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fé速递】孔雪松：乡村衰退与重构——兼谈科研的逻辑思路 

核心提示：乡村聚落是以地缘、血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的农村家庭生活聚

居地，其空间演化与功能转型反映了农村人地关系互动过程和耦合机制，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本次报告面向中国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介绍乡村聚落

重构的内容体系，基于空间性与制度性视角，探讨乡村聚落重构的优化路径；同

时，孔雪松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科研感悟与逻辑思路，为与会同学做出指导。 

主持：郭真珍  摄影：冯玉康  摄像：杨鹏超 文字：杨鹏超  

>>>人物名片 

孔雪松，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第十三届“尊师爱学—我最喜欢的

十佳优秀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

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效应评价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地方发展规划类研究课题多项。在国内外

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参编教材 3 部，获省部级科研奖项 3 项、授权专利 2

项。 

 

>>>报告现场 

10 月 30 日晚上 7 点，武汉大学资环学院硕士生导师，孔雪松副教授做客

GeoScience Café 第 273 期学术报告活动。活动期间，孔雪松老师通过讲述乡村

衰退、乡村聚落重构的时空逻辑、路径设计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科研的逻辑思

路，使观众受益匪浅。（如图 1） 

 

图 1   孔雪松老师作精彩报告     



 

01 乡村衰退问题                                                                                                                                                                                                                                                                                                                                                                                                                                                                                                                                                                                                                                                                                                                                                                                                                                                                                                                                                                                                                

报告伊始，孔雪松老师先是讲述了自己读博到现在是如何围绕乡村衰退问

题这个研究方向进行思考与探索的，通过介绍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

问题——乡村衰退，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确立选题的思路。孔老师如是说到：做

研究，尤其一开始是冷冷清清，甚至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孔老师向大家分享了

前期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如研究方向的雷同性、研究方向的自我怀疑等问

题；此外，孔老师也阐述了当今网络数据发达的同时，如何找到真正有效的数

据变得更困难，并生动的将寻找选题的过程比拟为找车位的过程。 

图 2   做研究如同找车位 

在讲解完确立选题的困难性后，孔老师说到，在他读博时，就存在着研究

城镇热，有学者称未来地球为“城市星球”，与此相反，乡村似乎就在慢慢衰

退，虽然研究城镇化看似风险系数小一点，甚至到今天城镇化相关研究仍然是

当前研究热点，但他还是想去走一条虽然难一点，但是可能不是那么拥挤的道

路，即研究乡村。 



图 3   城镇热与乡村冷 

接下来，孔老师通过人口、土地、资本三个方面详细讲述了乡村衰退出现

的原因。孔老师讲到，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资本这三个方面，人口

是有人做这个事，土地是有空间做这个事，资本是有钱做这个事，即人口、土

地和资本都在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方面，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

活品质，从而流向城市；土地方面，人们为了在城市生活生产，不断将土地用

来创造价值；资本方面乡村人口将几代人在农村的资本积累换做城市的住房空

间，以及在城市的生活消费，从而直接导致了农村在人口、土地、资本方面的

衰退。 

 

02 乡村聚落重构的时空逻辑 

在讲解乡村聚落重构之前，孔老师还是先向大家分享了几个确立研究方法

的思路，并巧妙地将研究方法的确定类比为厨师做饭。替换性研究，孔老师也

说明了这是我们刚开始做研究最容易的一种方法，即看到别人做某一方面研

究，我们可以将研究方向做出同等替换，并形成自己的积累，就像有些厨师一

样为了做出不同于其他厨师的菜品，将原来用的鸡蛋换成鸭蛋；累积性研究，

我们将研究的内容和因子等进行叠加，例如从单光谱、双光谱、多光谱方向考

虑，尝试将宏观和微观结合在一起，多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即有可能产生彩虹；

简单加和性研究，做研究过程中，在我们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加一个要素，比如

在研究城镇扩展过程中，添加一个交通关系或者河流关系，即产生了城镇与交

通或者河流的新的研究方向；过于精专性研究，即对研究内容要求非常的高，

非常的专业，比如厨师做饭过程中的某些食材必须来自某一特定的区域或者动

物的某一特定的部位，才能做出美味的佳肴。 

 

