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４ 卷第 １６ 期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６
Ａｕｇ．，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ＪＪ２０２３ＬＨ０７２０）；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２１ＪＬＥ３２３）；哈尔滨师范大学 ２０２２ 年社会服务能

力提升项目（１３０５１２３１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８；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４⁃０６⁃２４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ｘｈ４４０＠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３１１２８２５９４

陈晓红，谷岳，潘玮，王颖，牟金明，李悦．基于抵御⁃吸收⁃更新的乡村韧性系统协调发展特征与动态响应机制———以黑龙江省为例．生态学报，
２０２４，４４（１６）：６９７６⁃６９８８．
Ｃｈｅｎ Ｘ Ｈ， Ｇｕ Ｙ， Ｐａｎ Ｗ， Ｗａｎｇ Ｙ， Ｍｕ Ｊ Ｍ， Ｌｉ Ｙ．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４（１６）：６９７６⁃６９８８．

基于抵御⁃吸收⁃更新的乡村韧性系统协调发展特征与
动态响应机制
———以黑龙江省为例

陈晓红１，∗，谷　 岳１，潘　 玮２，王　 颖１，牟金明１，李　 悦１

１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５

２ 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１０

摘要：乡村韧性是乡村巨系统的基本属性，构建基于韧性发生学的“抵御⁃吸收⁃更新”研究框架，可以为乡村韧性系统持续协调

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科学测度与审视黑龙江省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特征及其动态

响应过程，对于提升乡村系统应对外界复杂多重扰动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黑龙江省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的县域数据，运用熵

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ＰＶＡＲ 模型等方法刻画了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动态响

应机制。 结果表明：（１）黑龙江省乡村韧性子系统“抵御⁃吸收⁃更新”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大部分处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

与勉强协调的阶段。 （２）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地形平坦的松嫩平原及三江平原地区或靠近主城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县

域。 （３）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是“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贡献程度差异较大，更新能力＞
抵御能力＞吸收能力。 （４）更新能力子系统的提升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响应最为显著，是实现乡村韧性系统均衡发

展的首要目标；抵御能力与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影响程度较小，是实现乡村韧性系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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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乡村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各种地质灾害、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来

自外界的突发事件干扰和乡村空心化、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破坏等系统自身问题的现实挑战，乡村衰败问

题难以避免［１—２］。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２０２３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６６．１６％，仍有近 ４．８ 亿人为乡

村人口。 然而，由于乡村长期位于城乡发展中的次要地位，乡村发展起点低、短板多，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党

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乡村具有战略性地位。 “二十大”报告也提出“‘黑天鹅’、‘灰犀牛’等
事件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挑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因此，提升乡村规避多重扰动冲击能力是协调乡村地区

发展与安全、提高乡村活力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乡村韧性系统是将社会、经济、生态等各类要素耦合的典型异质空间，其演化特征由于复杂性与异质性成

为地理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 乡村韧性概念明显不同于城市韧性，驱动因素各不相同［３］，包
括抵抗、适应和转型的能力［４］。 ２００７ 年，韧性概念被引入乡村研究领域，乡村韧性的研究得以发展。 乡村韧

性研究目前主要分为 ５ 个方面：①乡村韧性概念探究。 乡村韧性概念从均衡韧性向演化韧性过渡［５］，相关研

究多针对外界对单一系统的干扰，例如喀斯特荒漠地区草地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韧性［６］；演化韧性则突出乡村

韧性系统发展过程，注重乡村系统的系统交互与要素流动［７］，总结为包含抵御、适应、转型的三方面能力［８］，
与脆弱性［９］、复原力概念相似。 ②乡村韧性理论框架构建。 理论框架可大致分为单一系统框架和复杂系统

框架，包括“暴露⁃脆弱性⁃应对能力” ［１０］、 “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制度” 关键领域框架［１１］、“压力⁃状态⁃响
应” ［１２］系统框架等。 ③乡村韧性测度评价。 乡村韧性测度往往通过质性评估与定量分析两大类方法展开。
质性评估主要采用问卷调查［１２］、采访与访谈等手段，对微小尺度、短时间内的乡村韧性进行评估，调查对象多

