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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鉴生态位理论构建了包括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位和生态环境生态位等 3 个功能维度共 22 个指标的区域生态

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福建省各地区的生态位进行了测算。针对宁德市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位、生
态环境生态位存在的问题，提出区域定位的差异化、产业发展的定向演进、生态单元的外部引进、生态位效能的整合提升以

及创新能力的生态位挖掘等区域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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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che theory

———Taking Ningde City of Fujian Province as 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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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niche theor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of regional niche，which consists of 3 dimensions
of economy，soci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volving 22 variables，is built，Applying the indices system，the niches of various
regions in Fujian Province are calculated． In view of the local conditions of Ningde City，the lo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orientation，directed evolu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introduction of external ecological units，integra-
tion and promotion of niche efficiency，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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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性概念，是指

生物单元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与环境及其他生物

单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1］。
随着生态位内涵及其理论的不断拓展与完善，作为

揭示生物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普遍规律的

生态位理论以其广泛的指导意义，受到各学科的广

泛关注［2］。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生态位重叠与

分离理论、生态位扩充与压缩理论、生态位态势理

论等生态位基本理论与方法，开始作为研究人类社

会复杂巨系统的重要分析工具被引入经济学、管理

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发展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3］，

取得了丰富成果。
有关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历来都是社

会各界讨论的焦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矛盾不断激化，区

域(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 ) 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与挑

战［4］。如何实现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不同学者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进行了诸多有益探

索［5 － 6］。从生态位理论角度将区域视为社会 － 经

济 －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7］，探讨各区域生态单元的

地位与作用、系统演化、系统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等，



将为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提 供 一 个 新 的

视角。
总体来看，生态位理论应用于区域发展的现有

研究大多关注某一具体方面，如企业竞争、产业发

展、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等［8 － 10］，少有将区域整体当

作一个生态单元，探讨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果，

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欠发达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成果更为鲜见。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选取福建省宁德市作为研究对象，借鉴生态位

理论与方法，将其视为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的一个整体单元，探讨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希

望为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 一) 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区域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

基本单元，彼此间存在密切的社会、经济与自然联

系。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间这

种相互联系愈发紧密，区域只有融入区域经济大系

统，彼此竞争、合作与学习，才能得到不断发展［11］。
从生态学角度看，区域间的这种密切的相互联系就

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复合生态系统，每个区域都

是该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单元，其发展受到多种生态

因子的影响与限定。区域单元的生态位就是特定

区域单元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与其他区域单元

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这

种相对地位与作用只有在与系统中的其他区域结

合起来加以对比时才能得以体现出来。
区域单元生态位包含 2 个重要方面: ( 1 ) 区域

单元的“态”( 自然资源的数量、劳动力资源的数量、
经济发展水平等) ，是该区域单元长期社会经济发

展以及和其他区域单元相互作用的积累结果; ( 2 )

区域单元的“势”( 自然资源年消耗量、劳动力年增

长量、经济年增长量等) ，是该区域单元在区域复合

生态系统中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12］。“态”和

“势”综合反映了特定区域单元在区域复合生态系

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即生态位宽度。因此，在

测定区域单元的生态位大小( 生态位宽度) 时，须要

同时测定该区域单元的状态、影响力和支配力，即

该区域单元生态位的“态”和“势”，生态位的计算

可用下列公式表示［12］:

Ni =
Si + AiPi

Σ
n

j = 1
( Sj + AjPj )

( 1)

其中 i = 1，2，…，n; j = 1，2，…，n; Si、Sj 分别为

区域单元 i、j 的态; Pi、Pj 分别为区域单元 i、j 的势;

Ai 和 Aj 为量纲转换系数。式中 Si + AiPi 称为该区

域单元的绝对生态位; Ni 为区域单元 i 的生态位，

也可称为该区域单元的相对生态位。
计算值 Ni 越接近 1，生态位宽度就越大，说明

区域单元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就

越大，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就越高，发展潜

力和竞争力就越大，在区域竞争中将占据有利地

位。反之，计算值越接近 0，则说明区域单元在区域

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越小，对区域资源开

发利用效率越低，发展潜力和竞争力越小，在区域

竞争中将有被淘汰的风险，需要拓展生态位。
( 二) 指标体系与权重

1． 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多维超体积生态位”
理论［13］，区域作为一种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 3 个子系

统多种生态因子的影响与限定，它们相互作用随机

组合共同构成了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即区域

生态位是“社会 － 经济 － 生态环境”三维复合生态

位。本文从研究区域生态位不同功能维度出发，以

实现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将区域生态位分解为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

位和生态环境生态位 3 个功能维度，各维度又继续

分解为若干具体指标。( 1) 经济生态位主要反映区

域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外资等方面的

发展态势，即区域内部经济综合实力，经济的快速

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物资基础和动力;

( 2) 社会生态位是区域社会发展态势的综合反映，

主要强调区域在人民生活质量、人力资源、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能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支撑; (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条件，生态环境生态位就是旨在综合反映区

域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主要

强调区域在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态

势。因此，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和可操作

性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区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

况，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权威性，借鉴可

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最终构建了涵盖 3 个功能维度共 22 个指标的区域

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
2． 指标权重确定。区域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3 个功能维度共 22 个指