图 4   研究的四种方法 

接下来，孔老师讲解了自己对乡村聚落的认识。乡村聚落在不同的地理空

间，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像无人机一样飞到高空，去鸟瞰这个城市，



可能很多居住区就变成了一个点或者很小的面，飞的再高一点，就会看到一个

镇域。同时，我们只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肯定会有所缺漏，我们就需要进行

落地式观察，而不同的观察层次也会依次体现出规划角度、居民点角度、建筑

结构角度。而从多角度进行考量，才能将研究做得透彻。此外，孔老师借用费

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一句话，城市是机械的团结，乡村是有机的团

结，说明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区别，即乡村更多是靠地缘和血缘维

持的一个聚落区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角度，孔老师开始调研农户们经常购

物、经常交流的社会网络，即确立基于地缘与血缘的空间联系。 

 

图 5   研究乡村的三个层次 

孔老师团队开始考虑怎样基于农户的社会联系和活动进行布局，他们开展

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调研活动，并收获了上千份问卷；然后通过问卷整理出农户

之间存在的联系，不同农户的联系类型是什么？活动目的是什么？以及活动联

系的频次；其中将农户实地进行联系的称作空间联系，将仅仅通过电话或者网

络联系的称作非空间联系，提出了一种基于农村社会网络联系进行乡村聚落重



构的新思路。 

图 6   空间联系和非空间联系 

03 乡村聚落重构的路径设计 

第三部分，孔老师讲述了路径设计的思路。在讲述了研究方法、方向等方

面的内容后，孔老师开始尝试加入工具即技术或者算法，并且提出不管是土地

优化还是农村居民点优化，这一定是多目标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

以去考虑它的适应性、紧凑度、社会联系网络的强度和强势度，一定是可以把

它综合起来的多目标函数，即可以实现多目标的协同优化，所以孔老师又去做

了这样一个协同优化的迭代运算，以及不同情境下不同目标之间的一种权重的

比对，在多次迭代后寻求出一个结果；相应的基于社会网络的联系也考虑进

去，之前所做的一定数量的东西也考虑进去，把目标函数也放进去，就会发现

原来前几年做的研究都没有走太大的弯路，并且逻辑层次性也体现了出来——

从数量到空间，后来发现网络社会的乡村网络是会影响乡村的数量和空间的，

又开始考虑将网络这一因素添加进去，试图通过技术的方法实现定量，然后将

影响网络的不同的影响因子作为函数公式放进去，再通过技术智能的方法来实

现它的优化和布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 

在做了一系列研究后，孔老师又开始回归思考一些本源的问题，发现无论

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展这些社会空间网络研究，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而从土地

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很多时候是和制度与政策相关的，比如十几年前没有

人去呼吁乡村振兴的问题，甚至几年前也并没有多少人去呼吁，直到近两年才

开始从国家层面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乡村衰退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大部

分乡村的衰退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乡村振兴永远只能是对部分地区部分

乡村的振兴，大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图 7   乡村空间演化和重组 

 



图 8   乡村制度改革 

 

04 研究层次的界定 

孔老师通过介绍自己在确立研究乡村方向过程中的问题与思考，向大家展

示了自己的逻辑思路，在最后的讲解内容中，又总结了做研究的几个层次，让

大家对科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孔老师谦虚地说到，自己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还

不算知识分子，他在加拿大的导师将读书人分为 4 个 level，最低的层次就是

teacher，而他将自己划分为知识的搬运工即 teacher 这个层次，即看到一些有用

的东西，将它搬运出来，给大家学一学；第二个层次是 scholar，正是我们许多

人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想做一个学者，想发一篇文章，希望能够在一个很靠谱

的期刊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然后 scholar 还做一件事，就是知识的分类，把看似

很繁杂的知识分成很有系统性的知识；第三个是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孔老

师幽默说到要 aim high 瞄的高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即使我们掉下来还至少是一

个 teacher，知识分子除了知识的翻译、体系的归纳，他还想去做一个知识的反

思，为社会不好的现象去振臂高呼，想去优化某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因为他觉

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四个最高层次 tinker 为思想家，他可以自成逻辑创造

一个体系。 

 



图 9   读书人的四个层次 

 

孔老师又说道，他后来做了一些研究，当看到别人文章，如果这个期刊还

可以，上面的公式又好复杂，自己都看不懂，一定很厉害，但是当自己看到很

多的定量分析后，包括很多复杂的模型之后，就会感觉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会发现这些也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的发展根本不是模型所能解决的；

