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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生态位理论及其方法，首先对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各个维度的生态位以及综合生态位进行测度分

析，其次采取聚类分析法，对武陵山区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

生态位较低且相近，但是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武陵山区重庆段的 7个区县中，石柱、酉阳、

黔江、丰都 4个区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高，秀山、武隆、彭水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

低。为了提高武陵山区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水平，需要对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的生态位加以错位、扩充、协调，

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提升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关键词】：生态位理论 武陵山区 特色农业 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2；F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1)10-115-08 

武陵山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

目前，这个特殊区域正面临着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双重艰巨任务。大量研究表明，发展特色农业已经成为

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据调研，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中农业资源普遍存在“品类”相近、特色不明显，

优势不够突出等问题，即在武陵山区特色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资源占据了几乎相同的“生态位”，特色农业发展面临生态位宽

度过于狭小、重叠度过大的不利局面。特色农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资源配置和竞争的过程。在农业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

下，生态位高度重叠的农业资源之间将产生激烈竞争与相互排斥。那么，特色农业竞争力弱的区县就必须及时调整定位与特色，

通过寻求差异化的市场和资源梯度来优化生态位，以破解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面临生态位宽度过于狭小、重叠度过大的不利

局面。本文立足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实践，尝试引入生态位理论，构建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协调发展的生态系统，为提高

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国外学者关于特色农业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特色农业发展内涵[1-2]、特

色农业发展模式
[3-5]

、特色农业病虫防治
[6-8]

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
[9]
、空间分析法

[10-11]
、深度学习法

[12]
等方法。国内

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是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探索国家层面、省域层面的特色农业发展问题。如运用

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新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13]，运用 GIS 技术，构建了特色农业灾害预警机制[14]，从定性角度探讨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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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内涵、特色农业发展有效路径、特色农业项目等方面的问题[15-18]。既往研究针对特色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观点，

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特色农业发展的内涵、意

义以及具体措施，以省域层面的研究成果居多，鲜有从县域层面，提供有效的实证经验证据从而形成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

价体系及其整合发展的研究框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研究方法缺乏动态改进，因而难以形成与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相匹配的关键性结论。 

特色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等多个要素的复杂生态系统。特色农业生态系统与一般自然生态系

统相比，在发展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 

鉴于特色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运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分析特色农业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合

理性。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很多研究者运用生态位理论分析生态、经济、社会、教育领域的问题，他们普

遍认为生态位理论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指导工具[19-20]。因此，运用生态位理论及其方法，对特色农业发展路径进行

研究具有一定合理性。鉴于此，本文拟用生态位理论及其方法来探讨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问题，通过构建特色农业生态位模

型对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现状进行深刻剖析，以此探求该区域特色农业整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1 研究设计 

1.1理论分析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指每个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最重要的理

论之一，最早是由美国生态学家 Joseph Grinnell于 1917年提出，生态位理论主要反映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

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生态位理论主要研究生态学中生物体之间的竞争性、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等问

题。随着生态位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生态位理论最初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领域，后来渗透到诸多学科领域，并催生出产业

生态位、城市生态位、旅游生态位、教育生态位等专有名词，并成为一种科学有效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指导工具。随着生态位理

论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充，一些学者也尝试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到特色农业领域的研究中来。特色农业生态位指的是某个地方特色

农业在整个大区域特色农业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学界关于特色农业生态位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农业产业链
[21]、土地利用[22-23]、立体农业[24]、营养生态位[25-26]、空间格局[27-28]、群落生态位特征[29-30]等方面，研究方法多侧重于生态位宽度[31-32]、

重叠度[33]等方面，研究区域多集中在省域、市域、县域等政域层面，以省域层面的研究居多。 

根据竞争相斥的原则，由于生态系统中每个生物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处于同一生态位，生态位越

接近的物种，他们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为了避开激烈的竞争，需要从多个维度将各个物种的生态位区分开来，同时，可以通过

调整和拓展生态位的办法，来保持多个物种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对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而言，同样也存在“生态位”竞

争，由此产生特色农业生态位问题。 

生态位理论不仅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特色农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启发价值。由于区域特色农业在整个

特色农业系统中的发展资源、发展状况、发展态势对整个区域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单个特色农业发展区

