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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综述

郭青海１ꎬ ２ꎬ ∗ꎬ仇铂添１ꎬ王鹏飞３ꎬＳｏｅｂｅｋｔｉ Ｃｈａｔａｒｉｎａ Ｒｅｇｉｎａ１

１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２ 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３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我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ꎬ新发展阶段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提出更高要求ꎬ乡村生态振兴既要提升生态环境质量ꎬ
又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ꎮ 在时代发展需求中ꎬ乡村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ꎬ概念内涵不断扩展ꎬ有必要对过去

２０ 年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ꎬ为美丽乡村建设、自然资源保护、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ꎮ 对中国乡村生态

学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ꎬ通过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ꎬ梳理了 ２０ 年以来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的发展脉络ꎬ提出人类感

知与社会需求的层级递进是推动乡村生态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ꎻ针对乡村生态热点ꎬ提出 ４ 个方面的研究趋势ꎬ即乡

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与预警、乡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乡村景观规划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

色化发展与可持续性ꎻ最后ꎬ围绕需求层级理论和乡村生态系统服务ꎬ构建了乡村生态学学科边界框架ꎬ强调在多学科交叉的基

础上ꎬ针对乡村生态研究的多层次多尺度的特征ꎬ重点开展乡村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生态多要素对乡村生态系统的综合作用

及其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ꎮ
关键词:乡村生态学ꎻ需求层级理论ꎻ生态系统服务ꎻ乡村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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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ꎻＭａｓｌｏｗ′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ꎻ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ꎻｒｕｒ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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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ꎮ 随着乡村人口的增长ꎬ在自然生态系统基质中嵌入的乡村聚落斑块不断增多ꎬ以乡村聚落及其周边

农田、林地等景观类型形成的人工、半人工生态系统成为继自然生态系统之后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ꎬ乡
村生态学应运而生ꎬ并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３—５]ꎮ

我国在 ２０２１ 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ꎬ对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

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ꎮ 当前以生态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ꎬ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面临着社会－
生态系统发展失衡的挑战ꎮ 乡村生态环境面临着自然生态要素、生物多样性等的破坏ꎬ以及资源过度消耗和

环境污染等的问题与挑战ꎬ亟需解决与完善[６]ꎮ 这些现实需求和存在的矛盾冲突赋予了乡村生态学更多的

内涵ꎬ促使乡村生态学在乡村生态治理、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ꎮ
上世纪 ７０ 年代ꎬ欧洲学者最早提出农村生态的概念ꎬ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寻找农村环境质量、农业结构、

农村发展等问题背后的关联性ꎬ以探究农村变化中种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所在[７—８]ꎮ ８０ 年代以来ꎬ国内兴起农

村生态的研究ꎬ主要关注产业发展问题及环境治理[９]ꎮ １９８５ 年ꎬ全国农村生态环境情报交流会以农村产业与

农村环境为议题ꎬ提出农村生态系统是由以人为主的村镇生态系统与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态系统组成ꎬ
应将更多新兴学科引入研究当中[１０]ꎬ为乡村生态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１９９９ 年ꎬ周道玮提出乡村生态学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这一概念ꎬ强调乡村自然资源的保护、活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ꎬ以具有生命特征的村落为

对象ꎬ研究其形态、结构、内部行为等ꎬ探究环境与村落之间的相互影响[１１]ꎮ ２００８ 年ꎬ杨小波出版«农村生态

学»ꎬ以构建农村生态系统为主线ꎬ探究农村人口、环境、能源、文化、景观等要素对整体系统的影响[１２]ꎮ ２０２１
年ꎬ王松良等提出乡村生态学ꎬ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学科ꎬ探索三农互融、协调发展的生态关系ꎬ围绕农业

价值评估、组织形式革新、乡村资源利用、耕作方式创新四个方面构建可持续乡村生态系统[１３]ꎮ
本研究中的乡村是指以人居聚落作为主体ꎬ包括房屋建筑群、生活生产设施等ꎬ且具有一定的劳动人口、

组织结构、农业特征以及自然资源禀赋ꎬ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ꎮ 国内乡村生态研究成果日益丰富ꎬ
学者们主要通过结合村落研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ꎬ包括制订县域生态保护规划、实施生态保护工程ꎬ提升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质量[１４]ꎮ 景培清等[１５]对黄土高原地区构建自然生态系统的风险评价体系ꎬ建议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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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潜力易控制区ꎬ继续开展生态工程ꎬ平原农耕区需严格落实土地占补平衡政策ꎬ提高农田质量ꎮ Ｈｏｕ
等[１６]和 Ｗａｎｇ 等[１７]对乡村水生态进行安全区域评价ꎬ分析基于灰色关联法对区域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ꎬ
提出生态安全水平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ꎮ

