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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1

花玉莲 李冬花 蒋伟峰 陆 林

(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森林村庄是中国未来乡村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双碳”政策的提出为我国乡村地区的生态文明

建设与林业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导向。基于 ArcGIS10． 8 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方法，对 2021 年安徽省

639 个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①总体分布上，安徽省森林村庄呈现“大分散、小

集聚”的分布格局，具有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显著特征; ②安徽省森林村庄在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分布特

征。区域尺度上，皖中地区数量最多，皖北地区次之，皖南地区数量最少，仅占总数的 22． 69% ; 市域尺度上，

高密度集聚区呈现近似倾斜的“V”字型结构，南北对称的空间格局显著;县域尺度上呈分散分布; ③整体密度上，

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空间格局形成两条近似平行的高密度集聚带，5 个显著的核心区和 5 个次级密度核心; ④空间

关联上，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县域尺度上空间关联以正相关类型为 主; ⑤影响因

素上，地形、水源是安徽省森林村庄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人口、交通和经济等社会发展状况是森林村庄保护

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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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类世”的到来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基础与重要构成
[2]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3]
,“双碳”目标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

重要指南，是党中央面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以森林资源为代表的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性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
[4,5]

。当前，气候变暖成为全球十大生态环境问题之首，而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

根源
[6]
。森林资源具有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净化空气等显著生态价值，《京都议定书》将林业列为合理应对气候变暖、固碳减

排的重要手段，林业碳汇可产生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要一环
[7]
。新发展阶段，建设生态文

明、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需要，而且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机整体和重要单元，乡村空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基，生态文明及城市的健

康发展离不开乡村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建设
[8]
。其中，森林村庄作为乡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增

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保障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中具有重要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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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村庄从广义来说是指具备森林生态环境的村庄，其生态系统以森林植被为主体，强调城乡绿色协调发展，生态功能稳

定且结构完善，注重森林多功能利用和多效益发挥，是乡村地区的重要环境载体
[9]
。乡村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国外学者针对乡村森林景观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景观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10]
、景观的塑造及风险评

价
[11,12]

、景观土地利用状况
[13,14]

。此外，乡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Kumar 等以吉姆科贝特国家公园为

例探究森林生态系统对当地生计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森林生态系统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生计活动
[15]
;Mikusiński

等分析了空间距离对乡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16]
。乡村森林与社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Kalonga 等基于变革

理论(Theory of Change)比较不同森林管理方法对改善地方生计条件的影响，发现具有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村庄可有效促进森林

治理，改善农户的生计环境
[17]
;Mbuvi 等从替代性生计战略视角出发，基于非木材森林产品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进行研

究
[18]

。乡村森林管理与整治方面。Flora 等以孟加拉国孙德尔班红树林为例，探究多利益主体对森林资源共同管理的看法
[19]
;Badano 等认为墨西哥的森林区域在国际碳市场上具有重要作用，保护和恢复墨西哥森林是一个潜在的商业机会

[20]
。国内学者

对森林村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围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了系列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可持续

发展
[21,22,23]

、生态空间转型重构及内在机理
[24,25]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
[26,27,28]

、生态保护与空间治理
[29]
等方面。总体来说，生

态乡村的相关成果已十分丰富，但当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森林村庄，有待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我国森林村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发展阶段下，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森林村庄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 ArcGIS10.8 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

计方法，对 2021 年安徽省 639 个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以期为促进乡村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以及未

来村庄发展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处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境内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受季风影响四季分明，植被类

型呈现明显过渡性，由北向南依次为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安徽省位于我国长三角地区和中原地区空间

战略发展的连接点上，同时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空间聚合区，具有显著的战略叠加优势。2020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会合肥市主持召开坚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明确指示要“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长三角

地区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
[30]

。作为长三角区域生态战略后备大区，安徽省贯彻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于 2012 年启动“千万亩森林增长行动工程”,实施“打造生态强省，建设美好安徽”的战略决策，林业

资源储量稳步提升。截止 2020 年底，安徽省森林总面积为 6 262 万亩，森林蓄积量超过了 2.7×108m3,森林覆盖率达 30.22%。

2021 年，安徽省先后有 639 个村庄被评为生态环境良好、生态资源丰富的森林村庄
[31]