域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发展资源、发展态势，实现单个特色农业发展区的错位发展，从而使得整个区域建立起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关系。将生态位理论运用于研究特色农业发展问题，不仅有助于明确特色农业发展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深刻剖析特色农业发展的竞合态势，而且有利于提出既定农业资源利用条件之下的特色农业发展的创新发展路径。 

1.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模型 

1.2.1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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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本文根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以及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动态性等原则，结合武陵山区特色

农业发展现状，同时参考蒲艳萍和成肖[34]、黄雪菲和黄文芳[35]、张云兰等[36]、杜宇能等[37]的文献，构建了特色农业发展的多维

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主要从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 5 个方面，建立了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 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同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其中，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的相关指标、

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的相关指标、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的相关指标表示特色农业发展的态层面的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

度的相关指标、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的相关指标表示特色农业发展的势层面的指标(表 1)。 

1.2.2生态位大小测评模型 

根据 Peng 等[38]、Yu & Liao[39]的生态位态势理论模型，构建特色农业生态位评价的理论模型，通过对特色农业发展特征的

态和势进行综合计算，准确测算出特色农业生态位的大小。在测算特色农业生态位时，一般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某地区特色农业

发展某一指标因子的生态位 ，如下： 

 

式中：i,j=1,2,…,n；Ni为特色农业发展指标因子 i的生态位；Si为特色农业发展指标因子 i的态；Pi为特色农业发展指标

因子 i的势；Sj为特色农业发展指标因子 j的态；Pj为特色农业发展因子 j的势；Ai,Aj表示量纲转换系数，量纲系数一般为 1。 

本文以 2017 年相应指标因子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态，以 2007—2017 年相应指标因子标准后的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量作为

势。特色农业发展各个维度的生态位或综合生态位是由多个指标因子共同决定的，因此，某地区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或各个维

度生态位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i表示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或某维度的生态位，Wi为该指标因子 i所对应的权重，Wi的大小反映了各指标

因子对各自生态位的影响程度，n表示特色农业发展所有指标因子的个数或各个维度下指标因子的个数。 

根据生态位理论，计算出特色农业发展各个维度生态位。生态位数值越高，说明其在特色农业生态系统中产生的作用越大，

综合生态位数值越大，说明特色农业发展综合水平越高。 

1.3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18年的《重庆统计年鉴》《黔江年鉴》《酉阳年鉴》《秀山年鉴》《彭水年鉴》《石柱年鉴》《武

隆年鉴》《丰都年鉴》，以及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武隆、丰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科技相关统计

年鉴、重庆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内部资料以及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内部资料。 

2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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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表 1所建立的特色农业发展的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将武陵山区 2007—2017年特色农业各个指标因子原始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以 2017 年各个指标因子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态，以 2007—2017 年标准后的数据计算年平均增长量作

为势。然后，运用生态位态势模型，利用式(1)，计算得出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各指标因子的生态位数值，最后，运用加权平均法，

利用式(2)计算出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各维度生态位及其综合生态位，具体结果详见以下分析。 

表 1特色农业发展的多维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测量 指标权重 

特色农业投入 

水平维度生态位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总人数 0.03828 

劳均农业资金投入 元/人 农业资产投资额/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0.02004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比重 % 农业固定资产增加额/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0.02479 

劳均耕地面积 公顷/人 总耕地面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0.01912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0.16310 

有效灌溉率 %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0.03250 

特色资源利用 

水平维度生态位 

特色产业产值 亿元 特色产业总产值 0.05062 

特色产业产值比重 % 特色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 0.05010 

“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个 “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0.04675 

农业商品产值增加值 % 农业商品产值增加值 0.04800 

农业产出 

水平维度生态位 

土地产出率 元/公顷 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 0.03810 

粮食播种面积单产 t/hm
2
 粮食总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0.24110 

农业总产值增加率 % 农业总产值增加值/农业总产值 0.0251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0.03410 

农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维度生态位 

森林覆盖率 % 森林覆盖率 0.01070 

农用化肥施用量增加率 % 农用化肥施用量增加额/农业化肥施用量 0.04620 

农民恩格尔系数 % 农民恩格尔系数 0.00540 

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 

R＆D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 % R＆D经费支出/GDP总值 0.03010 

农业科技人才数量 人 农业科技人才数量 0.02040 

R＆D全时当量 人/年 R＆D全时当量 0.05850 

 

