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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协整分析等方法，对1980—2020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

聚落生态系统时序演化特征及协整关系进行探析。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

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产生影响；（2）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动态度大致经历

了1980—2005年的变化微弱期、2005—2010年前后的中间下降期和2010—2020年的快速上升期；

（3）1980—2020年，各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体系不断优化，东部地区

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4）93.55%的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

生态系统规模的相关系数大于 0.7，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性；（5）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协整，呈现长期均衡关系，且长期弹性为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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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d the methods of land use dynamics an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evolu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s from 1980 to 2020 in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co-in⁃
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mainly has an impact 
on the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s; (2) the dynamics of rural settlement ecosys⁃
tems roughly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weak changes from 1980 to 2005, a period of intermediate decline around 2005 to 2010, and 
a rapid increase period from 2010 to 2020; (3) from 1980 to 2020,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dex of various provinc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e advanced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lways been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4) in 93.55% of provinc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 scale were both greater than 0.7, and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test of at least 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5) there is co-integration be⁃
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and the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 showing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the 
long-term elasticity is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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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聚落是乡村地域范围“人”和“地”交互作用形成的据点，包括单独庭院、村庄和尚未具备城市建制

条件的集镇[1-2]。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点不减反增，同时农村内部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生态

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之一，突出了乡村聚落生态环境治理和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十四五”

规划指出要“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在农村聚落可

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双重驱动下，有关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研究与实践逐渐成为当

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国外对农村聚落生态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集中在生态村（Ecological Village, EVI）的理论探

析和实践探索[3-4]、发展中国家农村聚落的生态移民[5]等。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逐渐普及，部分学者围

绕智慧生态村进行了相关研究[6-7]。2008年以来，EVI运动出现了新浪潮，Magnusson[8]基于瑞典前3代生态村

建设经验和不足，分析了第 4代生态村的发展趋势。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Goals , SDGs）中“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的要求提出后，学术界对农村聚落生态的

相关研究更加多元化，内容涉及生态村的可持续发展[9]、农村社区生态与人类健康的关系[10]、农村社区生态恢

复力[11-12]等方面。国内对农村聚落生态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其具有奠基意义的是“农村庭院生态

系统”和“村落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前者研究区域主要为平原地区，侧重探讨庭院内部各种生物与环境要

素的关系，而后者研究范围包含前者，侧重揭示居民区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13-14]。20世纪末，周道玮等[15]

和何念鹏等[16]提出“乡村生态学”，进一步阐释了村落形态、结构及居民行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基于前述相

关研究，刘邵权[17]于2006年首次提出了“农村聚落生态学”，较为系统地研究农村聚落复合生态系统的分布、

功能与结构、产出与形成机制、演替等。农村聚落生态学为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

出乡村聚落景观生态[18]、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健康[19]、山区聚落生态位[20]、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21]等一系

列概念。除农村聚落生态的相关理论研究之外，国内也进行了部分实践探析，主要集中于生态村的创建标

准[22]、发展模式[2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24-25]、生态村的价值功能和建设路径[26-27]

等方面，研究对象涉及绿洲[28-29]、丘陵沟壑[28, 30]、山区[20,31-32]的农村聚落，研究方法主要有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30, 3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32]、生态位适宜度模型[24]等。产业是农村聚落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深化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农村产业升级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34]。既往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农

村产业融合、产业转型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普遍认为产业融合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完善农村聚落基础

设施、增加就业岗位、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5-37]。事实上，产业融合作为农村聚落生产方式由传

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推动力，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熊晓红[38]、曾磊和汪永萍[39]关注到乡村旅游产业

的正负环境效应，指出乡村旅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农村聚落生态环境，但在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

旅游资源转化为市场商品的过程中能够强化企业、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农村聚落环境质量。罗明忠

和魏滨辉[40]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农村产业融合能够降低农业污染，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农村聚落生态、产业融合对农村聚落的社会经济效应展开了广泛研究，但关于产

业融合对农村聚落的环境效应研究较为欠缺。农村产业融合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然而鲜有学者从

产业结构高级化视角出发研究其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

发展在时间序列上有何规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否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扩张产生影响？为此，本研究基于