为农户、个体［１３—１４］；定量分析基于乡村韧性理论框架的多维特点，从乡村韧性的特征要素［１５］、能力维度［１６］、
结构组成［１７］、应对行为［１８］等不同角度下的多种组成构建相应评价体系，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１９］、乡村多样

性指数［２０］、综合指数法［２１］、函数模型法［２２］等方法进行测度研究。 ④乡村韧性驱动力剖析。 乡村韧性内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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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非物质要素作为乡村抵御风险的基础［４］，对于乡村韧性驱动力的研究也多从外源和内核的双重作用下

展开［２３］，其中包括乡村韧性内部单一要素如乡村企业及乡村产业发展［２４］、乡村精英移民［２５］ 等或者生态、经
济、社会等内部子系统组成部分［１］。 同时，国外更多学者对乡村系统外部扰动对乡村韧性影响进行探讨，人
类行为、政治政策［１３， ２６—２７］和自然灾害［２８］成为外部驱动力选取的主流。 ⑤乡村韧性优化路径探索。 针对乡村

韧性的优化路径也根据系统内部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不断得到扩充，包括人的行为作为媒介［２９］、高声望人群领

导与激励［４］ 等乡村主体性［３０］ 主观能动发挥与政府发展政策［２７］、数字乡村建设［３１］ 等外部客观条件助力等。
当前乡村韧性研究相对于城市韧性研究开展较晚，研究内容多集中于乡村韧性评价测度、优化提升等，对于乡

村韧性系统组成内部相关机理的研究较为匮乏，没有深入关注乡村系统面对扰动前、中、后阶段的差异化响应

特征，对乡村系统应对外界扰动的动态过程性与内部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关注不够。
乡村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其在面对外界扰动时存在动态发生过程，包括“抵御⁃吸收⁃更新”三个阶

段，已将乡村韧性系统划分为“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３２］。 因而，本文以黑龙江省为例，将韧性发生学

理论引入乡村韧性研究，基于县域统计与遥感数据，构建乡村系统韧性的过程性分析框架，综合评价了乡村韧

性的“抵御⁃吸收⁃更新能力”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挖掘“抵御⁃吸收⁃更新”子系统相互作用机制，拓展我

国乡村韧性研究视角，为建立我国乡村系统韧性理论研究体系提供可靠依据，满足当前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

战略需要，为乡村发展抵御多重扰动稳固根基，更为我国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１　 乡村韧性研究框架

乡村韧性作为乡村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属性［１２］，乡村韧性系统协调发展是乡村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问题。 提升乡村韧性可以有效增强乡村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协调性。 本文将乡村韧性定义为乡村系统

在应对外界多重复杂扰动时，利用要素、结构、功能来抵御、吸收、更新，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性行为

能力。
乡村韧性系统内部由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资源要素组成，并与外界扰动产生强烈的交互响应，根

据响应过程可以分为“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图 １）。

图 １　 乡村韧性系统概念内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乡村韧性系统在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和扰动后，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会呈现出吸收能力的差异，经过系统内

部的动态调整，实现乡村系统的更新。 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于乡村韧性系统，彼此之间紧密结合，并具有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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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深入理解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更新能力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以及动态响应过程［２， ３３］，是实现乡

村韧性系统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 抵御能力反映的是乡村系统在面临外界扰动冲击时，凭借自身要素与组成

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而通过对系统内部的调整与适应，来维持当前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即为吸收能力；最后通

过学习与转型，最终实现乡村韧性系统的改变与升级，并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外界冲击的即为更新能力。 一方

面，抵御能力反映当前系统削弱外界扰动对系统影响的水平，其最终对乡村韧性系统要素与组织产生的变化，
是引起吸收能力子系统主动调整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首要原因，也推动更新能力子系统进行学习与转型；另一

方面，更新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的完善使乡村韧性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态，随后抵御能力子系统

与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响应过程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因此，“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映