2.1特色农业各个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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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特色农业各维度生态位测度之前，先对各维度下的 20个具体指标因子进行标准化和赋值权重。在确定了各评价指标

数值之后，然后计算出武陵山区 7个区县各具体指标的生态位数值，最后运用式(2)计算出武陵山区 7个区县各维度的生态位数

值。 

2.1.1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从表 2 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结果来看，石柱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酉阳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丰都农业投

入水平维度生态位>黔江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秀山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武隆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彭水农业投入

水平维度生态位，这表明石柱、酉阳、丰都、黔江 4 个区县非常重视特色农业的发展，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高。从特色农业投

入维度的 6 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武陵山区重庆段的特色农业投入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劳均农业资金投入、劳均耕地面积 3 个指标因子的生态位来看，酉阳、石柱、丰都的生态位是靠前的，黔江、秀山、武隆、丰

都的生态位略微靠后，这说明酉阳、石柱、丰都 3 个区县的农业从业人员较多、劳均农业资金投入力度也较大。从农业固定资

产投资增加比重的生态位来看，酉阳、秀山、彭水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是靠前的，黔江、石柱、武隆、丰都 4 个区县的生态位略

微靠后，这表明酉阳、秀山、彭水 3 个区县的非农户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大。从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率 2 个

指标因子的生态位来看，黔江、酉阳、石柱 3个区县的生态位是靠前的，秀山、彭水、武隆、丰都 4个区县的生态位是靠后的，

这表明黔江、酉阳、石柱 3个区县的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投入比较大，以及有效灌溉率比较高。 

2.1.2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表 2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 

区县 
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比重 

劳均农业 

资金投入 

农业固定资产 

投资增加比重 
劳均耕地面积 

单位耕地面积 

农机总动力 
有效灌溉率 

农业投入水平 

维度生态位 

黔江 0.00278 0.00121 0.00144 0.00133 0.01101 0.00235 0.02012 

酉阳 0.00312 0.00131 0.00165 0.00146 0.01258 0.00253 0.02263 

秀山 0.00268 0.00113 0.00156 0.00135 0.00918 0.00223 0.01814 

彭水 0.00242 0.00122 0.00150 0.00116 0.00912 0.00198 0.01741 

石柱 0.00302 0.00167 0.00137 0.00158 0.01458 0.00299 0.02520 

武隆 0.00254 0.00118 0.00120 0.00099 0.00975 0.00176 0.01742 

丰都 0.00331 0.00173 0.00148 0.00138 0.01085 0.00177 0.02051 

 

从表 3 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结果来看，丰都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酉阳特色资源维度生态位>黔江特

色资源维度生态位>石柱特色资源维度生态位>秀山特色资源维度生态位>武隆特色资源维度生态位>彭水特色资源维度生态位，

这表明丰都、酉阳、黔江、石柱 4 个区县善于挖掘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提高其特色资源利用水平。从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

的 4 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武陵山区重庆段的特色农业资源利用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从特色产值的生态位来看，黔

江、酉阳、丰都、石柱 4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前，秀山、武隆、彭水 3个区县的生态位相对靠后，这表明黔江、酉阳、丰都、

石柱 4个区县特色产业的产值比重较高。从特色产业产值比重的生态位来看，酉阳、彭水、丰都 3个区县的生态位靠前，黔江、

秀山、石柱、武隆 4 个区县的生态位相对靠后。从“三品一标”认证数量的生态位来看，石柱、武隆、丰都 3 个区县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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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前，黔江、酉阳、秀山、彭水 4 个区县的生态位相对靠后，这表明石柱、武隆、丰都 3 个区县比较重视发展特色农产品产品

开发，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农业商品产值增加值的生态位来看，丰都、黔江、酉阳、秀山的特色养殖业的生态位靠前，而彭

水、石柱、武隆 3个区县的生态位相对靠后，这表明丰都、黔江、酉阳、秀山 4个区县农产品销售状况比较好。 

表 3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 

区县 特色产业产值 特色产业产值比重 “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农业商品产值增加值 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 