乡村生态学关注乡村生态系统及其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ꎬ研究范畴涉及村落系统的所有要素ꎬ包括

村落中的人群以及各种社会关系ꎬ重点研究乡村聚落生态系统多要素的共生共存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等[１８—２０]ꎮ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ꎬ从文献发表趋势、作者与研究团队、研究方向和热点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ꎬ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现乡村生态学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ꎬ揭示乡村生态学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ꎬ在乡村生态

学演变规律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趋势ꎬ最后提出乡村生态学研究的概念框架ꎬ为我国乡村生态学研究提供参

考与理论依据ꎮ

１　 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采集

为探讨生态学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ꎬ以“乡村生态”、“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景观生态”、“农田

生态系统”、“美丽乡村”、“村庄建设”、“农村建设”、“乡村环境治理”和“乡村振兴”等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中核心合集进行检索ꎬ设置主题(Ｔｈｅ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文献类型:(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 国家 /
地区:(ＣＨＩＮＡ)ꎬ时间范围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ꎮ 乡村生态研究引起学者广泛关注是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ꎬ所以本

文检索时间起始定在 ２００１ 年ꎮ ＣＮＫＩ 的检索范围设置为:ＳＣＩ 来源期刊、ＥＩ 来源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 等数据ꎬ加上生

态类具有代表性的 ３ 种期刊«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生态学杂志»ꎮ 通过以上操作进行检索ꎬ并对文

献的标题、摘要和研究内容进行筛选、查重等处理ꎬ最终筛选得到与本主题相符的 １６５８ 篇中文文献与 １６９８ 篇

英文文献为样本(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乡村生态研究等主题文献为研究对象ꎮ 首先ꎬ对收集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ꎬ获得基础数据ꎬ再借

助科学知识图谱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文献引文数据分析软件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ꎬ展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文献互引、学科分

布等信息ꎬ并重点对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然后结合文献内容对可视化结果进行探讨ꎬ通过

分析样本数据ꎬ计算出文献在被引量、引用量、作者等方面的信息ꎬ并以可视化图形的方式呈献ꎬ进而探究研究

热点与发展脉络ꎬ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ꎮ

２　 乡村生态学研究现状

２.１　 乡村生态学研究总体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间ꎬ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期刊上每年发表中国乡村生态主题相关的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１)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期间ꎬ乡村生态领域的研究发文量平稳增长ꎬ在 ＣＮＫＩ 发表的文献数量多于在 ＷＯＳ 期刊数

据库中的发文量ꎬ但发文总量均较少ꎻＣＮＫＩ 上发表增长率高时 ＷＯＳ 发表增长率低ꎬＷＯＳ 发展增长率高时

ＣＮＫＩ 发表增长率低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间ꎬ乡村生态研究处于较快发展阶段ꎬ学者在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发表论文的

数量比较接近ꎬ呈现出国内外发文增长率同步的节奏ꎮ
２０１７ 年底ꎬ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ꎬ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ꎮ ２０１８ 年中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部署ꎬ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ꎬ极大推进乡村振兴工作ꎮ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乡村生态领域的研究文献快速增长ꎬ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在国外期刊发文量高于国内发文

量ꎬ尤其是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在 ＷＯＳ 的发文量(４０２ 和 ４４１ 篇)明显高于在 ＣＮＫＩ 的发文量(２９３ 和 ２６０ 篇)ꎬ
呈现出中国乡村生态研究的国际化态势ꎮ

４２９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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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在 ＣＮＫＩ和 ＷＯＳ 年发文量及增长率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Ｎ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ＣＮＫＩ: 中国知网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ＷＯＳ: 检索数据库 Ｗｅ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　 研究文献发表情况

２.２.１　 国内期刊发表统计

(１)核心作者

通过对 ＣＮＫＩ 期刊作者及研究团队分布统计ꎬ借助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可视化分析软件生成作者词共现关系图ꎬ
分析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团队合作关系(图 ２)ꎮ 中文期刊 １６５８ 篇样本数据中ꎬ文献作者有 ３２４７
位ꎮ 每个圆圈代表不同的文献作者ꎬ相互之间连接的曲线代表作者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ꎮ ５ 种不同的颜色表

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ꎬ红色表示作者关键词频率最高ꎬ然后依次是橙色、黄色、绿色和蓝色ꎮ 作者之间的合作