射关系，相互协同又相互制约，单方面提升其中一个子系统能力，会导致乡村韧性系统失衡。 因此，有必要对

乡村韧性系统中“抵御⁃吸收⁃更新”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

辑，为破解各类乡村问题，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基于此概念内涵，本研究侧重于以下方面：（１）在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从“抵御⁃吸收⁃更新”三

个子系统对整个乡村韧性系统进行划分，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明确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２）以
乡村韧性耦合协调水平为基础，构建乡村韧性各子系统的 ＰＶＡＲ 模型，并在模型中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揭示了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方向及强度。

图 ２　 乡村韧性系统抵御⁃吸收⁃更新耦合协调研究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ＤＧｓ：可持续发展目标；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ＣＬＣＤ：中国年度土地覆盖数据集

２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部，以山区与平原为主（图 ３）。 ２０２２ 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 ７７６３ｔ，占全国粮

食总产量的 １２．４％，连续十三年位居全国第一。 同时，东北地区作为世界三大黑土产区之一，黑龙江省典型黑

土耕地面积 １．０４×１０５ｋｍ２，占东北地区总面积的 ５６．１％，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黑龙江成为我国的农业

大省，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担，乡村地域作为农业发展的承载，其发展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同

时，黑龙江省乡村地域除粮食安全、黑土保护之外，还面临着人口流失等问题的严峻考验，２０２０ 年七普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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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黑龙江省常住人口较六普期间减少 ６４６．３９ 万，成为人口流失最多的省份，乡村地区人口流失更加严重。
而且，黑龙江省乡村地区频繁出现乡村空心化、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面对外界复杂扰动，如何

构建基于“抵御⁃吸收⁃更新”的强韧机制是黑龙江省以及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重点问题。

图 ３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首先使用熵值法对乡村韧性系统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更新能力子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再构建乡村韧

性系统中“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的耦合度模型：

Ｃ ＝ ３ ×
ＤＥ ｉ × ＡＢ ｉ × ＲＥ ｉ

ＤＥ ｉ ＋ ＡＢ ｉ ＋ ＲＥ ｉ(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３

（１）

ＤＥ ｉ ＝ ∑
ｍ

ｉ ＝ １
Ｗｉ１ ＤＥ′ｉ ， ＡＢ ｉ ＝ ∑

ｍ

ｉ ＝ １
Ｗｉ２ ＡＢ′ｉ ， ＲＥ ｉ ＝ ∑

ｍ

ｉ ＝ １
Ｗｉ３ ＲＥ′ｉ （２）

式中， Ｃ 为耦合度； ＤＥ ｉ 为抵御能力子系统； ＡＢ ｉ 为吸收能力子系统； ＲＥ ｉ 为更新能力子系统；Ｗｉ１ 、Ｗｉ２ 、Ｗｉ３ 表

示权重，各指标权重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出； ＤＥ′ｉ 、 ＡＢ′ｉ 、 ＲＥ′ｉ 表示描述乡村韧性抵御能力子系统、吸收能力子

系统、更新能力子系统特征的指标。
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对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其公式为：

Ｄ ＝ （Ｃ × Ｔ）
１
２ 　 　 　 　 （３）

Ｔ ＝ αＤＥ ｉ ＋ βＡＥ ｉ ＋ γ ＲＥ ｉ （４）
式中， Ｔ 为乡村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数； α 、 β 、 γ 为待定系数，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确定待定系数都为 １ ／ ３。
通常，协调度可分为 １０ 种类型（表 １）。

表 １　 耦合协调度类型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ｙｐｅ ｌｉｓｔ

极度失调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严重失调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中度失调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轻度失调
Ｍｉｌ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濒临失调
Ｂ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勉强协调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初级协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级协调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良好协调
Ｇｏｏ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优质协调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３］ （０．３，０．４］ （０．４，０．５］ （０．５，０．６］ （０．６，０．７］ （０．７，０．８］ （０．８，０．９］ （０．９，０．１］