黔江 0.00300 0.00260 0.00274 0.00253 0.01087 

酉阳 0.00309 0.00297 0.00264 0.00236 0.01106 

秀山 0.00267 0.00253 0.00271 0.00217 0.01008 

彭水 0.00184 0.00281 0.00233 0.00149 0.00847 

石柱 0.00298 0.00266 0.00305 0.00147 0.01016 

武隆 0.00235 0.00245 0.00320 0.00152 0.00951 

丰都 0.00349 0.00283 0.00314 0.00273 0.01218 

 

2.1.3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从表 4 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结果来看，黔江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石柱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丰都农业产

出水平维度生态位>酉阳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秀山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武隆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彭水农业产出

水平维度生态位，这表明黔江、石柱、丰都、酉阳 4个区县农业产出水平较高。从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的 4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

武陵山区重庆段的农业产出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从土地产出率、粮食播种面积单产 2 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石柱、

秀山、丰都的生态位靠前，黔江、酉阳、彭水、武隆 4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后，这表明石柱、秀山、丰都 3 个区县的土地产

出率比较高、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产量比较高。从农业总产值增加率的生态位来看，黔江、酉阳、秀山、武隆 4 个区县的生态位

比较靠前，彭水、石柱、丰都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后，这表明黔江、酉阳、秀山、武隆 4 个区县的农业总产值相对较高。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生态位来看，酉阳、黔江、丰都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高，而秀山、彭水、石柱、武隆 4 个区县的生态位

比较靠后，这说明酉阳、黔江、丰都 3个区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对较高。 

表 4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 

区县 土地产出率 粮食播种面积单产 农业总产值增加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 

黔江 0.00185 0.00600 0.00167 0.00127 0.01078 

酉阳 0.00179 0.00483 0.00142 0.00137 0.00941 

秀山 0.00205 0.00508 0.00134 0.00074 0.00920 

彭水 0.00167 0.00409 0.00102 0.00108 0.00797 

石柱 0.00216 0.00557 0.00127 0.00075 0.0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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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 0.00189 0.00431 0.00131 0.00076 0.00827 

丰都 0.00195 0.00538 0.00126 0.00109 0.00968 

 

2.1.4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从表 5农业可持续发展维度生态位测度结果来看，石柱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丰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

位>黔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酉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秀山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武隆农业

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彭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这表明石柱、丰都、黔江 3个区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

从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3 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武陵山区重庆段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从森林覆盖

率的生态位看，石柱、黔江、酉阳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前，秀山、彭水、武隆、丰都 4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后。从农用

化肥施用量增加率的生态位看，石柱、丰都、黔江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前，彭水、武隆、秀山、酉阳 4 个区县的生态位靠

后。从农民恩格尔系数的生态位看，石柱、黔江、丰都 3 个区县的生态位比较靠前，酉阳、秀山、彭水、丰都、武隆 5 个区县

的生态位比较靠后。 

2.1.5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测度分析 

表 5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 

区县 森林覆盖率 农用化肥施用量增加率 农民恩格尔系数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 

黔江 0.00058 0.00237 0.00029 0.00324 

酉阳 0.00057 0.00227 0.00027 0.00311 

秀山 0.00054 0.00224 0.00026 0.00304 

彭水 0.00054 0.00213 0.00025 0.00291 

石柱 0.00063 0.00269 0.00032 0.00363 

武隆 0.00051 0.00226 0.00025 0.00301 

丰都 0.00055 0.00261 0.00029 0.00346 

 

从表 6 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测度结果来看，石柱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黔江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丰都农业科

技创新维度生态位>酉阳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秀山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武隆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彭水农业科技

创新维度生态位，这表明石柱、丰都、黔江 3 个区县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从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3 个指标的生态位来看，武

陵山区重庆段的农业科技创新维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从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的生态位来看，丰都、黔江、武隆 3

个区县的生态位略微靠前，酉阳、秀山、石柱、彭水的生态位靠后。从农业科技人才数量的生态位来看，黔江、酉阳、石柱、

武隆 4个区县的生态位略微靠前，秀山、彭水、丰都 3个区县的生态位略微靠后。从 R&D全时当量的生态位来看，石柱、秀山、

黔江、酉阳 4个区县的生态位略微靠前，彭水、武隆、丰都 3个区县的生态位略微靠后。 

表 6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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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R＆D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 农业科技人才数量 R＆D全时当量 农业科技创新维度生态位 