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省（区、市）的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点数据，借助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夹角余弦法、相

关性检验、协整理论等，分别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时序演变特征，探究2变量总体之

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和长期依存关系，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农村聚落生态系统

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1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发展到二三产业比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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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型由简单到复杂，产业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变过程[4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三产业迅猛发

展，尤其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但极少有学者关注其对农村聚落生态的影响。刘邵权[17]首次从区域和聚落自身2方面阐述了

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地域分异的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

现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聚落生态转型的强化作用和聚落内部产业结构变动对聚落生态的优化作用。农

村聚落生态系统内部物质流动较为简单，且密度较低，致使产业结构升级较慢，但外界输入的各种生产材

料、物质资本、先进技术等要素对其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主要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强化效应进行探讨（图1）。

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产业调整过程中，农村对转移产业的承接及各种要素的输入推动聚落生态

系统用地发生转变。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所产生的强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

（1）资金支持

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第三产业增加值迅速提高，2019年有26个省（区、市）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超过50%，对税收的贡献率日益提升，地方政府能够以更多的资金支持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

聚落周边生态修复等工作，能够推动农村聚落绿色产业的发展[41]。同时，专项资金的支持有利于实现农村聚

落土地利用集约化和农业生产专业化，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现农业减量化，也能够推动农村聚落绿色化

发展[42]。
（2）技术支持

技术创新升级既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推动力，也是高级化的重要特征[43]。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

中，农业技术进步既会优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也会降低污染性投入对农村聚落内部农田生态系统的负

面影响[44]，还会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使其掌握秸秆还田、有机肥配置等低碳生产技术。此外，高新技术

对于农村聚落生态产业发展、能源结构升级、信息服务设施完善、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例如，山地聚落生态系统逐渐放弃薪柴燃料，改用沼气和天然气，能够有效保护镶嵌聚落周边的森林生态系

统；伴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不断推进，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农业生产、农产品

精细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中，也会促进农村聚落社会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子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

（3）人才支持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终向第三产

业转移[45]。在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部分乡村劳动者有机会接受先进的

技能培训，为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返乡创业发展低碳循环经济、生态林业经济、绿色种植养殖等提供了

大批懂产业绿色发展、知聚落生态保护的乡村人才，整体上提升了聚落的人力资本。此外，在产业结构高级

化的过程中，对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培训、生态环境教育等既能为经济生态子系统提供技能型劳动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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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

Figure 1　Impact mechanism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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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农民将环保理念外化，从而减轻对自然生态子系统的污染[40]。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　

土地利用动态值可以揭示研究时段内土地类型的整体变化速率[46]，本研究参考王思远等[47]提出的较为

成熟的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来探析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用地面积的变化态势，计算公式为

C = ( )Hb - Ha /Ha

T × 100%， （1）
式中，C为某一研究时段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动态度，Ha和Hb分别为研究时段期初和期末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矢

量点个数，T为研究时段。

2.1.2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可以反映研究单元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其测度方法较为多元，刘伟等[48]将其主

要归纳为动态比较判别方法、静态直观比较方法和指标法，涉及的具体方法主要有TS值法、层次系数法、夹

角余弦法。本研究参考付凌晖[49]提出的方法测度研究时段各个省（区、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根据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与研究单元该时期的GDP总值的比值，构建3维向量X0=（x1,0， x2,0，x3,0），分别计算X0与
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计算公式为

U = ∑
k = 1

3 ∑
j = 1

k

θj = 3θ1 + 2θ2 + θ3， （2）

θ = arccos ∑
i = 1

3 ( )xi,j·xi,0

∑
i = 1

3 ( )x2
i,j

1 2·∑
i = 1

3
( )x2

i,0
1 2 (i = 1 ; j = 1,2,3)， （3）

式中，U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θ为夹角值。

2.1.3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考察2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依存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对于存在长期波动变化规律

的2个变量，如果检验结果是协整的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检验结果非协整则表明不存在均衡

关系[50]。本研究基于Stata技术平台，运用Engle-Granger方法来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之

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
cn），基于美国陆地卫星 Landsat TM 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数据空间精度为 1 km，共包括 1980年

（1970年代末期）、1990年（1980年代末期）、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等8期。基

