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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中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态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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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村庄社会经济子系统在乡村社会生态网络中的地位等级与未来发展潜力，提出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概念，并以生态

位的“态”“势”理论为基础，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引力模型结构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厦门岛外 ２６０ 个行政村的社会经济生态

位进行计算。 研究发现：（１）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态”值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厦门岛外村庄“态”值得分较高的村庄多聚集于

厦门岛外南部与同安工业区。 （２）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的“势”值高低受地理空间与资源禀赋共同作用，厦门岛外“势”值得分

较高的村庄集中在自身发展条件优越且地理位置处于区域核心位置的同安工业区与靠近厦门岛的集美大学城区。 （３）相比自

然子系统，乡村社会经济子系统更强调村庄之间的互动性，社会经济生态位得分中 ４ 个行政区村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集

美区＞同安区 ＝翔安区＞海沧区。 研究为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位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与传统生态位的计算方

法相比更加强调村庄在实际发展中的互动性与带动作用，可以为村庄发展规划与居民福祉研究提供科学基础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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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ｆａ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最初应用于自然界中各生物种群、群落与生态系统的研

究［１］。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群落与乡村聚落在自然界基质中嵌入的斑块数量不断增加，以城市与

乡村为代表的人工、半人工生态系统成为继自然生态系统之后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城市生态学与乡村生

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２—４］。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昆明全国城市生态学术讨论会提

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建议城市生态研究对象上要从以物与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５］，人类福祉

成为城市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研究的首要目标［６—８］。
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城市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以人类活动为主导［９］，包含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与

经济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彼此依托、相辅相成［１０］，因其内部结构的庞大与复杂性，有学者逐渐提出以景观生

态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而探讨可持续城市与人类福祉的实践途径［１１—１２］。 在城市与乡

村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服务⁃生态位研究体系中（图 １），自然子系统为社会子系统提供二次加工的基础物质

条件，经过加工的产品通过经济子系统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进行调控分配并生成经济效益，所得经济效益

通过进一步调控社会资源、改善自然环境向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进行逐级正向反馈，以此不断循环改善

居民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人类福祉的目标。 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社会子系统与经

济子系统为合理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起着关键作用，为与自然环境子系统区分，本文统

称为社会经济子系统，与之对应的生态位称为社会经济生态位。
生态位一词最初由 Ｊｏｈｎｓｏｎ 在 １９１０ 年提出，认为“同一地区的不同物种可以占据环境中的不同生态

位” ［１３］，此后诸多学者对生态位进行了概念阐述与定义［１４—１６］。 １９８８ 年，王如松先生将生态位理念应用于城

市生态学，提出“一个城市或任何一种人类栖境给人类活动所提供的生态位为城市生态位，是指它所提供给

人们的或可被人们所利用的各种生态因子（如水、食物、建筑……等）和生态关系（如生产力水平、生活质量

……等）的集合” ［１７］。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城乡社会经济生态位定义为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子系统

所能提供的或可被人们利用的社会服务与经济条件水平及城市乡村物种间相互作用关系与所处地位。 社会

经济生态位代表着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现状，更高社会经济生态位的城市与乡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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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结构⁃服务⁃生态位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ｉｃ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研究社会经济生态位有利于更合理高效的调控分配自然资源、改善城乡居民水

平，促进城乡聚落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福祉打下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
生态位态势理论［１８］认为生物单元的生态位应包含“态”和“势”两个方面，两者综合体现了特定生物单元

在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１９］。 近年来，态势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位研

究领域［２０—２２］，以城市或乡村“态”和“势”两方面的属性来综合表征城市或乡村现状发展水平及其与其他城市

与乡村区域相比所具有的地位等级［２３］。 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态”值的计算中，常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维

度选取指标进行指标体系建立与计算［２４］。 在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势”值的计算中，主要依据各城市或乡村历