频率越高ꎬ之间的连线颜色就会以黄色、橙色、红色等显示ꎮ
图 ２ 显示ꎬ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刘彦随团队(２４ 篇)ꎬ时间跨度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与他合作最多的

作者是王永生和李玉恒等ꎮ 其次是来自龙花楼团队ꎬ时间跨度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与其合作最多的作者是

戈大专和屠爽爽等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发表 １１ 篇文献的李裕瑞团队和吴文良团队ꎬ以及 １０ 篇文献的李玉衡团

队ꎬ他们构成了中国乡村生态研究的国内核心研究力量ꎮ
(２)核心期刊

根据对样本数据中文献发表期刊统计分析ꎬ１６５８ 篇文献共涉及到 ３７９ 种期刊ꎮ 依据刊载数量ꎬ列出了发

文量大于 ３０ 的排名前 ８ 的期刊分布(表 １)ꎮ
通过表 １ 数据分析ꎬ«生态学报»的发文量居首位ꎬ与乡村生态研究相关的文献有 ８２ 篇ꎬ占样本总数的 ４.９５％ꎬ表

现出«生态学报»作为乡村生态研究的主流期刊地位ꎮ 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最高的是«地理研究»ꎬ达到

７.４９９和 ４.９９７ꎬ但该期刊主要收录的是乡村自然地理、测绘、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等理论与机制的论文ꎮ
２.２.２　 国际期刊发表统计

(１)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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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作者词共现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Ｃｏ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ｏｒｄｓ

通过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软件分析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献的质量ꎬ采用本地数据集中被引用次数(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ꎬＬＣＳ)、数据库中总被引用次数(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ꎬＧＣＳ)、本地数据集中参考文献的数目(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ＬＣＲ)、引用 ＷＯＳ 数据库中参考文献的数目(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ＬＣＲ)等 ４ 个参数得到综合排名

前 ５ 位的高质量论文(表 ２)ꎮ 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中科院的 Ｌｉｕ Ｙａｎｓｕｉ(刘彦随)ꎬＬＣＳ 为 ３ꎬＧＣＳ 是 １５６ꎬ被同

行认定为该研究领域内的重要文献ꎬ远超过排在其后 ４ 位的 ＧＣＳ 总和值ꎮ 该文主要讨论中国新常态下土地

利用政策的战略调整ꎬ指出未来土地开发中ꎬ通过土地工程和土地整治ꎬ优化城乡空间结构ꎬ注重城乡协调发

展ꎬ提出各级政府应继续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工作ꎬ并因地制宜地研究不同部门的土地利用[２１]ꎮ
(２)核心期刊

根据对样本数据中发表国际期刊统计分析ꎬ１６９８ 篇文献共涉及到 ４２７ 种期刊ꎮ 依据刊载数量ꎬ列出了发

文量排名前 ８ 的期刊分布ꎬ见表 ３ꎮ 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上发表论文数量高居第一位ꎬ达到

１４５ 篇ꎬ占样本总数的 ８.５４％ꎬ该期刊 ２０２０ 年影响因子是 ３.２５１ꎮ 该期刊是由 ＭＤＰＩ 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关于环

境、文化、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开放性学术期刊ꎬ发表述评和原创性研究等文章ꎮ 其次是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分别为 ７９ 篇、６７ 篇和 ６２

６２９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篇论文ꎮ 三者都属于 ＪＣＲ１ 区期刊ꎬ２０２０ 年影响因子分别是 ７.９６３、９.２９７ 和 ５.３９８ꎮ

表 １　 乡村生态研究领域期刊分布(发文量≥３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ｓｕ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

排序
Ｎｏ.

期刊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文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收录数据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２０)

复合影响因子
(２０２０)

综合影响因子

１ 生态学报 ８２

ＣＡ 化学文摘(美)(２０２０ 年)ꎬ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日) (２０１８ 年)ꎻＰж
(ＡＪ) 文摘杂志(俄)(２０２０ 年)ꎬ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来源期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ꎬ北京大学«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ꎮ

４.３５５ ２.９８６

２ 应用生态学报 ４７

ＣＡ 化学文摘(美)(２０２０ 年)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日) (２０１８ 年)ꎻＰж
(ＡＪ) 文摘杂志(俄)(２０２０ 年)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度)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３.５０４ ２.４４４

３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４３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 (日) ( ２０１８ 年)ꎬ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度)ꎬ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来
源期刊(扩展版)ꎬ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来源期刊ꎮ

２.８０１ １.８０８

４ 城市规划 ３８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 (日) ( ２０１８ 年)ꎻ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度)(扩展版)ꎻ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年)来源期刊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３.２１７ １.６０７