２．２．２　 面板向量自回归（ＰＶＡＲ）模型

本文构建关于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的“抵御⁃吸收⁃更新”子系统之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 ＰＶＡＲ 模型进

行研究。 与 ＶＡＲ 模型相比，ＰＶＡＲ 模型可以有效克服微观数据短缺和时间跨度较短的问题，同时可以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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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变量都视为内生变量，充分考虑变量之间的关系。
ＰＶＡＲ 模型的数学形式一般为：

ｙｔ ＝ Ａ１ ｙｔ －１ ＋ … ＋ Ａｐ ｙｔ －ｐ ＋ Ｂ ｘｔ ＋ εｔ （５）
式中， ｙｔ 是内生变量； ｙｔ －１ ，…， ｙｔ －ｐ 表示 ｙｔ 的滞后期； ｘｔ 是外生变量； Ａ１ ，…， Ａｐ 表示 ｙｔ 的待估系数； Ｂ 是 ｘｔ 的

待估系数； εｔ 是随机扰动项。 ＰＶＡＲ 模型转化为矩阵为：
ｙ１ｔ

ｙ２ｔ

︙
ｙｋｔ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Ａ１

ｙ１ｔ －１

ｙ２ｔ －１

︙
ｙｋ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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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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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ＢＸ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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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２ｔ

︙
εｋｔ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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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６）

式中， ｙ１ｔ ，…， ｙｋｔ 作为内生变量，可以同期相关，而 ｙ１ｔ －１ ，…， ｙｋｔ－ｐ 作为滞后变量均在等号右边，因此不会出现

同期相关问题，ＯＬＳ 仍然是有效的。
２．２．３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考虑到乡村韧性系统的动态性特征，根据韧性发生过程，以时间为轴，从“抵御⁃吸收⁃更新”三个阶段评估

乡村韧性，并遵守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原则进行指标选取，从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更新能力三

个维度，根据乡村韧性的选取原则（图 ４）共选取 １９ 个指标，以此构建了乡村韧性的评价体系表（表 ２）。

图 ４　 乡村韧性系统的选取原则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其中，抵御能力反映乡村系统在遭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暴露风险时，抵抗干扰的即时能力，结合当前黑龙

江省面临的黑土地保护过程中水土流失的保护困境，乡村地区人口流失、老弱化问题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背景选取作为对应系统内的扰动指标；吸收能力指标反映系统遭受干扰后的适应和调整

能力，指标选取包括植被、地貌等生态本底方面，以及经济利用效率和风险应对能力，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

社会建设水平、营养水平等，利用当前系统建设和发展现状以适应与应对外界变化；更新能力反映乡村韧性系

统通过自我更新与调整，最终达到系统的新平衡状态，本质上是指系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采用生态

保护水平、农业科技水平、交通可达性、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医疗水平等指标进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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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一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含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乡村韧性 抵御能力 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 ０．０３３４１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土地污染程度（－） 化肥使用强度 ０．００１４３

农业生产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１００５７

产业结构问题（＋）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 地区生产总值 ０．０３２５５

人口流失程度（－） 总人口减少率 ０．０２３４４

粮食安全（＋） 人均粮食拥有量 ０．０７０９５

吸收能力 地貌条件（－） 地形起伏度 ０．０２１３７

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指数 ０．００６７７

经济效率（＋）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８３２８

农业用地效益（＋） 每单位农林牧渔用地的产值 ０．１１６０５

风险安全（＋）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０．１４２１８

施建设水平（－） 每单位 ＧＤＰ 的农村用电量 ０．００１９１

营养水平（＋） 人均猪牛羊肉产量 ０．０８３７８

更新能力 生态保护水平（＋） 湿地面积增加比 ０．０４９９８

农业科技水平（＋） 每单位 ＧＤＰ 的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０８３０２

交通可达性（＋） 道路面积比 ０．０４４０４

收入水平（＋） 乡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５９０３

医疗水平（＋） 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疗床位数 ０．０２４６０

教育水平（＋） 每万人在校中学生数量 ０．０２１６６

２．２．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黑龙江省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时间尺度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因时间跨度较长，故选取 ５
年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研究。 本文数据源包括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气候与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 ３ 种类