。森林村庄的建设是构建美丽乡村，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更好服务城市的重要工程，安徽省优越的地理环境及其在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战略定位，为保护与发展森林村庄

提供了良好基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是用以衡量研究对象地理空间分布集中性的重要指标，取值范围为 0—100
[32]
,本研究用以反映

安徽省森林村庄的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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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为第 i 个市级行政区的森林村庄数量；T为安徽省森林村庄总量。G 值越接近 100,表明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

越集中；反之则表明越离散。

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是用于测量空间密度分布状况、探求集聚区及分散区的有效技术手段
[33]
。计算公式为：

式中：h表示半径空间范围内第 i个安徽省森林村庄的位置；s表示待估计森林村庄的位置；si 表示位于以 s为圆心的森林

村庄。

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用于衡量点要素属性值与周围相邻点要素的相关程度，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
[34]
。全局自

相关可测度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空间关联性与空间差异性，局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于反映在局部研究区上地理要素观测值的空间

分布异质性。计算公式分别为：

式中：xi 和 xj 分别表示 i 和 j空间单元内森林村庄的数量；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间单元之间的拓扑关系；n 为安

徽省森林村庄总数。

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指以点、线、面空间实体为基础，在周围建立所需宽度范围的缓冲区多边形图层，将缓冲区图

层与目标图层叠加，分析后得出结果，建立多个宽度范围的缓冲区被称为多环缓冲区。缓冲区分析是解决邻近度问题的空间分

析工具
[35]
,可用以描述安徽省森林村庄与相关影响因素间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安徽省河流水系及主要交通道路进行多环缓冲区分

析，与安徽省森林村庄点状数据的矢量图层相叠加，分析地理空间中河流水系、交通区位等自然社会要素对安徽省森林村庄的

作用程度。

相关分析：相关分析可反映地理要素间的相互关联程度
[36]
。本文用以测算安徽省森林村庄与经济状况间的相关关系及解释

力大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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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和 y 分别表示安徽省地级市森林村庄数量与人均 GDP 值。相关系数 rxy 介于[-1,1]区间，若 rxy>0,相关关系呈正

相关，反之则为负相关，rxy 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1,表明地理要素间关系越密切，越接近于 0,表明地理要素间关系越疏远。

2.2 数据来源

安徽省森林村庄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林业局官方网站(https: //lyj.ah.gov.cn/)发布的 2021 年度森林村庄名单，森林村庄

坐标数据运用百度地图中的 API 坐标拾取器获取，并结合 Google Earth 进行地理坐标数据的检验与修正。安徽省行政区划、行

政边界、水系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 //www.webmap.cn/)的 1∶25 万全国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 //www.resdc.cn/)。安徽省各市区

县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21 安徽统计年鉴》。

3 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3.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公式(1)测算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的地域集中程度，结果显示安徽省森林村庄整体呈分散分布态势；当其均匀分布

于各地级市时，实际地理集中指数大于均匀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表明安徽省森林村庄总体分布均衡程度不高。基于 ArcGIS10.8

空间分析工具对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图 1),总体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安徽

省森林村庄在空间分布态势上呈现“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显著特征。具体来看，西部大别山、淮北平原地区森林村庄空间

分布数量最多，密度较大，集聚于市域内部；皖南丘陵山地、沿江平原区森林村庄空间分布数量较少，密度较低，集聚于市域

交界。二，在空间集聚特征上，安徽省森林村庄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在以六安、阜阳、安庆等为代表的

安徽省西部城市森林村庄呈团块状分布，皖西大别山地形条件复杂，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其森林资源的保育；以池州、

芜湖为代表的皖江城市带及滁州、蚌埠、淮南等地区的森林村庄在空间上呈“东北—西南”条带状分布，这可能是受到长江、

淮河河流流向的影响，河网密集状况对森林村庄空间分布产生一定的影响。综合两方面来看，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不均匀，

局部集聚特征明显，且呈现由西北部向东南部递减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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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尺度分布特征