５ 地理研究 ３２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 (日) ( ２０１８ 年)ꎻ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度)ꎻ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来
源期刊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７.４９９ ４.９９７

６ 农村经济 ３１ 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来源期
刊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３.５１８ ２.２１９

７ 环境保护 ３１

ＣＡ 化学文摘(美)(２０２０ 年)
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来源期
刊(扩展版)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
期刊ꎻ

２.５１２ １.４３７

８ 城市发展研究 ３０

ＪＳＴ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 (日) ( ２０１８ 年)ꎻ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度)(扩展版)ꎻＣＳＳＣＩ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年)来源期刊ꎻ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来源期刊:

２.９０６ １.５３３

对表 ３ 中国际期刊样本数据进行分析ꎬ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管理、自然

资源保护、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生物多样性等热点研究方向ꎮ 也有学者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影响ꎬ指出城市农村边缘地区ꎬ土地利用变化往往会削弱和简化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２２]ꎮ

３　 乡村生态学研究内容

３.１　 研究热点

通过样本文献中的关键词形成关键词共现网络ꎬ对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展示ꎮ 在文

献计量学中ꎬ关键词的共词方法常用来确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ꎬ然后采用共现关系构

造任两点之间的边ꎬ以此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主要热点ꎮ 本研究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数据分析软件对文献

关键词进行词共现分析ꎬ具体步骤为:首先将中英文文献数据分别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ꎬＴｅｒｍ Ｓｏｕｒｃ 选择 Ｔｉｔｌｅ(题

７２９６　 １７ 期 　 　 　 郭青海　 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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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摘要)、Ａｕｔｈ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作者)、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ｕｓ(关键词)ꎻ其次把时间切片(Ｙ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设
置为 １ꎬ节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选择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ꎻ然后在剪枝算法 Ｐｒｕｎｉｎｇ 中选中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和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ｓｌｉｃ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来简化网络并突出其重要的结构特征ꎮ

表 ２　 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献质量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ｂ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 标题 Ｔｔｔｌｅ /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ＣＳ ＧＣＳ ＬＣＲ ＣＲ

１ Ｌｉｕ ＹＳꎬ Ｌｉ ＪＴꎬ Ｙａｎｇ Ｙ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 ＭＡＹꎻ ７４: ５—１４ ３ １５６ ０ ６６

２ Ｌｉａｎ ＨＰꎬ ＬｅｊａｎｏＲＰ.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 Ｌａｎｄ￣Ｌｏｓｔ"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ＳＥＰꎻ ６１: １—１０ ２ １９ ０ ４７

３
Ｙａｎ ＪＭꎬ Ｘｉａ ＦＺꎬ ＢａｏＨＸ.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５ ＡＵＧꎻ ４８: ４６—５４

２ ４６ ０ ４３

４

Ｌｉｎ Ｔꎬ Ｓｕｎ ＣＧꎬ Ｌｉ ＸＨꎬ Ｚｈａｏ Ｑ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ＧＱ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Ｃ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ＡＰＲꎻ ４６: ２２—３０

２ １９ ０ ４５

５
Ｚｈｏｕ Ｄꎬ Ｘｕ ＪＣꎬ Ｌｉｎ Ｚ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ｕｌｔｉ￣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ＪＡＮ １５ꎻ ５７７: １３６—１４７

２ ５９ １ ７７

　 　 ＬＣＳ:本地数据集中被引用次数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ꎻＧＣＳ:数据库中总被引用次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ꎻＬＣＲ:引用本地书籍中参考文献的数目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ꎻＣＲ:引用 ＷＯＳ 数据库中参考文献的数目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表 ３　 文献发表国际期刊分布(发文量≥３０)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ｕ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

排序
Ｎｏ.

期刊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文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收录数据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４５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３.２５１
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７９ ＳＣＩ、ＳＣＩＥ、ＥＩ ７.９６３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６７ ＳＣＩＥ、ＥＩ ９.２９７
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６２ ＳＳＣＩ ５.３９８

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３６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３.３９０

６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５ ＳＳＣＩ ５.３６９

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３４ ＳＣＩＥ、ＥＩ ４.９５８

８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３３ ＳＣＩ、ＳＣＩＥ、ＥＩ １４.９８２

　 　 ＳＣＩＥ: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ｅｎｄｅｄꎻＳＳＣ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ꎻＥＩ:工程索引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同一个或同一类关键词在发表的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ꎬ表明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是为研究热点[２３]ꎮ
由图 ３ 和图 ４ 可知ꎬ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生态学相关研究与表 ４ 列出的前 １０ 位中英文文献的高