年来多个指标的增长量与增长率以代表其发展潜力［２５］，并依此与“态”值结合，利用数学模型对城乡复合生

态系统生态位进行计算。 但“势”值计算方法更多关注城乡区域的未来发展潜力，忽视了城乡区域在城乡生

态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小，因此其计算的生态位结果较为偏颇。
本研究从厦门市岛外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展开。 厦门地域范围小，乡村与城市区域连接紧密，空间分离不

明显，与传统村落相比发展模式差别较大，受城市化进程影响极大，此类乡村具有一定城市特征，具体表现为：
（１）第一产业占比低，不以农业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２）人口流动大，外出务工人口与进村务工人口

数相当，并因此衍生出较多餐饮与住宿服务等第三服务业；（３）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乡村文明度与创新度较

高。 由于这类乡村的特征与城市的特征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可称为城市化乡村［２６］，研究厦门岛外乡村复合生

态系统可为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乡村聚落发展的未来模式提供指引。 本文在社会经济生态位的计

算中从社会⁃经济⁃人口三个维度进行指标选取，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引力模型，相比传统村庄生态位的

计算更注重各村庄点在整体村庄生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科学评估村庄各自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生态位

等级。 本文为研究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可以为村庄发展规划与居民福祉提

供科学基础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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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对象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与漳州、泉州相连，地处闽南金三角中部，是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亚热

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 ２１℃左右，地形以滨海平原、台地和丘陵为主。 厦门市陆地面积

１６９９．３９ｋｍ２，海域面积 ３９０ｋｍ２左右，本文的研究范围为岛外的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与翔安区四区，共计 ２６０
个村庄，总占地面积为 １５４１．６３ｋｍ２，如图 ２ 所示。 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岛外四区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１７２％、人口数量增长 １２７％；增长量分别占全市增长量的 ４６％与 ６０％，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不断增加，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呈正向演替态势。

图 ２　 厦门市岛外四区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文中采用的数据分析指标主要包括 ３ 大类 １６ 小项：
（１）社会经济数据：２０１７ 年厦门市农经统计站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中总人口、非农产业人口占比、外

出务工人口占比、劳动力人口占比、农村经济总收入、村集体经营收入、农民人均收入、非农产业产值占比、村
总支出、耕地面积 １０ 项指标，表征各行政村经济收入、人口聚集与产业发展状况。

（２）公共服务设施 ＰＯＩ 数据：２０１７ 年厦门市岛外村庄教育资源类、医疗保健类、出行服务类、风景名胜类、
生活服务类 ５ 类与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数量，表征村庄公服设施分布水平与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
（３）村庄距离数据：经爬取从百度地图获得厦门市岛外各行政村两两之间驾车行驶公里数，表征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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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距离。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主成分分析

由于初步选取指标较多，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较为主要且相互独立的指标进行筛选并进行权重配

比。 主成分分析法在社会经济统计分析中应用非常广泛，其目的是使在高维空间中的研究样本通过降维得到

简化，并尽量保留原变量的信息量［２７］。 主成分分析权重确定的步骤如下［２８］：
（１）利用极值法对指标标准化。 设 ｍ 个指标 ｎ 个村庄对象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Ａ ＝ ａｉｊ( ) ｍ×ｎ ，对其归一化

后得到 Ｒ ＝ ｒｉｊ( ) ｍ×ｎ 。
（２）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Ｒ。
（３）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４）计算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Ｗｉ 。
（５）计算组成分载荷 ｌｉｊ 。
（６）计算权重 Ｗ２

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中，经过步骤 ４ 可以确定出指标体系中第二层的权重值；
通过步骤 ５ 的因子载荷图分析，可以确定出第一层指标的权重，由此指标体系权重得以确定。
２．２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城市群与乡村聚落空间作用关系等领域［２９—３０］，用以计算不同质量与发展水平的物

质之间其相互作用力及作用关系，在乡村聚落中可有效地反映出行政村聚落中各个行政村所具有的发展潜力

及其地位与作用，因此本文选用其计算结果作为指标来度量社会经济生态位中的“势”值。 文中的引力模型

计算公式为：

Ｆ ｉｊ ＝
Ｋ ｉ Ｋ ｊ

ｒｉｊ ２

其中，Ｆ 为各行政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力；ｉ，ｊ 为第 ｉ 和第 ｊ 个行政村；Ｋ 为各行政村的乡村发展水平得分；ｒ 为行