地理学格外注重空间尺度研究，不同尺度上地理要素的空间联系与空间特征不同
[37]
。因此，本文将 2021 年安徽省 639 个森

林村庄进行区域、市域、县域 3 个空间尺度上的可视化处理，从多尺度空间视角探究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空间联系和空间分布特

征。

区域间差异。安徽省以长江、淮河为界可分为三大区域，长江以南为皖南，淮河以北为皖北，位于长江与淮河中间区域的

为皖中[38]。不同区域具有自然资源的空间异质性和生态环境的特征差异性，对森林生态空间规划布局及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39]。从三大区域看，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表 1)。其中森林村庄集中分布

于皖中地区，数量最多，仅合肥、六安、滁州、安庆 4市森林村庄数量高达 285 个，占全省比重的 44.60%;皖北地区次之，6市

共有森林村庄 209 个，占比 32.71%;皖南地区密集程度最低，数量最少，与皖中、皖北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安徽省森林村庄的

区域数量分布差异，反映出安徽省森林村庄趋向于经济大市和人口大市集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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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徽省不同地区森林村庄分布数量

地区 森林村庄数量(个) 占比(%)

皖南地区 145 22.69

皖中地区 285 44.60

皖北地区 209 32.71

市域尺度差异。将安徽省森林村庄在 16个地级市上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2)。市域尺度上，安徽省森林村庄高密度集聚区沿

皖中地区各城市及皖北地区阜阳市呈现近似倾斜的“V”字型结构特征，整体市域分布形成以安庆、合肥、滁州 3市为轴线南北

较对称的空间格局。安徽省 16个市级行政区共有 639 个森林村庄，其中六安、阜阳、滁州、安庆 4个地级市拥有 310 个，占比

达 48.51%;5 个地级市拥有 181 个，占比 28.33%;7 个地级市仅拥有森林村庄 148 个，占比 23.16%。从具体地级市来看，六安市

是占据安徽省森林村庄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总数达 105 个，占比 16.43%;数量最少的为铜陵市，仅有 5 个，占比 0.78%。究其原

因，六安市位于皖西大别山地区，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及较为闭塞的交通状况使之易保留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村庄分布广泛；

铜陵市作为矿产资源型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给森林资源造成一定损耗，导致森林村庄占比较少。总的来说，市域尺度上安徽

省森林村庄具有多个高密度核心区，且呈连片分布格局，空间分布数量差异受到各地区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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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尺度差异。将安徽省 9 个县级市、44 个区和 52 个县的 639 个森林村庄通过可视化表达，进一步探究县域尺度上安徽省

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3)。从县域尺度上看，安徽省森林村庄总体呈现星罗棋布的分布格局，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散点状

高密度集聚区。与市域尺度相比，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空间集聚区在县域空间尺度上数量少且呈分散分布，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

六安中西部、阜阳西部及合肥、滁州境内；皖南丘陵山区因发展定位的特殊性，空间凝聚程度低且整体分布趋于均衡发展。从

具体区县来看，安徽省森林村庄集中分布于六安市金寨县、裕安区、舒城县及阜阳市临泉县 4个区县，总数达 75 个，占全省比

重的 11.74%,其中六安市金寨县数量最多，占比 4.38%,以原始森林为资源发展旅游的金寨县，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较好融合，

使之生态系统保存完好，加上复杂的地域条件，村庄景观受外界扰动较小，森林村庄广泛分布。总体而言，全省森林村庄在县

域尺度上空间分布差异较大，无明显空白窗口，说明各地区均有一定规模的森林资源基础，但空间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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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间密度分布特征

基于 ArcGIS10.8 中的密度分析工具对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6 类，生成安徽省森

林村庄空间分布密度图(图 4),结果表明森林村庄在空间上呈现不平衡发展状态，形成多核心分布态势。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

布上呈现两条高密度集聚带，5个显著核心区和 5个次级密度核心。高密度集聚带呈现出阜阳—六安—池州一线与淮南—合滁交

界—芜湖一线两条近似平行状南北延伸的带状分布，且形成全包围式空间结构；5个显著核心区分别是以阜阳市为核心的西部核

心和北部核心，以六安市为核心的中部核心和东南部核心及合滁交界核心，团块状连片式分布结构明显；5个次级密度核心即宿

淮交界次核心，淮亳交界次核心，以芜湖市为核心的东部次核心，以安庆市为核心的东南部次核心和以宣城市为核心的东部次

核心，在地理空间上呈散点式随机分布。从空间分布结构看，安徽省森林村庄的显著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多分布于市域内部，