频关键词相似性较高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ꎬ中介中心性超过 ０.１ 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２４]ꎮ 由表 ４ 所示ꎬ国内研究

的热点关键词中ꎬ“乡村生态”在中文文献里出现频次是 ３３３ 次ꎬ英文文献里出现频次是 ４０３ 次ꎮ 其次是可持

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和农田生态系统等关键词ꎬ反映出乡村生态研究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ꎬ现阶段乡村生

态系统研究的政策导向明显ꎬ阐明乡村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变化ꎬ关注乡村本身具有的自然资源属性ꎬ
探讨乡村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的服务功能[２５—２８]ꎮ

此外ꎬ乡村发展、乡村景观和新农村建设等关键词出现频率也较高ꎬ相关研究表现出围绕乡村本身所具有

的自然资源环境特征ꎬ以乡村生态规划管理与自然环境保护为目的ꎬ维持村庄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功能及村

庄对人类所提供的服务功能等ꎬ反映乡村生态学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密不可分ꎮ
综上所述ꎬ乡村生态学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农业生态、乡村景观生态、乡村生态系统等方面ꎬ在乡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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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英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图谱

Ｆｉｇ.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０

图 ４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云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ｌｏｕｄ ｍａｐ

振兴实践中探索农民、农村和农业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生态发展路径ꎮ
３.２　 研究前沿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构建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剖析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前沿ꎮ 其中ꎬ突现值 Ｂｕｒｓｔ 是指在

特定时段范围内ꎬ某关键词被引频次大幅上升或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加ꎬ突发性节点强度代表该节点的突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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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的高低ꎬ强度大的突发性节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前沿[２３]ꎮ 具体操作如下:Ｔｅｒｍ Ｔｙｐｅ 类型

选 Ｂｕｒｓｔ Ｔｅｒｍｓ、节点类型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选 Ｋｅｙｗｏｒｄꎮ 在弹出的新窗口里ꎬ不必等迭代结束ꎬ点击 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Ｖｉｅｗ
视图ꎬ就可以得到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 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ꎮ

表 ４　 前 １０ 位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中、英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排序
Ｎｏ.

出现频次
Ｃｏｕｎｔ

中介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排序
Ｎｏ.

出现频次
Ｃｏｕｎｔ

中介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１ ３３３ ０.１１ ２００１ 乡村生态 １ ４０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３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 １５３ ０.１７ ２００２ 可持续发展 ２ ２３８ ０.１９ ２００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３ １１４ ０.１５ ２００１ 农田生态系统 ３ ２１４ ０.１１ ２００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 １０２ ０.２２ ２００５ 乡村治理 ４ １８７ ０.１０ ２００７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５ ７１ ０.２３ ２００１ 生态系统 ５ １６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８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６８ ０.１１ ２０１８ 乡村振兴 ６ １４７ ０.１１ ２００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７ ５７ ０.１４ ２００２ 乡村发展 ７ １３８ 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８ ５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８ 乡村地域系统 ８ １１５ ０.１６ ２００８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９ ４８ ０.１０ ２００３ 乡村景观 ９ １１３ ０.１４ ２００６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１０ ４３ ０.１５ ２００６ 新农村建设 １０ １０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５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图 ５ 中归纳了前 １９ 个中英文关键词突现词图谱ꎮ 其中突现强度最大的是“乡村振兴”ꎬ 高达 ６２.６ꎬ具有

明显的政策导向性ꎬ反映出我国目前乡村生态前沿研究紧扣社会发展需求ꎬ集中在生态系统管理、自然资源保

护、农作物种植及其影响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ꎬ目标导向明确ꎬ即维持村庄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功能和村庄为

人类提供的服务功能[２９—３０]ꎮ 另外ꎬ美丽乡村、农田生态系统、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等突变强度较大ꎬ分别为

１７.１２、１５.９８、１５.９ 和 １４.９２ꎬ也是乡村规划设计领域和乡村生态学的前沿研究ꎮ

图 ５　 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

Ｆｉｇ.５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ｌｏｕｄ 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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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现时间上分析ꎬ“乡村振兴”出现时间比较晚ꎬ开始于 ２０１８ 年ꎬ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ꎮ ２０２１ 年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和建设共同富裕ꎬ可以预见乡村生态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前沿领

域ꎮ “农田生态系统”主题词出现时间最早ꎬ且持续时间最长ꎬ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ꎬ共 １３ 年ꎮ 另外ꎬ“乡村生