黔江 0.00147 0.00108 0.00265 0.00520 

酉阳 0.00126 0.00102 0.00261 0.00489 

秀山 0.00123 0.00083 0.00281 0.00486 

彭水 0.00110 0.00094 0.00250 0.00454 

石柱 0.00124 0.00098 0.00313 0.00535 

武隆 0.00139 0.00100 0.00225 0.00464 

丰都 0.00153 0.00095 0.00252 0.00500 

 

2.2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测度分析 

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是由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特色资源利用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

业科技创新 5 个维度构成。运用前文公式，计算出武陵山区 7 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测度结果如表 7 所示。武陵

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综合生态位数值均小于 0.03。综合生态位数值均在 0.02上下浮动，这说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

发展生态位水平比较接近。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将武陵山区重庆段 7 个区县之间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数值和排名进行

对比，由此可分析出 7 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水平高低。根据表 7 所示，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来看，石柱特色

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酉阳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黔江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丰都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秀山特色农

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武隆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彭水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石柱、酉阳、黔江、丰都 4 个区县的特色农

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高，这说明这 4 个区县的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特色资源利用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相比而言，秀山、武隆、彭水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低，这可能因为它们本身的经

济基础，外部宏观环境条件较差导致的。因此，秀山、武隆、彭水 3 个区县应该挖掘自身优势，大力拓展其生态位宽度，以此

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2.3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结果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指把一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对象分为一类，特征差别大的对象分为另一类，每类都赋予各自的

含义。每类的判别主要看对象数据之间的亲疏性。为了进一步分析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大小，对武陵山区重庆段的 7

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可以客观清晰地反映出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应用

最广泛使用的系统聚类分析法，运用 SPSS20.0对其系统聚类，聚类结果如图 1所示。根据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聚

类的树状图，可以将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分为 3种类型(详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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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武陵山区（重庆段）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聚类的树状图 

表 7特色农业发展的生态位数值及排名 

区

县 

特色农业投入水平

维度生态位 

特色资源利用水平

维度生态位 

农业产出水平维

度生态位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

平维度生态位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维度生态位 

特色农业发展的

综合生态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黔

江 
0.02012 4 0.01087 3 0.01078 1 0.00324 3 0.00520 2 0.0217 3 

酉

阳 
0.02263 2 0.01106 2 0.00941 4 0.00311 4 0.00489 4 0.0218 2 

秀

山 
0.01814 5 0.01008 5 0.00920 5 0.00304 5 0.00486 5 0.0198 5 

彭

水 
0.01741 7 0.00847 7 0.00797 7 0.00291 7 0.00454 7 0.0183 7 

石

柱 
0.02520 1 0.01016 4 0.00976 2 0.00363 1 0.00535 1 0.0235 1 

武

隆 
0.01742 6 0.00951 6 0.00827 6 0.00301 6 0.00464 6 0.0188 6 

丰

都 
0.02051 3 0.01218 1 0.00968 3 0.00346 2 0.00500 3 0.0215 4 

 

表 8武陵山区(重庆段)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聚类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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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聚类区域 特色农业发展状况 

第 I类 石柱、酉阳 优秀 

第 II类 黔江、丰都 良好 

第 III类 秀山、武隆、彭水 一般 

 

第一类为石柱、酉阳。石柱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数值 0.0235，位列第 1。近年来，石柱农业发展坚持走生态路，

巧打特色牌。通过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打造特色产业基地，依托科技创新不断延长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

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由此会带动整个农业的快速发展。酉阳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数值 0.0218，排列第 2。酉阳县

立足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功能定位，围绕“生态强县、绿色富民”发展战略，以生态、有机、富硒为方向，积极发展农业特

色规模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之路。 

第二类为黔江、丰都。黔江县、丰都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数值比较接近，分别为 0.0217、0.0215。黔江县、丰都

县的特色资源利用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居于很高的位置。在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上，丰都、黔江

分别位于第 1位、第 3位，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上，丰都、黔江分别位于第 2位、第 3位，在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维度上，