别，其中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 ＣＬＣＤ 土地利用数据集，ＤＥＭ 数据、ＮＤＶＩ 数据、降水数据来源于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区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采用指数平滑法填补部分相关缺失统计数据。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特征分析

黑龙江省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协调程度在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除
２００５ 年外，只有少部分县域处于失调阶段（Ｄ≤０．４），２００５ 年处于失调状态的县域有 ４６ 个，占比为 ７３．０２％，但
其中大部分处于轻度失调阶段；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０ 年处于失调状态县域占比分别为 ２１．８８％、４．６２％与

１．５１％，其中 ２０２０ 年仅有 １ 个县域处于失调状态，这是由于其耦合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 ２０２０ 年耦合度的均

值最高，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黑龙江省乡村韧性“抵御⁃吸
收⁃更新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的整体水平较低，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黑龙江省乡村韧性子系统耦合协调

度均值分别为 ０．３０４、０．３９３、０．４５８ 与 ０．５５９，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且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乡村韧性三个

子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从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转变的趋势，总体来看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四个年份中处于轻

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状态县域占比分别为 ２０．９３％、３８．７６％、２２．０９％和 １３．５７％，而处于中级

协调状态和严重失调状态的县域占比仅为 １．１６％，处于重度失调状态的县域占比为 １．９４％。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耦

合协调度最低值为 ２００５ 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耦合协调度仅为 ０．１７０，为严重失调状态，最高值为 ２０２０
年饶河县，耦合协调度值为 ０．７３４，处于中度协调状态，另有大部分县域处于轻度失调、濒临协调与勉强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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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没有处于良好协调与优质协调的县域。 这表现出黑龙江省乡村韧性整体发展层次较差，乡村韧性“抵
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较低。

从空间布局来看，黑龙江省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空间特征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图 ５）。 ２００５ 年黑龙江省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大部分处于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较好的县域主

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东部与西南部，大部分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从地形区划来看主要位于松嫩平原地区与三

江平原地区，这些地区耕地面积广，临近哈尔滨、大庆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或主要靠近边境地区，经济往来频繁，
经济基础较好；协调度较低的区域主要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大兴安岭山区与长白山山区，该地区地形起伏较

大，土地利用类型多为林地；其他地区协调度较为平均，总体呈现出分散的团状结构。 ２０１０ 年黑龙江省乡村

韧性耦合协调度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勉强协调的县域大幅度增长，基本都是由轻度失调状态的县域转化而来；同
时，可以看出，２０１０ 年黑龙江省乡村韧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为平均，没有形成明显的高值聚集区或

低值聚集区；２０１５ 年黑龙江省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整体来看进一步提升，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的县域广泛散

布，且大部分是位于中心城区周边的县域，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域沿黑龙江省东部的国界线形成了明显的带状

格局，形成了高耦合协调发展带，同时，哈尔滨—大庆城市组团周围的县域也形成了高耦合协调聚集区。 ２０２０
年沿国界线形成的高耦合发展带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升，带状格局的连续性进一步增强，同时，耦合协调值以

黑龙江省区域中线为轴呈南北对称分布，梯度分布明显，中线附近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达到中级协调状态，
南北两侧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协调度较高的主要地形区为松嫩平原区、三江平原区以及小兴安岭山区与长

白山区的边缘地带，大兴安岭山区协调度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总的来看，协调度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经

济条件较好、地形平坦、自然禀赋优良的地区。

图 ５　 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乡村韧性系统“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反映了乡村系统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国家

通过宏观政策，逐渐消除以往对乡村系统建设忽视而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重城轻乡”战略的制约。 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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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乡村环境污染、乡村贫困、人口老弱化、快速城镇化等问题的严峻考验，自此，国家开始积

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以城镇辐射乡村发展，切实改善乡村环境，乡村韧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不断发展。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切实带动“三农发展”， ２０１３ 年“精准扶贫”战略与