态旅游”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持续时间接近 １０ 年ꎮ 此外ꎬ结合最新发表的文献分析ꎬ乡村政策生态效应、乡
村生态振兴路径等ꎬ也是乡村生态的研究前沿ꎮ

２０００ 年以前ꎬ我国在农业方面主要针对农地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措施ꎬ此后对于农业、农田的系统性认

识十分迫切ꎬ掀起国内学者对农业生态系统研究的热潮ꎬ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ꎮ
随着城乡关系从二元分割到协调发展ꎬ乡村开始由“受城市支配地位”向“同城市竞争地位”发展ꎬ突破了工农

业关系这一城乡互动的唯一驱动力[３１]ꎮ 城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乡村发展ꎬ一个显著变化现象是城乡居

民旅游目的地部分开始由城市转移到乡村[３２]ꎮ 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ꎬ另一方面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旅游产业发展ꎬ乡村生态旅游研究在我国兴起并逐渐成体系[３３]ꎮ 生态旅游带动的乡村建设具有明显的

城市化倾向ꎬ同时在外来投资推动下的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大量出现ꎬ乡村成为首要的碳源[３４]ꎬ并且出现了伪

生态ꎬ甚至破坏生态的现象[３５]ꎮ 乡村作为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ꎬ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区域[３６]ꎬ
在乡村生态环境日益严重以及城乡关系亟待改善的背景下ꎬ需要生态学探索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环

境良性互动的环境保护型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ꎬ协调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ꎮ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乡村生态学进行阐释可以是这样的:生态环境与财富积累并非“零和”博弈、此消彼

长的关系ꎬ而是协同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ꎮ
３.３　 研究趋势

从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５)分析得出乡村生态研究前沿呈现出向社会￣经济￣生态复合型研究发展的

态势ꎮ 按关键词先后出现时间进行排序ꎬ可以将乡村生态研究大致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ꎬ第一个阶段是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年ꎬ乡村生态研究偏向农田或者乡村生态系统本身结构、过程和功能研究ꎬ以及针对性的乡村生态旅游

方面ꎻ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ꎬ这段时间乡村生态研究趋向综合性ꎬ体现在村庄规划、可持续发展、生态

文明方面ꎻ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ꎬ乡村生态注重乡村景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领域ꎬ这一阶

段既是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乡村生态的时期ꎬ也是乡村生态建设从数量增长到乡村生态质量提升的阶段ꎮ 乡村

生态环境ꎬ尤其是东部地区在生态治理和保护基础上ꎬ提升乡村生态景观品质ꎬ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环境的需求ꎬ突出体现在乡村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ꎮ 生态景观被赋予更多文化和美学内涵ꎬ乡村景观感

知设计和营造将人的需求现实化ꎬ从而提高生态福祉和生态价值ꎬ促进生态系统与人类需求的供需平

衡[３７—３９]ꎮ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ꎬ人类的需求是有方向性和递进结构的ꎬ在满足或实现给定的需求后ꎬ人
们将有一个新的需求[４０]ꎮ 根据马斯洛人类需求理论ꎬ祁文莎等[３９] 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各类型之间存在层级关

系ꎬ支持服务提供满足人类生理需求的基本物质需求ꎬ供给服务提供直接物质需求ꎬ调节服务满足人类生态安

全需求ꎬ文化服务满足基于人类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ꎮ ４ 种服务以金字塔式层次上升ꎬ从基础的物质供

给到精神服务ꎬ生态系统服务共同为人类带来持续效益ꎮ
乡村生态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在时间脉络上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ꎬ即乡村生态实践和研究是随着人们需

求层次的提升而发生改变ꎬ人们不断增长的对乡村生态生活环境的需求驱动了乡村生态学的不断发展ꎮ 在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今天ꎬ乡村生态学研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局限ꎬ展现出在生态治理、
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生态消费等多个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ꎮ 基于这样的分析认知ꎬ我们提出乡村生态学在

４ 个方面的研究趋势ꎬ即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与预警、乡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乡村景观规划

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发展与可持续性ꎮ
３.３.１　 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与预警

面对农村环境问题愈发呈现出的复杂性、全面性、扩展性和流动性特征ꎬ急需相应创新环境治理的体制和

机制ꎬ建构起系统、完整和多元共治的体制机制和实践模式ꎬ全面提升乡村环境治理的体制效能和机制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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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军等[４１]从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的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切入ꎬ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的乡民驱动与价值

濡染回应价值维度要求ꎬ探索创新和完善乡村环境治理机制ꎮ 强调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有赖于明确清晰