丰都、黔江分别位于第 3位、第 2位。 

第三类为秀山、武隆、彭水。这 3 个区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比较接近，分别为 0.0198、0.0188、0.0183，分别位

列第 5、6、7位，处于较低水平。从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维度生态位、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维度生态位、农业产出水平维度生态位、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维度生态位、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维度生态位 5 个维度上看，秀山、武隆、彭水 3 个区县在 7 个区县中均处

于较低水平。这说明这 3个区县的特色农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综上聚类结果分析可得，武陵山区 7 个区县中，石柱、酉阳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处于第一类，黔江、丰都的特色农

业发展综合生态位处于第二类，秀山、武隆、彭水的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处于第三类。石柱、酉阳 2 个区县近年来充分利

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农业发展坚持走生态路，巧打特色牌，因此，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水平较高。秀山、武隆、彭水 3 个

区县由于特色农业投入水平较低、特色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农业产出水平相对较低，导致这 3 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

水平较低。 

3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3.1研究结论 

(1)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较低且相近。从前文可知，武陵山区特色农业综合生态位数值均小于 0.03，这说明特色农

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综合生态位数值均在 0.02上下浮动，这说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水平比较接近。因此有必要根

据生态位宽度理论、生态位重叠与分离理论、生态位扩充理论等，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以求得在特色农业发展生态系统中获取更高的生态位，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2)尽管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较低且相近，但是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在武陵山区重

庆段的 7 个区县中，石柱、酉阳、黔江、丰都 4 个区县的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高，这说明这 4 个区县的特色农业

投入水平、特色资源利用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相比而言，秀山、武隆、彭水

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生态位水平较低，这可能因为它们本身的经济基础，外部宏观环境条件较差导致的。因此，秀山、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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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 3个区县应该挖掘自身优势，大力拓展其生态位宽度，以此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3)从聚类结果分析可得，武陵山区 7个区县中，石柱、酉阳 2个区县近年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农业发展坚持走

生态路，巧打特色牌，因此，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水平较高。秀山、武隆、彭水 3 个区县由于特色农业投入水平较低、特

色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农业产出水平相对较低，导致这 3 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综合生态位水平较低。因此，这 3 个区县应在借

鉴上面 4个区县特色农业发展经验基础之上，在某些方面协同共生发展，扩充其生态位宽度，提高其竞争力。 

3.2政策启示 

3.2.1生态位错位发展：差异化策略 

为了避免出现无序、低效率的过度竞争，必须采取特色农业生态位错位发展策略。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武陵

山区要根据自身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发挥优势资源、关键资源、特有资源，选择各自特色农业的生态位，

建立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特色农业的错位发展。第二，在特色农业产业布局时，武陵山区应注重完善各个区县的

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掘各地比较优势，统一规划，确定各个区县特色农业的发展方向，积极引导各个区县建立互补性特色农

业产业体系，避免区域内特色农业出现重复布局和恶性竞争，从而实现区域个体和整体的特色农业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3.2.2生态位扩充发展：优化提升策略 

从前文可知，武陵山区特色农业生态位较低。但是由于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潜力不错，因此，本文认为武陵山区应采取

生态位扩充策略，来增加生态位宽度，以此提升其竞争力。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第一，在特色农业投入方面，继续加大

特色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力度，拓展特色农业投入水平的生态位。第二，在特色资源利用水平方面，应充分挖掘农业特色资源，

拓展农业特色资源利用水平的生态位。第三，在农业产出水平方面，加大特色农业的投入力度，以及加快特色农业的科技进步，

使武陵山区农业产出水平的生态位拓宽，同时挖掘新的生态位，促进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的优化和提升，使自身特色农业发展

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增大，增强竞争力。第四，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加强农业生

态保护和修复，不断拓展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生态位。第五，在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方面，积极拓展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科

技创新的生态位，同时挖掘新的生态位，促进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位的优化和提升，使自身特色农业发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

增大，增强竞争力。 

3.2.3生态位协同共生发展：合作共赢策略 

在当前特色农业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武陵山区各区县不能仅靠自身的资源力量，需要加强各个区县区域间的分工

协作，促进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促使资源要素在武陵山各个区县之间的有效配置和有效整合，这样才能促进

特色农业生态位协同共生发展，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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