[26]。本研究从 NOAA/NGDC 网站下载获

得 2019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通过消除噪声、去除异常

值、影像裁剪等处理获取从化区的夜间灯光。

土地利用数据基于 Landsat8遥感影像提取。通

过对预处理后的影像监督分类，提取土地利用数据，

对分类结果建立混淆矩阵进行精度验证，总体分类精

度为90.501 6%。

本研究以从化区 260个行政村和社区（除去林场

和水库）为研究对象，将处理后的数据统一转化为西

安80投影坐标系，形成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数据库。

1.4 研究方法

1.4.1 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基于用地适宜性、人口经济、区位条件、用

地条件、基础设施配备、生态环境 6个方面共 15个指

标构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表2）。

（1）指标数据标准化

考虑到所采用的指标包含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

采用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将数据进行标准化，便于进行

综合评价分析。公式如下：

yij = xij - xij min
xij max - xij min

（正向型指标） （1）
yij = xij max - xij

xij max - xij min
（负向型指标） （2）

式中：yij为第 i个村庄的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j

为实际值；xij max和 xij min分别为第 i个村庄的第 j个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指标权重确定

熵值法可根据各项指标数值所提供的信息客观

地确定指标权重。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步骤如下：

计算 j指标下 i村庄的比例Pij：

Pij = yij

∑
i = 1

P

yij
（3）

计算第 j个指标的熵值：

类别Category
餐饮服务

公司企业

休闲娱乐与住宿服务

政府机关

科教文化服务

生活服务

商务住宅

公交设施

数量Number
1 758
2 108
2 167
1 517
896

1 754
1 269
1 210

占比Proportion/%
13.87
16.63
17.09
11.96
7.07
13.83
10.01
9.54

表1 从化区POI数据概况

Table 1 POI data of Conghua District

表2 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weight of villa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Conghua District
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
用地适宜性

人口经济

区位条件

用地条件

基础设施配备

生态环境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坡度

地形起伏度

人类活动强度

人口密度

距国道、省道距离

距县道、乡道距离

距县政府距离

距镇政府距离

耕地面积比例

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小学覆盖率

中学覆盖率

公交站点覆盖率

医院诊所数量

植被覆盖强度

权重
Weight
0.055 0
0.054 0
0.070 1
0.085 3
0.110 9
0.099 4
0.082 3
0.068 6
0.056 4
0.075 5
0.057 3
0.060 2
0.032 1
0.028 9
0.064 0

功效性
Directionality

负

负

正

正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指标说明
Indicator description
由DEM数据提取

根据DEM数据计算

由夜间灯光数据计算

人口数/行政村面积

根据OSM数据计算空间距离

根据OSM数据计算空间距离

各个行政村到县政府驻地距离

各个行政村到镇政府驻地距离

耕地面积/行政村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行政村面积

根据POI数据缓冲小学服务范围覆盖面积（1 km）/行政村面积

根据POI数据缓冲中学服务范围覆盖面积（2 km）/行政村面积

根据POI数据缓冲公交站点服务范围覆盖面积（2 km）/行政村面积

根据POI数据计算行政村内医院诊所总数

根据Landsat8遥感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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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 -k∑
i = 1

n

Pij × lnPij （4）
其中，k = 1

lnn
计算指标权重：

wj = 1 - Hj

∑
j = 1

P

( )1 - Hj
（5）

最后计算各行政村的村庄发展潜力值：

Z =∑
j = 1

P

wj × aj （6）
式中：Pij为指标比例；Hj为第 j个指标的熵值；wj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n为评价村庄的总数；P为评价指标总

数；aj为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1.4.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

通过模拟实际概率曲线，使用峰值函数来拟合已知样

本点的非参数方法[10]。核密度计算公式为：

f ( )x = 1
n × h∑i = 1

n

k ( )x - xi
h

（7）
式中：f ( )x 为核密度函数；h为带宽；n为已知点数量；

k（x）为核函数；x - xi为估计点到已知点 i的距离。

考虑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区位影响，对POI数据进

行核密度分析相比于其他密度分析方法更优，因此本

研究采用核密度分析法研究 POI的空间聚类分布情

况[27]。

1.4.3 引力模型

空间互相关分析常用于城市发展研究，随着村庄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演变，空间互相关研究在村

庄格局中也具有重要意义[28]。本研究通过引力模型

根据村庄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距离，模拟一定范围内村

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引力计算公式为：

M = G × Zi × Zj

Da
ij

（8）
式中：M为两个村庄的引力值；Zi、Zj分布代表一定范

围内两个村庄的发展潜力值；Dij为两个村庄的空间距

离；G为引力常数；a为距离摩擦系数；本研究中 G取

值为1，a取值为2，符合村庄分类研究要求。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多源数据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村庄发展潜力指标体系，计算

从化区 260个行政村的发展潜力值Z，并在ArcGIS中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结果分为四级，得到从化区村庄发