说明森林村庄在市域内部发展稳定，应注重市内保护与建设，这主要是由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受行政边界效应影响较大。

总体上看，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密度分布经向地带性差异显著，折射出自然资源与人文要素的经向地带性。安徽省森林村庄的

整体密度分布特征，不仅是对区域资源禀赋的印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森林村庄的保护实践与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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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空间关联分布特征

以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 ArcGIS10.8 空间自相关工具，对安徽省森林村庄分布的全局自相关进行测算，

结果得出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0.1823>0,Z-Score=2.9147>1.96,P-Score=0.0036<0.05,表明安徽

省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省内不同地区呈现各自的显著集聚特征。为更加直观分析安徽省森林村庄

局部聚集特征，基于 ArcGIS10.8 软件对森林村庄局部自相关特征进行县域尺度分析(图 5),发现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存在高高集

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 4 种类型的集聚区域。其中，高高集聚呈现镰刀型半包围状分布形态，在六安市形成大规

模片区集聚，主要分布于金安区和霍山县，表明六安市金安区与霍山县森林村庄发展水平高，在空间关联中呈扩散效应。高低

集聚呈小规模散点状分布，主要分布在蚌埠市怀远县、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等区域内，说明这些区域内森林村庄发展

水平高，但其周围区域森林村庄发展水平低。低高集聚主要分布在六安市叶集区和阜阳市界首市，该类型分布范围最小且在空

间上呈分散分布。低低集聚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安徽段下游地区，并在蚌埠市禹会区和淮南市大通区交界处形成小规模集聚，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当涂县和博望区内部形成较大规模集聚，最大规模集聚区域分布在铜陵市、芜湖市和池州市的交界地带，

以铜陵市义安区和南陵县为中心向其周围繁昌区、铜官区与青阳县等毗邻县区辐射形成。整体而言，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关联

以正相关类型为主，低低集聚占局部空间自相关区域的 38.67%,且形成三大集聚片区，空间集聚性较强；高高集聚在六安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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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型分布形态，占局部空间自相关区域的 23.18%。负相关类型集聚空间分布密度低，高低型与低高型集聚分别占局部空间自

相关区域的 38.15%,空间异质性特征较弱。

4 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4.1 地形地貌

地形通过影响坡度、土壤湿度及物质组成等对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40]。将安徽省森林村庄点矢量分布图与安徽

省 DEM 数字高程图叠置(图 6a),计算不同海拔高程上森林村庄的数量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安徽省 639 个森林村庄中有 575 个森林

村庄位于海拔高度 200m 以下(表 2),占比 89.99%;仅有 16 个森林村庄位于海拔高度 500m 以上，占比 2.50%,表明安徽省森林村庄

集中分布于地势低平的平原丘陵地带。

从区域环境上看，安徽省北部森林村庄形成多核心密度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以阜阳市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淮河平原区，广

阔的冲积平原不仅塑造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形成了水源充足的良好生态环境，为森林村庄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物质基础；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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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地形分布以江淮台地丘陵区为主，地势平坦开阔，森林村庄形成部分密集区；南部地区地形分布以皖南山地丘陵为主，

森林村庄主要分散分布于九华山山系、黄山山系及天目山山系三条平行山系间的谷地及盆地中，整体分布密度低且数量较少。

相比之下，安徽省森林村庄多沿低地、平原、河谷等地势低平地区分布，并在淮北平原与沿江平原等地势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形

区形成多核心集聚片区。

表 2 安徽省森林村庄与地形地貌的近邻分析

海拔高程范围

(m)

森林村庄数量

(个)

占比

(%)

<100 512 80.13

100—200 63 9.86

200—500 48 7.51

>500 16 2.50

4.2 河流水系

森林村庄的形成和发展与河流水系密切相关，地区内森林资源量的丰富程度与该地水资源质量、数量有直接关联[41]。将

安徽省主要水系进行 5km、10km、20km 的多环缓冲区分析，并将其与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点状矢量图进行叠合(图 6b)。结果表明，