的治理流程和治理细则ꎬ具备可操作性的规范化标准与程序ꎬ利于实现乡村生态服务功能[４２]ꎬ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细化与摸索ꎮ 彭震伟等[４３]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 ＭＯＤＩＳ 数据构建的绿度 ＮＤＶＩ、热度 ＬＳＴ、湿度 ＷＥＴ 和

干度 ＮＤＳＩ 四个指标ꎬ生成长时间序列的遥感生态指数 ＲＳＥＩ 数据集ꎬ完整刻画了中国 ２０００ 年以来生态状况

的时空连续变化格局ꎮ 并进一步采用遥感云计算定量评价 ２０００ 年以来生态状况变化的宏观格局ꎬ以期为国

土空间管控和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持ꎮ 目前ꎬ我国生态环境预警研究在研究理念、技术体系的构建、社会服务

维度和广度等方面与国际预警体系要求尚有较大差距ꎮ 因此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精细化研究ꎬ并重

视提升风险受众对预警信息接收能力、接受和响应能力ꎬ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接轨ꎬ使生态环境预警

研究成果可为精准化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实践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撑[４４—４５]ꎮ
３.３.２　 乡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ꎬ解决农村突出生态环境问题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ꎬ需要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的

完善和支持[４６]ꎮ 农村生态环境评价和目标责任体系ꎬ可以列入对各级政府部门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的重要考核内容ꎻ同时ꎬ结合当地实际ꎬ在产业规划中优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ꎬ确保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

管理相协调[４７]ꎮ 因此ꎬ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研究范式转换和实践模式转型ꎬ不仅要基于宏观视角探索治理原

则和改革方向的生态愿景ꎬ而且要深入乡村生态治理的实践进而寻求治理逻辑的全面转向ꎮ 以乡村生态治理

的法制化、制度化与程序化来实现乡村善治的生态愿景ꎬ推动法治体系的乡村深耕和生态监督督查、绿色政绩

考核等体制机制的转型建构[４８—４９]ꎮ
３.３.３　 乡村景观规划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

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农业ꎬ我国所拥有的农业文明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５０]ꎮ 生态景观建设

需要融合了生态环境与空间规划的综合学科ꎬ主要通过景观单元的结构调整和构建来改善景观生态系统的功

能和效率ꎬ目标在于设计出与土地相和谐的方案ꎬ创建一个环境健康、可持续生产与生活的景观[５１—５２]ꎮ 与此

同时ꎬ生态景观建设旨在利用现有的设施、趋势ꎬ引入生态元素和绿色基础设施ꎬ实现生态景观的服务功

能[５３—５４]ꎮ 也有学者提倡用当代哲学和生态学来分析传统生态智慧蕴含的生态美学、生态发展观和社会生态

功能ꎬ构建新型人地关系的生态伦理ꎬ把被动适应的传统生态智慧发展成为主动共生的当代生态文明[５５]ꎮ 深

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ꎬ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分布￣互动￣竞争￣演化模型等规划

乡村景观和乡村生态文化建设[５６]ꎮ 林明水等[５０]和蔡晶晶等[５７]研究指出ꎬ加强景观生态研究ꎬ关注的重点从

土地利用扩展到与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生态系统服务等内容的相结合ꎬ更好地将人的感知和福利同土地

利用、生境质量、文化遗产与保护、优良的民风民俗和生态安全结合起来[５０—５７]ꎮ
３.３.４　 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发展与可持续性

绿色发展和发展绿色化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革ꎮ 翟向坤等认

为[５８—６０]ꎬ坚持农业绿色生产ꎬ倡导绿色生活方式ꎬ推进消费领域绿色化ꎬ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方式绿色转型ꎬ是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举措和路径选择ꎮ 作为乡村生态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事业

发展中最广大、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关联主体ꎬ以利益分享为导向来动员和激发广大农村群众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ꎬ进而以不同形式或在不同维度的不同环节积极参与到乡村生态振兴工作之中ꎬ对加快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和共享美丽乡村发展成果意义重大ꎮ 目前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加强农村生态产品开发ꎬ推进农业碳汇产业发

展ꎬ构建农村全产业链发展格局ꎬ实现建设和美化乡村生态宜居环境[６１]ꎮ 研究表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生态

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的新陈代谢在能源和材料的流动方面不断变化ꎬ证明农村和城市存在着环境正义

的全球运动ꎬ如“生态不平等交换”或“生态足迹”等[６２—６４]ꎮ 因此ꎬ为提升目前国内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ꎬ应集