展潜力级别图（图 2）。4级村庄的各类资源缺失或区

位条件较差，发展能力欠缺。2、3级村庄各类资源和

区位条件一般，发展能力适中。1级村庄有丰富的资

源或优越的区位条件，发展能力最优。

从图 2 可看出，整体上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较

好，但是发展潜力分布不均衡。由于从化区政府位于

街口街道且西南区域距广州市中心较近，因此村庄发

展潜力较高的区域大多位于西南部，而东北部的村庄

发展潜力相对较低。发展潜力最高的区域位于街口

街道、城郊街道、江埔街道的交界处，良口镇和吕田镇

的总体发展潜力较差。在空间分布形态上，从化区村

庄的发展潜力由街口街道向外扩散，逐渐减弱。

2.2 基于村庄发展潜力的村庄分类

2.2.1 基于POI数据核密度分析的经济核心类村庄划定

为确定从化区产业设施空间聚集情况，对该区各

类 POI 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经过多次试验，确定

1.5 km的搜索半径为最优。将处理范围设定为从化

区，分析得到从化区全类别 POI数据空间分布（图 3）
和各类POI数据的空间分布（图4）。

从图 3可看出，从化区产业设施分布主要集中在

四个区域，太平镇、温泉镇、良口镇和街口街道、城郊

街道、江埔街道交界处。其中，街口街道、城郊街道、

江埔街道交界处是从化区政治和经济最集中的区域，

产业密度也最大；太平镇内设有从化区的经济技术开

发区，区内进驻一大批优秀企业，是从化区二三产业

聚集区；温泉镇具有从化区特色温泉，全镇依靠丰富

的旅游资源，吸引许多休闲娱乐、住宿服务产业入驻；
图2 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级别

Figure 2 Villa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levels of Conghua District

林场与水库

0 5 10 20 km

N

4级
3级
2级
1级

村庄发展潜力等级

江埔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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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口镇主要特点是商务住宅点密集。不同聚集区的

密度差异较大，县政府区域的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区

域。因此，从化区呈现一个主核心、多个次核心发展

趋势，区域依靠特色发展，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

从图 4可看出，从化区内不同类别 POI数据空间

分布特征有所不同，但是在街口街道、城郊街道、江埔

街道交界处均有高聚集度，同时在太平镇和温泉镇的

聚集程度也较高，与图3差异不大。

产业聚集度高的村庄通常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具

有更好的资源利用和发展能力。因此，将核密度分析

结果与从化区村庄分布叠加，结合村庄发展潜力值，

选择产业聚集度和潜力值较高的村庄为经济核心类

村庄（图 5）。根据聚集程度覆盖范围，共叠加得到经

济核心类村庄 37个，其中街口街道 18个、江埔街道 8
个、城郊街道6个、太平镇3个、温泉镇2个。

2.2.2 基于引力模型的村庄竞争情况分析

在一定空间距离内，由于资源、人口等因素差异，

村庄之间存在相互竞争。为模拟村庄之间竞争的结

果，采用引力模型计算各村庄在一定空间距离内与其

他村庄的作用力，并筛选出与之作用力最大的村庄。

根据对从化区居民可接受出行的实地调研结果与区

域实际情况，将引力模型半径确定为 10 km，确定引

力值最大的村庄，并确定指向（根据 Z值由小指向

大），得到从化区村庄空间引力指向图（图6）。

村庄被指向的次数越多，表明村庄的竞争力越

强。因此，对村庄区域竞争力进行分级：被指向 0次

为较差，1次为一般，2次为较好，3次及以上为优秀。

分析结果显示从化区村庄区域竞争力各等级村庄数

量为：优秀24个、较好52个、一般76个、较差108个。

基于村庄发展潜力和区域竞争力将村庄划分为

集聚提升类、相对稳定类、规模控制类及搬迁撤并类

等四种类别，所建立的村庄分类矩阵如表3所示。

2.2.3 村庄类别综合划定

根据表 3将从化区除经济核心类村庄外的其余

村庄进行分类，分为搬迁撤并类、规模控制类、相对稳

定类、集聚提升类四类，并结合通过 POI数据划定的

经济核心类村庄，最终得到从化区村庄分类表（表 4）
和分类图（图7）。

从化区规模控制类村庄最多，集聚提升类村庄最

少，搬迁撤并类、规模控制类、相对稳定类村庄数量相

差不大，集聚提升类和经济核心类村庄数量相差不

大。在空间上，搬迁撤并类和规模控制类村庄多位于

0 5 10 20 km

N

0~5
5~15
15~50
50~100
100~940

POI核密度
江埔街道

图3 从化区全类别POI数据核密度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POI
data in Conghua District

潜力等级
Potential rating

4级

3级

2级

1级

区域竞争力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村庄类型
Village type
搬迁撤并类

搬迁撤并类

规模控制类

规模控制类

搬迁撤并类

规模控制类

相对稳定类

相对稳定类

规模控制类

相对稳定类

相对稳定类

集聚提升类

规模控制类

相对稳定类

集聚提升类

集聚提升类

表3 从化区村庄分类矩阵

Table 3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village types
in Conghua District