安徽省森林村庄距主要水系 20km、10km、5km 缓冲区范围内分别有森林村庄 484 个、324 个、193 个，依次占总量的 75.74%、50.7%、

30.02%(表 3),说明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与河流水系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不同流域间森林村庄分布特征有所差异，淮河流域以阜南、凤台、明光等县域地区为凝聚中心的空间分布形态突出，境

内数量分布最多，呈散点状零散分布；长江流域内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态势，长江自西向东先后流经安庆、池州、铜陵、芜湖

至马鞍山市和县附近流入江苏省境，森林村庄自西向东数量分别为 57 个、33 个、5 个、29 个、15 个，呈自西向东逐渐递减的

态势；新安江流域内森林村庄集聚区呈西南—东北向条带状走势与新安江水系流向较为一致，境内数量分布最少，空间异质性

较弱。总体来说，安徽省森林村庄在三大流域内均沿河流走势呈现条带状密集型分布，发达的河网水系不仅能够为农民生产生

活提供基本自然物质基础，充沛的水资源更是为森林资源的健康性发展与保护性开发创建平稳发展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

表 3 安徽省森林村庄与河流水系的近邻分析

与最近河流垂直距离

(m)

森林村庄数量

(个)

占比

(%)

<5 000 193 30.20

5 000—10 000 131 20.50

10 000—20 000 160 25.04

>20 000 155 24.26

4.3 交通区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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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是短时空尺度内乡村森林景观变化的主要动力，而交通路网作为连接乡村内部及城乡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人

类活动的主要扩展通道，促使生态资源的要素流动
[42]
。借助 ArcGIS10.8 中的空间分析工具，将安徽省主要道路进行 1km、3km、

5km 的多环缓冲区分析，并与安徽省森林村庄的点状矢量图进行叠加(图 6c),发现森林村庄主要沿着省域交通干线分布，并于交

通线路密集区产生集聚。经分析得出，安徽省森林村庄距主要道路 3km 缓冲区范围内的森林村庄数量达 490 个，占全省比重的

76.68%(表 4),且呈远距离衰减的显著态势。便利的交通条件可加强乡村内外部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网络流动，为

森林资源保护、森林景观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基本条件，进而促进森林村庄的高质量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交通区位是影响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距离交通线越近，路网密集，森林村庄相对较多；距离交通

线越远，路网稀疏，森林村庄相对较少。

表 4 安徽省森林村庄与交通区位的近邻分析

与最近道路垂直距离

(m)

森林村庄数量

(个)

占比

(%)

<1 000 268 41.94

1 000—3 000 222 34.74

3 000—5 000 89 13.93

>5 000 60 9.39

4.4 人口密度

人既是乡村生态环境的建设者也是生态环境的消费者
[43]
,以人为本是森林村庄建设的基本原则，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亦离

不开乡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及节能低碳行动的实施。本文选取安徽省各地级市常住人口作为衡量安徽省各地区人口密度

的指标，并将安徽省市域人口数量分布图与安徽省森林村庄点矢量图叠置(图 6d),可以看出安徽省森林村庄集中分布于人口大市，

并在人口密集区产生集聚。

进一步对比分析安徽省各地级市常住人口与森林村庄数量，发现安徽省市域常住人口数与森林村庄数量间存在高度耦合关

系，人口越密集的地区，森林村庄数量相对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宿州市、亳州市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但森林村庄数量较少；

池州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其森林村庄数量较多，可能是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的多重影响。人

口集聚伴随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地区开展以水土保持和人工林工程建造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且森林村庄与人口密度间形

成高度耦合协调关系，说明人口密度是影响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

4.5 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阶段及发展方式对森林村庄的保护与建设产生深刻影响
[44]

。以各地级市人均 GDP 作为衡量安徽省经济发展状况指

标，将安徽省森林村庄点矢量图与安徽省市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叠合(图 6f),安徽省经济上空间分异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

明显特征，经济发展整体呈不均衡状态，与安徽省市域尺度上森林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大体呈相反态势。