政村之间的驾车行驶距离。
２．３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ＳＮＡ）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网络组织结构分析［３１］，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将其

引入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分析，考察城市群的整体网络密度特征、密度与结构［３２］。 本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中的核心边缘分析分析厦门市岛外各行政村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态”值与“势”值，最终对 ２６０ 个行政村进

行生态位等级分级。
“核心⁃边缘”模型能区分出网络结构的核心区与边缘区，核心区行动者之间联系紧密，构成凝聚子群［３３］，

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边缘区行动者相互之间存在较少的关系或不存在关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不利

地位［３４］。 本文依据“核心⁃边缘”模型对村庄相互作用强度矩阵进行核心度计算，以此识别村庄所具有的社会

经济生态位大小，并进行分级。

３　 分析结果

３．１　 社会经济生态位“态”值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指标进行筛选及权重计算，最终提取 ８ 项指标建立乡村发展

水平指标体系（表 １），为厦门岛外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态”值的计算提供基础。 指标体系的建立依据为：总
方差解释率为 ８４．６４％，ＫＭＯ 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０．７２８，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 ０，表明可对该指标体系

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行权重确定，结果具有可信度。 最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结果中的方差贡献率、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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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与主要特征根进行指标权重计算。

表 １　 指标权重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ａｂｌｅ

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指标大类
Ｍａｉｎｃｌａｓｓ

指标子类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指标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乡村发展水平（ｙ） 人口 总人口（ ｘ１ ） ０．１０１５０９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非农产业人口占比（ ｘ２ ） ０．０４９３２７
劳动力人口占比（ ｘ３ ） ０．０９７６４８

经济 农村经济总收入（ ｘ４ ） ０．１３０６５５
非农产业产值占比（ ｘ５ ） ０．１５０７２４
医疗保健（ ｘ６ ） ０．１５９３８６

社会 交通出行（ ｘ７ ） ０．１４６６５５
科教文化（ ｘ８ ） ０．１６４０９５

图 ３　 厦门岛外四区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态”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依据指标权重（表 １）对厦门岛外乡村发展水平进

行得分评价，绘制岛外乡村社会经济生态位“态”等级

分布图（图 ３）。 从岛外四区村庄群落演替角度来看，集
美区村庄演替已到达较为成熟的阶段，聚集度极高，区
内村庄整体划分为界限明显的 ＩＶ、ＩＩＩ、ＩＩ 级村庄；其次

为海沧区与同安区，区内村庄发展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聚

集性，同安中部与同安、集美南部 ＩＶ 级村庄组团正在形

成；翔安区村庄群落生态演替处于初级演替阶段，发展

水平各异，且优势村庄无聚集。 从岛外村庄发展水平分

布情况来看，厦门岛外乡村社会经济生态位“态”值高

低受地理位置条件影响较大，在海沧、集美、同安三区，
村庄“态”值分布等级由南向北整体上表现出由 ＩＶ 级

向 Ｉ 级逐级降低的趋势。
３．２　 社会经济生态位“势”值

将乡村发展水平得分与各行政村之间距离数据代

入引力模型，可计算出行政村两两之间相互作用强度，
将结果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中进行空间分析，得到厦门岛

外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势”值分布图（图 ４）。 从村点

出发的连线越多，线条越粗，代表该村在整体村庄社会经济生态网络中影响作用越大，地位越高，村庄发展潜

力越大，“势”越良好。 如图 ４ 所示，厦门岛外乡村社会生态网络层级分布，ＩＶ 级联系强度村庄在集美南部与

同安中部成聚集态势，其分布结果与同安工业区（图 ４Ａ 点）、集美区大学城区（图 ４Ｂ 点）地理位置一致，依据

其作为人口密集区能流量大的特点成为衔接厦门岛与岛外其他村庄的枢纽；ＩＩＩ、ＩＩ 级联系强度村庄在除厦门

北部山区外的区域分散分布，承担起吸引局部流量，促进组团发展的作用；厦门北部地区村庄连接线稀疏，基
本为 Ｉ 级联系强度，势值较低。
３．３　 社会经济生态位等级性与分布