然后会开始觉得定性的研究会有很多亮点，思想性的东西才会更具生命力，而

方法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去模仿。此外，孔老师还提到，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很难

去纠正，但是当我们有了惯性思维后，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上看下看侧

看，去考虑问题，就会发现原来看到的事情，看到的研究角度是真的不一样

的；所以科研这个过程是没有捷径的，只有按照这样一个多想、多思、多读、

多学的路径，才能让我们的逻辑慢慢变好。 

 

>>>互动交流 

提问人一：孔老师你好，请问怎么识别出乡村？以及怎样定义这个乡村是否

在衰退的？  

孔雪松：很好的问题，怎么样去识别乡村，其实是这样子的，在土地利用

图上，对于什么是城市和什么是乡村的地类编码已经是有了的，比如说 201 是

城市，202 是城镇，203 就是乡村居民点，在 2009 年我们做了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这个数据就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那么现在在做三调也一样，它的编码

都是有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遥感影像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遥感影像

图中城市之外的地区看作为乡村，但是很多乡村是看不出来的，这也是需要通

过提高遥感影像解译精度来进一步更好地识别乡村。 

另外一个问题，怎样界定乡村衰退，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通过二

调、三调的数据来看，乡村是没有衰退的，反而是增长的，是什么原因呢，我

后来思考了一下，以前乡村家庭结构存在四世同堂，至少三代人的家庭，然后

在农村里会出现大的家庭变为小的家庭，然后出现核心家庭，而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各个家庭尝试去扩建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农村区域，在房子方面甚至

出现了扩张，但农村人口从数据方面来看，是急剧减少的。 

  

提问人二：在研究居民点过程中，您提到之前研究用到 CA 模拟，这个您使

用逻辑 CA，还是用到了优化后的模型，您也提到了多智能体，用到了哪些软件；

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在规划城市过程中尝试去优化城市，那我们再去花费时间

精力资金去优化农村是否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孔雪松：很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偏技术，第二个问题偏社会性的思考。

关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用的还是回归分析的方法，但是当中不一样的是

我们用到 agent 多智能体，然后我当时涉及的是政府、企业和农户三个主体，

然后规则用的是简单的交互过程，当然现在看来还是有不太符合实际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体现出政府企业农户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就是规则方面我们

做了一个自己的设计，再和一般的逻辑回归结合起来，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方法

上并没有做一个太大的创新，但是把规则去做了一个改变，尤其是智能体的规

则，从农村居民的角度考虑。 

第二个问题，你说从规划的角度，城郊村很值得去动一动，而那些偏远的

乡村是不值得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回到我所说的，是我比较认同的一个

现象，就是现在讲乡村振兴，它永远只是部分地区和部分乡村的振兴，大部分

乡村走向一个消亡，或者说慢慢的一个消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

没有必要说为了一味的乡愁，非要把这个地方留住或把根留住，这实际上没有

太大意义，没有人你留它干吗？所以我觉得对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偏远的一些村

庄，如果说只有那么几个独立的，其实我们一样要去规划，就是我刚刚说的都

需要去考虑，既有中心村的，也有那些城郊村的，还有那些偏远的弱势村，我

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去考虑城镇体系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强势的村

落，可能我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去匹配水电路网；但是对于那些弱势村，我们同

样应该去考虑规划，农户是不是要搬出来，是不是搬到这些相对的集中区域，

有一部分是让它自然的消亡，这里也是需要去从规划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图 10   观众认真听报告 



 

图 11   观众提问 

 

图 12   孔雪松嘉宾（中间）与 Geoscience Café 团队成员合影留念 

 

GeoScience Café 以“谈笑间成就梦想”为目标，于每周五晚 7:00 在实验室四

楼休闲厅，邀请 1-4 位嘉宾，为大家带来学术报告或经验分享。报告内容包括摄

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导航与定位服务等研究方向，听众可在报告结束

后向嘉宾提问、与嘉宾交流探讨，同时每学期还会举办 2 期人文类讲座和 2 场导

师信息分享会。每期报告会根据嘉宾意愿在 B 站开设直播，使不能来到现场的听

众同步参与。报告 PPT 和视频会在征得嘉宾同意的情况下在 qq 群和 B 站上发

布。 



更多精彩内容（讲座预告、讲座回顾、报告 PPT、报告视频）敬请通过以下

方式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