于ArcGIS 10.2技术平台，将土地利用栅格数据转化为点状矢量数据，得到不同时期全国尺度的农村聚落生

态系统数据。产业结构相关数据主要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除港澳台以外的31省（区、市）统计年鉴获

取。本研究用RSE表示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用 ISU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

3 结果分析 

3.1 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规模时序变化特征　

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1980—2020年7个区间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动态度变化结果，并按东、中、西3大地

带分别计算动态度均值（图2）。
东、中、西3大地带的动态度均值均大于0，表明研究期内大部分省（区、市）的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面积处

于不断增加状态。从变化幅度来看，中部地区在1995年之后变化程度明显大于东、西部，而东、西部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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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之前变化幅度较小，2020年以后呈现明显上涨趋势。研究期内 3大地带动态度变化也具有共同特

征，大体可以分为3个时期：（1）1980—2005年，动态度变化微弱，尤其是西部基本处于不增长状态，其原因是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缓慢发展，农村“两栖人口”外出务工，随后将部分收入用于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农村

聚落及周围生态用地缓慢扩张；（2）2005—2010年，动态度下降，中部地带下降到 0.67%，变化幅度最大，吉

林、广东、上海等省（市）在此期间动态度均为负值，其原因是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城市对周边农村

聚落的侵占吞并加速，加之“空心村”、农田闲置等现象越来越多，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用地缩减；（3）2010—
2020年，动态度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东、中、西部分别从0.66%、1.60%、0.55%上涨到2.53%、4.51%、2.18%，此

阶段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面积增速最大，得益于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战略的相继提出，农村

聚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特色种养殖业、手工业等经济生态子系统和镶嵌聚落周边的人工

栽植树木花草、坡耕地及植被恢复区等自然生态子系统的用地面积逐步增加，使得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呈现

明显扩大态势。

3.2 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化特征分析　

根据公式（2）和（3）计算得出1980—2020年31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结果见图3。从3大地带

来看，1980—2020年，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20年高达7.01。中、西部产业

结构高级化水平相差不大，但西部地区自 1990年以来一直略高于中部地区，且研究期内增长最快，增长近

22.10%。表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东部地区而言较低，需要合理调整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

系，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各省（区、市）来看，1980—2020年，各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不断提

升，产业结构体系不断优化。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在1990年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与其工业基础雄厚、重化

工业比例较大、产业转型升级较为困难密切相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出现了明显峰值，其2020年产业结

构高级化指数分别高达7.65、7.49、7.29、7.05，高新产业集聚、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程度高等优势为其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2020年北京第三产业产值的

GDP占比高达83.52%。1995年之后，江苏、浙江、湖南、重庆、山东等省（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实现了

较快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均超过52%。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西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变动最

大，从1980年的5.24增长到2020年的6.90，增长31.68%，这主要得益于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以及近

年来西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新疆、广西、贵州等省（区）各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都落后于邻近地区，这

与其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与出口需求较低、技术创新不足有密切关系，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应利

用乡村振兴的政策契机，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逐步向产业结构高级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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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0—2020年东中西3大地带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动态度变化趋势

Figure 2　Dynamic attitude change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 in the east, west and east of China 
from 198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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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关联分析　

为探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规模是否具有相关性，本研究借助SPSS 26.0对二者进行相

关性检验，结果见表1。为保证数据可比性和消除短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的影响，首先对1980—2020年

的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再分别对31省（区、市）的组变量进行正态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则进行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的Spearman秩检验。由表1可见，29省（区、市）的相关系数均大

于0.7，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演化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即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面积不断扩张。从全国均值来看，产业结构高

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91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二者相关性

较强。黑龙江和广东的相关系数一正一负，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是由于2省的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面

积在2010—2015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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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ex of 31 provinces from 1980 to 2020

表1　31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规模相关性检验

Table 1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ural settlement ecosystem scale in 31 provinces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是否正态分布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检验类型

Pearson
Spearma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Spearman
Pearson

Spearman
Spearma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Spearman
Pearson

Spearman
Pearson

相关系数

0.812*
0.929**
0.994**
0.845**
0.850**
0.905**
0.826*
0.310
0.874**
0.914**
0.958**
0.928**
0.916**
0.871**
0.976**
0.914**