将厦门岛外村庄相互作用强度矩阵代入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进行核心度计算得到乡村社会经济生态位，利用自然

断裂法分为 ４ 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生态位所处级别越高，如图 ５ 所示。 厦门岛外乡村社会经济生态位等级

受地理位置条件影响强烈，表现优越的 ＩＶ 级村庄共 ５ 个，集中于同安区；ＩＩＩ 级村庄有 ５７ 个，围绕厦门岛环形

分布，呈现中心向两翼延伸的格局；ＩＩ 级村庄有 ９７ 个，在 ＩＶ、ＩＩＩ 级村庄外围蔓延分布；最外围村庄等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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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个 Ｉ 级村庄围绕研究区域边界片状分布，多集中于厦门同安北部山区地带。 与“态”值分布结果不同，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所计算的社会经济生态位更注重村庄在社会经济网络中的等级性与其对周边村庄的带动性，
处于研究区域中心位置的村庄拥有更大的辐射范围与影响频度，因此所识别的翔安片区 ＩＩＩ、ＩＩ 级社会经济生

态位村庄比海沧更多，区级尺度整体表现更好，从地理位置所影响的厦门岛外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分布结果

而言，南部优于北部，中心优于外围。

图 ４　 厦门岛外 ４ 区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势”值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５　 社会经济生态位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图 ６　 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等级关系图

Ｆｉｇ．６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从研究区域整体村庄分布等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图 ６），因资源的有限性、人口产业的流动性与

信息的交互性，不同等级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村庄间带动关系（高对低）与促进关系（低对高）同时存在，同等级

的村庄中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也同时存在。 图 ７ 显示了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在态值和势值变化时所处的分

布状态，社会经济生态位等级越高的村庄，其所占有的人口、经济、产业与地理位置等社会资源得分也更优异。
尤其是同安区朝元村、碧岳村、阳翟村、潘涂村、祥桥村这 ５ 个 ＩＶ 级村庄占据了最多的优质资源并且快速发

展，以信息流动与产业效应对周边的村庄形成带动作用。 低等级的村庄通过与高等级村庄的资源置换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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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等级的村庄在同种类的资源争夺效应中会产生竞争关系，在各自拥有的不同资源类型时会形成合作

关系共生发展；距离越近，村庄间的相关关系越强，反之越弱。 最终通过村庄的生态演替与动态效应，形成等

级梯度明显，联系紧密的村庄网络组团。

图 ７　 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分布状态

Ｆｉｇ． ７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３．４　 统计指标分析

对岛外四区村庄“态”值、“势”值和社会经济生态位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与标准差四项指标以及各

指标得分排名前十的村庄进行统计，由表 ２、表 ３ 可知，“态”值得分中 ４ 个行政区村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

为集美区（０．３２）＞海沧区（０．２８）＞翔安区（０．２７）＞同安区（０．２３），排名前十的村庄分别为三秀山村、潘涂村、锦
园村、石塘村、阳翟村、前场村、凤林美村、上头亭村、铁山村、西亭村，集美、同安与海沧分别占比 ６０％、３０％与

１０％，集美区村庄整体表现最佳，同安区村庄得分离散度为 ０．１，差异性最大因此整体得分最低。 “势”值得分

中 ４ 个行政区村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集美区（０．７９）＞翔安区（０．６１） ＞同安区（０．５６） ＞海沧区（０．３２），排
名前十村庄为新厝村、西山村、朝元村、双岭村、下溪头村、古庄村、碧岳村、洪塘村、锄山村、杏林村，同安、集美