支农惠农政策推进，同时，黑龙江省全面贯彻国家战略方针，开展全国首个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使现代农

业生产更具活力；全面实施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建设具有“龙江特色”美丽乡村成果显著，因此 ２０１５ 年黑

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较 ２０１０ 年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先后聚焦乡村问题，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黑龙江省再次跟进国家发展步伐，以“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筑牢粮食安

全压舱石” 为目标，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多途径综合施策，全面提升乡村基础建设，乡村系统再次迎来新契机，
未来将得到长足发展。
３．２　 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的脉冲响应分析

３．２．１　 构建 ＰＶＡＲ 模型

以乡村韧性框架下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和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更新能力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为研究

变量，构建 ＰＶＡＲ 模型，从统计学角度分析了 ３ 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脉冲响应函数。 首先，对非平稳的

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处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然后对模型中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四个变量 ＤＤＥ
（ＤＥ 一阶差分序列）、ＤＡＢ（ＡＢ 一阶差分序列）、ＤＲＥ（ＲＥ 一阶差分序列）和 ＤＤ（Ｄ 一阶差分序列）通过了 １％
显著性水平下的 ＡＤＦ 稳定性检验（表 ３）。 其次，根据 ＡＩＣ、ＢＩＣ、ＨＱＩＣ 标准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 １ 阶（表 ４），
以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因果关系）。 最后，构建乡村韧性子系统耦合协调度 Ｄ
值对抵御能力子系统（ＤＤＥ）、吸收能力子系统（ＤＡＢ）以及更新能力子系统（ＤＲＥ）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６）与
滞后 １０ 期的方差分解结果（表 ５）。

表 ３　 平稳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ｙ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ｔｅｓｔ Ｐ

临界值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１％ ５％ １０％
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ＤＥ －７．５２０ 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 －２．８６４ －２．５６８ 平稳

ＤＡＢ －６．２７１ 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 －２．８６４ －２．５６８ 平稳

ＤＲＥ －６．５２９ 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 －２．８６４ －２．５６８ 平稳

ＤＤ －５．９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４３７ －２．８６４ －２．５６８ 平稳

　 　 ＤＤ：耦合协调度的一阶差分序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Ｄ； ＤＤＥ： 抵御能力子系统的一阶差分序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Ｂ： 吸收能力子系统的一阶差分序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ＤＲＥ： 更新能力子系统的一阶差分序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分别代表 １％、

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４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ａｇ ｏｒｄ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阶数
Ｌａｇ

ＡＩＣ 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ＢＩＣ 准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ＨＱＩＣ 准则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１ －１４．４０１８∗ －１２．８６１２∗ －１３．８１０７∗

２ －１４．００６２ －１２．２６７６ －１３．３３６５

３ －１３．６８５８ －１１．７２００ －１２．９２５６

４ －１２．９３５１ －１０．７０５２ －１２．０６９０

　 　 ∗代表在不同准则下的最优滞后阶数

３．２．２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实现对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动态关系的分析。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得到乡村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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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对抵御⁃吸收⁃更新能力的脉冲响应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时期中 ０—１０ 期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追踪期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面对抵御能力子系统、吸收能力子

系统、更新能力子系统冲击下的动态响应过程（图 ６）。
由图 ６ 可知，乡村韧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对抵御能力子

系统的响应呈现出“下降⁃上升⁃缓慢下降⁃趋于平稳”的
发展趋势，前两期逐渐下降，响应水平从第 ０ 期的最高

值（０．１５８），降低到第 ２ 期的最低值（ －０．００７３），正向响

应转化为负向响应，在第 ３ 期又转化为正向响应，第 ４
期后逐渐减弱，最终响应程度逐渐平稳，第 ９ 期收敛为

０；乡村韧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对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响