表4 从化区村庄分类结果

Table 4 Villag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Conghua District
村庄类别

Village type
搬迁撤并类

规模控制类

相对稳定类

集聚提升类

经济核心类

村庄数量
Village number

64
66
60
33
37

占比
Proportion/%

24.62
25.38
23.08
12.69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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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从化区各类别POI数据核密度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POI data of each category in Conghu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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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区政府较远的东北区域；相对稳定类村庄多位于从

化区的西南区域；集聚提升类村庄多位于区政府周

围，在从化区中部。在行政区划上，搬迁撤并类和规

模控制类村庄多位于吕田镇、良口镇、温泉镇；相对稳

定类村庄主要位于鳌头镇和太平镇；集聚提升类村庄

均匀分布于鳌头镇、城郊街道、街口街道、江埔街道；

经济核心类村庄多位于城郊街道、街口街道、江埔街

道交界处。

2.3 村庄分类启示

村庄分类可以更好地为村庄发展规划提供决策

指引。

（1）经济核心类村庄应提高用地效率，加快发展

速度，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发展成区域核心村庄，并充

分发挥核心作用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

（2）集聚提升类村庄应重点完善政策机制、保障

制度等内部机制，积极引入工厂、企业、商场等发展产

业投资建设，提高产业聚集度，发展成区域重要村庄，

同时鼓励本地特色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推动区域特色

农产品产业发展。

（3）相对稳定类村庄应完善村庄学校、医院、交通

等配套基础设施，同时大力发展村庄产业，提高区域

竞争力，减少劳动力流失。

（4）规模控制类村庄应提高村庄内部土地利用效

率，尽可能完善村庄的基础设施，提升村庄的竞争力。

同时尝试将这类村庄作为从化区耕地保护和农业发

展的主体，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建立规模化的农业

生产和发展模式，发展成区域特色村庄。

（5）搬迁撤并类村庄应着重考虑如何有序合理地

进行搬迁，切实保证和改善这类村庄村民的生活状

况，可以根据最大引力指向进行村庄的撤并，提高区

域其他村庄的基础设施使用率。

3 讨论

在乡村振兴快速推动的背景下，村庄地区在推动

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

传统文化没落的问题，亟需开展合理的村庄规划。因

此，有必要进行具有科学性和时效性的村庄发展潜力

评价和村庄分类，为村庄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本研究通过引入新数据，改善评价数据的敏感性

和时效性问题，并利用POI数据分析人类经济活动和

产业设施分布的空间聚集性，将大数据与社会经济相

图5 从化区经济核心类村庄划定
Figure 5 Economic core category villages in Conghu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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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从化区村庄空间引力指向图
Figure 6 Space gravitation map of villages in Conghu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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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从化区村庄分类空间分布
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classification of

Conghu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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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通过对 POI数据的核密度分析直观反映从化

区各类设施的聚集情况，结合从化区实际产业分布情

况发现，分析结果与从化区实际产业分布相同，因此

POI数据的核密度分析可真实反映区域各类产业的

空间分布。

在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方面，当前村庄发展潜力评

价的相关研究指标体系主要采用调研数据和实地测

量或矢量化的数据[11]。本研究引入的多源数据均可

覆盖研究区，其中POI数据与OSM数据均为网络开放

数据，更新快、数据充足且来源可靠；夜间灯光数据是

通过卫星每月测量综合计算得到年总量，具有科学

性。这些多源数据的运用可弥补传统数据的不足，提

高评价的时效性和科学性。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

系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时效性问题，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方法仅采用了熵值法，在今后研究中可考虑主客观结

合的赋权法。

在村庄分类方面，当前村庄分类研究主要以村

庄功能为导向，通过识别主导因素识别村庄类

别[16-17]。本研究结合村庄发展潜力、竞争力以及地

理实体进行村庄类型划分，综合考虑了各个村庄自

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分类时虽然考虑

村庄产业聚集情况，但未对各类不同产业分布进行

研究，在今后研究中可加入村庄特色产业、历史文

化、旅游特色等因素。

4 结论

村庄发展潜力是村庄地域发展特征的综合体现，

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空间引导。本研究以广

州市从化区为例，利用多源数据评价研究区村庄发展

潜力，并根据发展潜力、产业分布、区域竞争力划分村

庄类型，研究结论如下：

（1）从化区村庄发展潜力整体上较好，但发展潜

力分布不均衡，呈现西南强、东北弱的空间格局。基于

多源数据提取的指标体系具有较高可获取性和普适

性，可为其他地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提供方法参考。

（2）基于村庄发展潜力值与 POI核密度分析、重

力模型划分村庄类型，可以充分研究地理实体以及区

域竞争力对村庄类别的影响，同时通过POI核密度分

析可以深入了解村庄产业分布情况，为村庄发展规划

精细化实施提供参考。根据从化区几类村庄特征以

及空间上的分布情况，结合各村庄的优势和发展需要

建立区域村庄联动机制，可最大化地合理确定各类村

庄的发展模式，为村庄规划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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