为进一步量化上述结论，运用公式(5),将安徽省森林村庄与安徽省市域地区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结果为 rxy=-0.28,表明安

徽省各地区村庄数与经济状况之间呈异向相关。对比分析安徽省各地级市人均 GDP 与森林村庄数量，发现经济发展状况与森林

村庄呈现反向变化特征，但仍有突出异常值存在，主要表现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合肥市为代表的“高—高”型地区，该类型地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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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森林村庄数量相对较多。近年来，合肥市的科技创新优势日益突出，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与产品结

构优化升级，通过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空间组织的创新发展，不断增强对绿色空间的保护与利用，全面推进以优化产业结构

为核心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和以林业工程建设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建设，使经济增长、资源建设及能源消费间得以协调发展；二

是以宿州市为代表的“低—低”型地区，该类型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森林村庄数量少。由于宿州等地以集聚性木材加工业

为主的第一产业消耗了大量森林资源，加之其在地理区位上受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较弱，科技引领及产业转型相对缺乏，从

而导致该类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间相对失衡。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结构及发展方式对森林村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稳

定的经济环境易于森林村庄的保留，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双碳”目标为指引，贯彻创新、绿色、协调的新发展理念，构

建以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为核心的绿色低碳新经济发展格局才能实现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为促进乡村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 ArcGIS10.8 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方法，对 2021 年安徽省 639 个森林村庄

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总体分布上，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呈现西

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明显特征；在空间集聚上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在六安、阜阳、安庆等为代表的安徽省西

部城市森林村庄呈团块状分布，中南部地区具有“东北—西南”条带状分布特征。②区域特征上，安徽省森林村庄在区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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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县域尺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区域尺度上，安徽省中部地区森林村庄数量最多，集聚特征明显，北部地区次之，南部地区

数量最少，仅占全省比重的 22.69%;市域尺度上，安徽省森林村庄高密度集聚区沿皖中地区各城市及皖北地区阜阳市呈现近似倾

斜的“V”字型结构特征，总体市域分布形成以安庆、合肥、滁州 4市为轴线南北较对称的空间格局；县域尺度上安徽省森林村

庄呈分散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散点状高密度集聚区。③整体密度上，安徽省森林村庄高密度集聚带呈现阜阳—六安—安

庆—池州一线与亳州—淮南—合滁交界—芜湖一线两条近似平行状南北延伸的带状分布，且形成 5 个显著核心区和 5 个次级密

度核心。④空间关联上，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县域尺度上空间关联以正相关类型为主，且空间

集聚性强，在六安市形成镰刀型集聚分布形态；负相关类型集聚空间分布密度低，空间异质性特征较弱。⑤影响因素上，安徽

省森林村庄主要受自然及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影响。具体来看，平坦的地形、充足的水源是安徽省森林村庄形成的自然环境基

础；较高的人口密度、发达的交通通达度等社会发展状况为森林村庄的保护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区域间的经济状况也对森林

村庄产生一定的影响，整体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但仍有突出异常值出现，主要表现为以合肥市为代表的“高—高”型地区

和以宿州市为代表的“低—低”型地区。

5.2 讨论

安徽省森林村庄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空间宜居的重要载体，是保障乡村及城市生态系统健康

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对国家“双碳”目标的积极响应，其空间分布情况可揭示森林村庄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间

接反映了安徽省乡村生态环境及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将产生变革性影响，

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绿色低碳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而森林资源的建设与保护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

环和重要手段，对贯彻创新、绿色、协调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绿色低碳新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安徽省作为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后备区，以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源建设为导向积极落实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以森林资源

为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日渐成效。因此本文以安徽省为案例地，从多个维度并运用多尺度空间分析对森林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进

行剖析，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森林村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明晰安徽省以森林资源为代表的乡村生态资源状况，为未来

村庄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

由于受数据获取及论文篇幅影响，本文在对安徽省森林村庄空间联系及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上仍有待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对长三角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保障作用，是长三角地区生态文明战略的大后方，探究安徽省以森林资源

为主体的生态村庄在长三角地区发挥的生态功能，不仅有利于突出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而且是长三角地区低碳转

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安徽省森林村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对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后续研究应深化的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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