应与抵御能力子系统的反应几乎相同，总体呈现出正⁃
负⁃正的波动分布，即初始反应为正，在第 ０ 阶段为最大

值，然后响应程度逐渐下降，在第 ２ 阶段达到最小值

（－０．００３５），在第 ３ 阶段又逐渐恢复到正反应（０．００４５），
随后逐渐收敛，在第 ６—９ 阶段的反应水平绝对值均小

于 ０．００５，在第 １０ 阶段收敛到 ０；更新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冲击时造成的响应如下：在第 ０ 阶段时为最高值

（０．０４５），此后急速下降，在第 １ 期即达到最小值，整体响应过程较短，第 ３ 期后变呈现出收敛趋势（－０．０００７），
在第 ５ 期即收敛为 ０，整体来看呈现出“下降－上升”较为明显的“Ｖ”型趋势。 整体来看，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

受到三个子系统冲击的响应程度由大到小为：更新能力＞抵御能力＞吸收能力，在前 ３ 期受到更新能力子系统

的影响较为显著，第 ３ 期滞后抵御能力子系统与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响应力度逐渐增强，并超越了吸收能力子

系统。 长期来看，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对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响应具有相似趋势，在前期影响较强，后期逐渐收

敛为 ０。
在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对行方差分解（表 ５），得出黑龙江省乡村韧性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对乡村韧性

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 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对自身响应的方差贡献最小，说明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

协调度受自身影响始终较小，仅为 ９．７％，“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合力对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方差贡

献较大，占比为 ９０．３％。 具体来看，三个子系统对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更新能力子

系统对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方差贡献度最大，达到 ７２．７％，吸收能力子系统是对乡村韧性的耦合协调度方

差贡献最小的变量，仅为 ６．２％，抵御能力子系统的贡献能力为 １２．１％。 从动态变化来看，从第 １ 期到第 ２ 期，
抵御能力子系统贡献度由 １２．１％下降至 １１．３％，吸收能力子系统贡献度由 ６．６％下降至 ６．２％，而更新能力子系

统与前两者相反，贡献度由 ７．１７％上升至 ７．２７％，随后三个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方差贡献度

达到稳定。 整体来看，各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度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但总体呈现出一个稳

定的状态，贡献度随时间变化较小，主要靠更新能力子系统驱动，抵御能力与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影响较小。

表 ５　 方差分解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耦合协调度 Ｄ
ＤＤ

ＤＤＥ ＤＡＢ ＤＲＥ ＤＤ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耦合协调度 Ｄ
ＤＤ

ＤＤＥ ＤＡＢ ＤＲＥ ＤＤ

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６ ０．７１７ ０．０９６ 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１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２ ０．７２７ ０．０９７

３．３　 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的动态响应机制

抵御能力子系统反映着乡村韧性系统在面临各种外界风险时的即时对抗能力，受到自然与社会等外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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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较大，因此对乡村韧性耦合协调水平产生的响应也比较强。 黑龙江省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黑土保护

以及粮食安全等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吸收能力子系统发展产生波动，其中初期的即时影响最大，抵御能力

子系统对这些波动产生正向影响，随后产生较为剧烈的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达到稳定状态，这也符合外

界扰动对乡村韧性系统影响过程的普遍认知。 因此，提高抵御能力子系统发展水平，可以有效减轻其对乡村

韧性耦合协调水平的即时影响，是实现乡村韧性系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
吸收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响应影响程度较小，影响程度仅占 ６．２％，短期来看，吸收

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有波动状态的影响，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长期来看，吸收能力子系统

为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稳定的影响环境，在实现乡村韧性系统均衡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不可

忽视的助力。 吸收能力主要与当前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关，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受到吸收能力子

系统的影响有明显的正负向波动，最初吸收能力子系统在面临社会风险时能够及时做出响应，对乡村韧性系

统协调水平做出积极贡献，但由于黑龙江省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乡村建设水平目前发展

较慢，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吸收能力子系统近年来的系统优化幅度较小，而这也是

导致了乡村韧性吸收能力子系统对当前乡村韧性协调水平影响程度较小的原因。
更新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响应程度最大，更新能力子系统的发展强烈影响到了乡村

韧性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就是强烈影响到了乡村韧性系统的均衡状态，影响程度高达 ７２．７％。 可以看出更