地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是否正态分布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检验类型

Spearman
Pearson

Spearman
Spearma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Spearma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Pearson

相关系数

0.957**
0.874**

-0.071
0.929**
0.955**
0.947**
0.989*
0.894*
0.839**
0.778*
0.945**
0.938**
0.733*
0.904**
0.857**
0.917**

注：**、*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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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协整检验　

基于1980—2020 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Stata对产业结构高级

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进行协整检验。先前的实证经验表明，由于大部分时序数据的非平稳性特征可能导

致方程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研究运用ADF检验法对 ln ISU和 ln RSE
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原始序列 ln ISU和 ln RSE均没有通过5%水平的单位根检验，说明二者都是

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D(ln ISU)、D(ln RSE)的ADF值均小于各自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即差分后二者

表现出稳定特征，均是服从 I（1）的一阶单整序列。

本研究采用E-G两步法对D(ln ISU)与D(ln RSE)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 ln RSE、 ln ISU变量进行OLS 回
归，二者的协整回归方程为 ln RSE = 6.791 + 0.829 ln ISU，R2=0.81，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再对方程的

残差序列（Residuum = ln RSE - 6.791 - 0.829 ln ISU）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3。当检验类型为

（0, 0, 1）时，残差序列在10%的置信水平下呈现平稳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存在长期

稳定的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每提高1%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面积增长0.829%，这进一

步印证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规模变化有较强的解释力。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聚落生态转型的资

金、技术、人才的强化作用。

（2）1980—2020年大部分省（区、市）的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面积不断增加。31省（区、市）的农村聚落生态系

统动态度在1980—2005年变化微弱，2005—2010年下降，2010—2020年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3）1980—2020年各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体系不断优化。从3大地带来

看，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

（4）93.55%的省（区、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演化的相关系数大于0.7，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5）在滞后一阶条件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前者对后者

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4.2 建议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具有正向环境效应，因此广大农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努力降低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变量

ln ISU
D(ln ISU)
ln RSE

D(ln RSE)

检验类型

（C, T, 0）
（C, T, 1）
（C, 0, 0）
（C, T, 1）

ADF检验值

-1.139
-5.766

1.372
-4.351

P值

0.922
0.000
0.997
0.002

5%临界值

-3.607
-3.610
-3.000
-3.600

检验结果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注：D表示原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C, T, K）分别代表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表3　协整检验的残差序列ADF检验

Table 3　Residual sequence ADF test for cointegration test

变量

Residuum
检验类型

（0, 0, 1）
ADF检验值

-1.698
10%临界值

-1.600
检验结果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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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负向影响，强化正向影响，具体建议如下：

（1）制定规划文件，强化政策支撑

相关政府部门要坚持“两山”理论，贯彻“低碳”理念，基于各类农村聚落实际调研情况，出台产业绿色发

展规划、可持续聚落建设方案等，强化政策引领作用，如山地型农村聚落在发展森林旅游时要加强旅游景观

绿色化改造，严守生态底线，加大对侵占违建行为的惩处力度。

（2）发展低碳产业，加快产业转型

做优做强特色种养业，提升农产品品质，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生态观光农业，加快农业产业链整

合提升。同时，依托不同类型农村聚落特有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农事体验、生态康养、森林氧吧、田园

度假等旅游产品，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3）加强生态教育，提升环保意识

农村聚落生态系统能否健康发展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内部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密切相

关，要通过智能终端、网页、环保宣传栏、绿色生产讲座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不断提高其低碳环保

意识，进而转化为具体行动去保护农村聚落生态系统。

本研究首次从地理学视角对产业高级化与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相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了理论阐释和

定量分析，其研究结论对认识二者演化规律和相关均衡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农村生态聚落系统是一

个涉及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综合复杂系统，且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因自然条件差异存在牧村、丘

陵、山地等多种类型。碍于数据获取难度，本研究仅从全国省域尺度对产业高级化和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

演化规律进行探究，不同类型农村聚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其生态系统演化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尚未涉

及，此方面研究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化。此外，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半人工半自然半开放的本质属性决定了

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构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聚落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和发展水平进行探析与评

价也将是今后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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