与翔安分别占比为 ７０％、２０％与 １０％，集美区村庄表现最优，同安区由于工业聚集区村庄与北部山区村庄得分

差异较大因此排名靠后，翔安区因地理位置优于海沧区，因此排名较为靠前，海沧区村庄整体得分最低。 社会

经济生态位指标中 ４ 个行政区村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集美区（０．４２） ＞同安区（０．３６）＝ 翔安区（０．３６） ＞
海沧区（０．１８），排名前 １０ 的村庄分别是祥桥村、潘涂村、阳翟村、碧岳村、朝元村、杜桥村、凤岗村、凤林美村、
浒井村、叶厝村，同安区与集美区各占比 ７０％与 ３０％，集美区虽整体发展水平最优但最大值村庄分值 ０．８７ 低

于同安区 １．９１，同安区中部村庄表现优异但北部村庄发展水平较低（图 ６）离散性最大，因此与翔安区村庄整

体发展水平并列第二，海沧区村庄整体得分最低。

４　 讨论

４．１　 乡村“态”值分布的不均衡性

同一区域不同物种发展水平由生物种自身生长能力与地理条件影响在长时间序列中积累形成，并随着区

域的群落演替形成物种自身的种群动态变化，因此生态位“态”值的不均衡性是长期伴随物种进化过程的，它
代表着同一群落中不同物种的发展现状［３５］。 在基于生态位的河西走廊县域城市竞合关系研究中，由于各城

２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市的资源占有程度不同，其生态位“态”值大小也有所不同［１９］，与其结果相似，在厦门岛外乡村社会经济生态

系统中，不同村庄“态”值分布也具有不均衡性（图 ３）。 厦门岛外村庄“态”值在岛外整体尺度上表现为发展

水平较高的村庄多聚集于厦门岛外南部与同安工业区，其聚集较多受岛内辐射带动与自身发展条件影响。 在

各区尺度上表现为同一区内不同村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由于同一生境内同一物种发展水平不仅受外在环境

的影响，也受生物自身条件的限制，村庄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与外在环境激发，善于利用自身资源并且在周围

环境中占据优良发展态势对村庄发展水平高低更为关键。

表 ２　 分析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ｂｌｅ

区名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态值得分
“Ｓｔ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势值得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社会经济生态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区名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态值得分
“Ｓｔ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势值得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社会经济生态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海沧区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１８ 同安区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３ ０．５６ ０．３６

Ｍａｘ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３２ Ｍａｘ ０．５８ ３．１６ １．９１

Ｍｉｎ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８ Ｍｉｎ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２

Ｓｔｄ ｄｅｖ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０６ Ｓｔｄ ｄｅｖ ０．１０ ０．５１ ０．３３

集美区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３２ ０．７９ ０．４２ 翔安区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７ ０．６１ ０．３６

Ｍａｘ ０．４７ １．９３ ０．８７ Ｍａｘ ０．４０ １．４７ ０．７３

Ｍｉｎ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０６ Ｍｉｎ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６

Ｓｔｄ ｄｅｖ ０．０６ ０．３８ ０．２１ Ｓｔｄ ｄｅｖ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１４