中在水质、水量、人均占地、产业结构、环保投入和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６５]ꎬ构建生态环境物联网框架ꎬ实现农

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可持续发展ꎮ

２３９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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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讨论

３.４.１　 乡村生态学学科边界

乡村生态学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发展态势ꎬ其理论基础包括景观生态学[６６ꎬ６７]、景感生态学[６８]、农业生态

学[６９]、乡村社会学[７０]等多学科的理论ꎮ 目前对乡村生态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ꎬ本研究所指的乡村生态

学是以乡村聚落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ꎬ研究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形态、结构、功能、过程、人类行为等的特征及

其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ꎬ以及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ꎬ实现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体系ꎮ

乡村生态学研究对象具有多层次、多尺度的特征ꎬ可以划分为乡村要素、乡村聚落、乡村景观三个维度ꎬ通
过对乡村动态ꎬ如农业发展、人口活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变化ꎬ分别在三个维度中进行分析ꎬ揭示不同要素对

乡村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ꎬ同时建立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以供乡村生态建设参考ꎮ 在此基础上ꎬ根据“需求—
生态系统服务—福祉”之间的层级关系ꎬ通过在地实践建立生态感知类信息库探明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ꎬ在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ꎬ有针对性的满足居民的需求ꎬ进而提升居民生态福祉ꎮ 在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ꎬ
面向未来乡村发展构建乡村生态学学科边界(图 ６)ꎮ

图 ６　 乡村生态学学科边界框架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４.２　 乡村生态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乡村生态学的使命在于揭示乡村生态系统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并用以指导乡村生态建设ꎮ 乡村生态学将

承载建设美丽乡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体系ꎬ即融合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知识体系ꎬ形成三者的和谐关系ꎬ
达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ꎮ 当前生态经济化的实践日益丰富ꎬ人们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ꎬ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ꎬ但是学术界的研究还不能明确回答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ꎬ不能阐

明乡村生态价值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实现路径和过程ꎬ也不能在理论上清晰指明生态系统服务与乡村共同

富裕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ꎮ 在乡村有序复杂的系统中ꎬ经济活动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不断ꎬ往往生态保护处

于劣势ꎮ 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ꎬ生态保护的地位得到提升ꎬ甚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重要性超过经济活

动ꎮ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决策需要多种能够将生态、社会和经济指标等综合纳入乡村振兴的工具和方法ꎻ
在经济结构调整以适应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如何将生态影响纳入经济发展决策ꎬ这一点尤其重要[７１]ꎮ 乡村生

３３９６　 １７ 期 　 　 　 郭青海　 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乡村生态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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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价值需要在与乡村经济活动的协调共生中得以保护和实现ꎬ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分析方法针对乡村生态振

兴与乡村生态价值之间的联动耦合机制的研究是解决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冲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ꎮ

４　 结论

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和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可视化分析软件ꎬ对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国内学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的文

献进行发展阶段、发表趋势、作者与研究团队力量、研究热点和前沿等方面分析ꎬ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过去 ２０ 年乡村生态研究大致分为平稳增长期、同步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 ３ 个阶段ꎮ 从关键词突现

图谱来看ꎬ乡村生态研究呈现出从自然科学单一型研究逐渐向社会￣经济￣生态复合型研究发展的态势ꎮ
(２)国内学者在国际期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和国内期刊«生态学报»上ꎬ发表乡村生态学的成果最丰富ꎬ内

容包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源保护、生态景观和乡村生物多样性等ꎬ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

响ꎬ强调乡村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ꎬ聚焦乡村生态振兴制度体系、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发展、
建设和美化乡村生态宜居环境等ꎮ

(３)乡村生态学未来研究重点和趋势突出表现在乡村生态环境精细化治理与预警、乡村建设中的生态环

境政策和制度、乡村景观规划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发展与可持续性等 ４ 个方面ꎮ
然而ꎬ需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乡村生态学研究的方向较为分散ꎬ文献密度不高ꎬ由于部分数据获取限

制ꎬ导致相关文献研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ꎮ 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理论基础ꎬ丰富乡村生态学领域研究ꎬ以广阔

的视角融合多元研究成果从而指导乡村生态实践ꎮ 为此ꎬ本文提出了“需求—生态系统服务—福祉”以及“要
素—聚落—景观”的乡村生态学研究框架ꎬ基于景观生态学、景感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群落生态学ꎬ以及乡村

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ꎬ希望探讨乡村复合生态系统中人口特征、组织结构、农业发展以及自然资源禀

赋等多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ꎬ最终形成系列评价指标体系ꎬ丰富乡村生态学体

系ꎬ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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