新能力子系统与乡村韧性耦合协调水平之间互动关系强烈，更新能力子系统的提升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乡村

韧性，抵御系统未来可能面对的各种风险。 因此，更新能力子系统的强化是实现乡村韧性系统均衡发展的首

要目标。 更新能力强调的是对乡村韧性系统未来发展的前置投资，是对乡村韧性不断优化使其达到新的平衡

态的过程。 黑龙江省更新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度最初的反映为正向，这是由于黑龙江省对乡

村地域发展逐步重视，对乡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逐渐加强，对乡村各项设施建设逐渐健全。
“抵御⁃吸收⁃更新”子系统对乡村韧性协调度的影响时段、水平存在差异，但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物

质交换、能量和信息流动，每个系统的发展都干预着乡村韧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良
性互动有助于乡村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图 ７）。

图 ７　 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机制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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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１）本研究根据韧性发生学角度将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分析框架划分为“抵御⁃吸收⁃更
新能力”子系统，并对其协调发展特征与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内容上丰富了乡村韧性系统的研

究思路和地理学要素耦合协调的相关内容，为制定乡村韧性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际借鉴。 在研究区域

上，填补了既有研究对乡村韧性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关系动态作用机制的忽略，同时，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黑
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其乡村系统研究具有一定典型性与代表性，而我国乡村发展进程各不相同、类型多样，
此案例研究为不同地域类型下乡村韧性系统对外界扰动的响应与反馈机制的研究也提供了相应思路上的参

考与拓展。
（２）乡村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要素与系统组成，同时还具备丰富的信息流动与物质交换，但目前乡村

地区的统计数据较城市地区相对匮乏，各种信息统计较为粗略，导致本研究指标选取限制性较大，指标体系的

构建不尽完善。 本文对乡村韧性系统的动态作用机制研究仅从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三个子系统

对乡村韧性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响应入手，未来应继续探索乡村韧性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其他作用机制，深
入揭示作用过程与作用机制，为乡村韧性建设落实提供理论支撑。 针对乡村韧性研究视角，未来可进一步深

入至村落、农户等微观尺度，并考察长周期下多尺度乡村韧性的动态演化特征，以更深入的视角探究乡村韧性

系统的作用机制；在乡村韧性的评价指标上，注重对大数据、多源遥感影像、网络爬虫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是
未来乡村韧性评估的趋势；同时，未来应实现对乡村韧性发展的多情景模拟，对乡村韧性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

和深入。
４．２　 结论

（１）本研究通过对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的“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的动

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受地理位置与地热条件的影响，与华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建设进程相比，黑龙

江省乡村韧性系统仍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乡村韧性系统协调水平整体上处于上升的态势，乡村系统韧性耦

合协调度多以中低度协调水平为主，无较良好或优质协调地区。
（２）从空间格局上看，黑龙江省乡村韧性协调水平尚未形成高水平耦合的连片区域，区域内县城空间发

展状态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现沿中间逐渐向南北两边降低发展态势，同时沿国界线形成了高耦合发展带。
乡村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到地形地势的影响，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耕地面积广布、开
发历史悠久，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乡村韧性的协调发展水平较高，而大兴安岭山区、长白山山区的乡村韧性耦

合协调水平较差；同时，由于城乡地理位置导致的经济活动频率不同，在靠近哈尔滨市、大庆市等较发达城区

的区县乡村韧性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较距离城区远的区县，乡村韧性协调发展水平更高。
（３）乡村韧性“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对黑龙江省乡村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响应具有明显的

差异，初期主要受到更新能力子系统驱动，后期逐渐转向抵御能力子系统与吸收能力子系统，同时，乡村韧性

“抵御⁃吸收⁃更新能力”子系统对乡村韧性系统协调发展状态的响应贡献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靠更新能力

子系统驱动，抵御能力与吸收能力子系统的影响较小。 这也与系统论“系统发生自组织后系统内部各要素进

行涨落运动，造成整个系统发生相变，进入新状态”的观点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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