表 ３　 优势村庄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序号
ＩＤ

区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村名
Ｖｉｌｌａｇｅ

“态”值得分
‘Ｓｔａｔｅ’ ｓｃｏｒｅ

区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村名
Ｖｉｌｌａｇｅ

“势”值得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ｏｒｅ

区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村名
Ｖｉｌｌａｇｅ

社会经济生态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ｉｃｈｅ

１ 同安区 三秀山村 ０．５７７ 同安区 新厝村 ３．１５６ 同安区 祥桥村 １．４７８

２ 同安区 潘涂村 ０．４７４ 同安区 西山村 ２．４３９ 同安区 潘涂村 １．１６７

３ 集美区 锦园村 ０．４７０ 同安区 朝元村 ２．２０７ 同安区 阳翟村 １．１２１

４ 海沧区 石塘村 ０．４６０ 集美区 双岭村 １．９２７ 同安区 碧岳村 １．１１６

５ 同安区 阳翟村 ０．４４３ 同安区 下溪头村 １．８５０ 同安区 朝元村 １．０３９

６ 集美区 前场村 ０．４３６ 同安区 古庄村 １．８４１ 同安区 杜桥村 ０．８９４

７ 集美区 凤林美村 ０．４３４ 同安区 碧岳村 １．７１４ 同安区 凤岗村 ０．８９３

８ 集美区 上头亭村 ０．４０６ 同安区 洪塘村 １．４７６ 集美区 凤林美村 ０．８７２

９ 集美区 铁山村 ０．４０３ 翔安区 锄山村 １．４７３ 集美区 浒井村 ０．８４７

１０ 集美区 西亭村 ０．４０１ 集美区 杏林村 １．４３９ 集美区 叶厝村 ０．８３６

４．２　 乡村“势”值受地理空间与资源禀赋共同作用

生态位“势”值代表生物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潜力与在群落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高“势”值的物

种在群落中地位更高，拥有更丰厚的资源与发展条件，村庄“势”值高低除受自身自然资源所影响的发展潜力

外，也受地理条件的强烈影响。 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内，地理位置越处于区域中心位置且自身条件优越的城市

与乡村聚落，拥有更良好的与周边城镇的互动力与影响力，辐射能力越强，在未来越具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与

环渤海经济圈城市生态位评价中政治地位高、地理条件优越的城市拥有更高的生态位相似［３６］，厦门岛外发展

潜力最高的村庄也集中在自身发展条件优越（图 ４），且地理位置处于岛外区域核心的同安工业区，其次为靠

近厦门岛的集美大学城区，在厦门北部山区则多成单线联系，村庄影响力最弱。
４．３　 乡村社会经济子系统强调村庄之间的互动性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高生态位生物种更重视物种的生存能力与竞争力［３７—３８］。 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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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生态系统，则更重视高生态位村庄的带动力与合作力。 高生态位的城市与乡村复合生态系统拥有更完

善的生活服务，提高区域村庄整体发展水平，改善人居生活条件，是进行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位研究最终的

目的与意义。 厦门岛外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共分为四级，表现优越的 ＩＶ 级村庄均集中于同安区；ＩＩＩ、ＩＩ 级村

庄围绕厦门岛环形分布，Ｉ 级村庄多集中于厦门同安北部山区地带，等级最低（图 ５）。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所

研究的厦门岛外乡村社会经济生态位更注重村庄与周边村庄的互动（表 ２），拥有良好发展条件靠近厦门岛区

域的集美区表现最优，位于中心位置且受工业区带动性强的同安区与自身发展受限但拥有较多区域偏中心位

置村庄的翔安区次之，最后为发展良好但位置较偏的海沧区，厦门北部山区整体表现最弱。

５　 结论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乡村发展评价指标对厦门岛外乡村发展水平即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态”进行

得分评价，引入村庄距离数据与引力模型对村庄未来发展潜力与其在村庄社会生态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即社

会经济生态位的“势”进行分析，最后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厦门岛外区域村庄的社会经济生态位进行分

级。 研究结果发现地理空间是影响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的首要条件，它影响着村庄自身发展机遇及其与周边

村庄的相互作用频度；资源禀赋是影响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的次要条件，它决定同一地区内不同村庄的生长

能力、发展潜力及其与周围村庄的相互作用强弱；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所计算的社会经济生态位更注重村庄在

社会经济网络中的等级性与其对周边村庄的带动性，处于研究区域中心位置的村庄拥有更大的辐射范围与影

响频度，各行政区村庄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海沧区。 引入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对厦门岛外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经济生态位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社会经济生态位⁃“态”值⁃
“势”值的三维关系图可直观展现村庄社会经济生态位在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分布状态。 厦门岛内城市化

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驱动的产业转移与人口流动使得岛外村庄具有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快速转型

的特性，本研究中指标选取主要考虑的是乡村产业转变过程中的衡量指标，将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经

济子系统对应的生态位定义为社会经济生态位，并开展相关分析，为今后城乡生态位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

化的研究思路，但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开展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结合的整体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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