标，不同指标对生态位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不同

维度重要性也存在差异，因此合理确定指标权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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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的关键。本研

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并适当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14 － 15］，综合确定各功能维度及其指标

的权重。其中，指标层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

定，准则层权重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

综合确定，最终得到区域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的权

重值: 经济生态位权重为0． 4，社会生态位权重为0． 4，

生态环境生态位为 0． 2，具体指标权重详见表 1。
表 1 区域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An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of regional niche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指标层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区域生态位 经济生态位 0． 4 人均 GDP 0． 094
城镇化率 0． 087
第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 092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0． 134
进出口商品总额 0． 094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0． 1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 133
固定资产投资 0． 129
公共财政收入 0． 125

社会生态位 0． 4 人口密度 0． 08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 11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126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0． 123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0． 141
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 0． 109
期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 0． 131
千人拥有病床数 0． 048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0． 130

生态环境生态位 0． 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 30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 20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 223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0． 271

二、宁德市生态位比较分析

( 一) 宁德市概况

宁德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地处东经 118°32'
－ 120°43'、北纬 26°18' － 27°40'，土地面积约 134． 5

万 hm2，总人口 342． 3 万人，东临东海，南接福州，西

连南平，北与浙江省接壤。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沿海为小面积海积、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部高，东、
南部低，中部隆起。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气候类型多样，灾害性气候频繁。从福建省总体来

看，虽然宁德市社会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速，但发

展水平依然长期处于全省末尾状态。2012 年，宁德

市地区生产总值 1075． 06 亿元，为福建省的 5． 45%，

仅高于南平，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居全

省 9 地市末位［16］。宁德市 10 个县、市、区中就有 6
个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全省最多，是东南

沿海欠发达地区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 二) 宁德市生态位分析

本文所使用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2010 － 2013 年) 和《福建省统计年鉴》( 2010

－ 2013 年) 中福建省 9 地市原始数据，部分指标则

是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因指标体系中各指标

量纲不同，为消除指标量纲对计算结果的影响，采

用极值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依据上文所构建的区域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以 2012 年福建省 9 城市各指标值度量生态位的

“态”，以 2009 － 2012 年各指标值的年平均增加值

度量生态位的“势”，以一年为时间尺度，即量纲转

换系数为 1 年，将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代入生态位

测算公式( 1) 得每个区域各项指标的生态位，再采

用权重加权法将各指标生态位值加权求和，得出各

区域生态位和各维度生态位值与位序情况( 表 2) 。
1． 经济生态位。从福建省各市经济生态位的

评价结果来看，宁德市经济生态位( 0． 036 ) 宽度偏

小，在全省范围内处于倒数第二，仅略微超过末位

地 区 南 平 市 ( 0． 033 ) ，约 为 排 名 第 一 的 福 州 市

( 0． 251) 的 1 /7 和全省平均值( 0． 111 ) 的 1 /3，占全

省经济生态位总量的 3． 6%。说明宁德市虽然近年

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发展效率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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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力较全省其他地区来说依然偏低，产业发展相

对滞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资源要素利用效率不

高，在区域内外经济活动中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
此外，由于宁德市经济生态位偏小，集聚效应不明

显，对经济要素吸引力不足，在与其他区域单元日

趋激烈化的竞争中也将面临经济要素流出问题，这

将进一步恶化宁德市未来经济发展的环境，导致发

展后劲不足和面临更多约束，赶超发展任务艰巨。
表 2 福建省各市区域生态位测算结果

Table 2 Estimation and calculation results of various regional niches in Fujian

城市
经济生态位

数值 排名

社会生态位

数值 排名

生态环境生态位

数值 排名

区域生态位

数值 排名

福州市 0． 251 1 0． 157 2 0． 121 3 0． 187 2
厦门市 0． 238 2 0． 302 1 0． 160 1 0． 248 1
莆田市 0． 057 6 0． 065 7 0． 137 2 0． 076 5
三明市 0． 052 7 0． 082 5 0． 097 6 0． 073 6
泉州市 0． 187 3 0． 145 3 0． 097 6 0． 152 3
漳州市 0． 089 4 0． 087 4 0． 092 8 0． 089 4
南平市 0． 033 9 0． 060 8 0． 103 4 0． 058 8
龙岩市 0． 059 5 0． 068 6 0． 099 5 0． 070 7
宁德市 0． 036 8 0． 034 9 0． 092 8 0． 046 9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0 － 2013 年) 和《福建省统计年鉴》( 2010 － 2013 年) 。

2． 社会生态位。从福建省各市社会生态位的

评价结果来看，宁德市社会生态位( 0． 034 ) 宽度处
于全省末位，约为排名第一的厦门市( 0． 302) 的1 /9
和全省平均值 ( 0． 111 ) 的 1 /3，占全省社会生态位
总量的 3． 4%，与经济生态位状况十分接近。表明
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宁德市社会事业发展存在较

为明显的滞后现象，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投入与供给总量严重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
高。弱小的社会生态位进一步制约了宁德市经济

的快速发展，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因此，宁德市亟需扩充社会生态位，实现社会与经
济相互协调发展，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3． 生态环境生态位。从福建省各市生态环境
生态位的评价结果来看，宁德市生态环境生态位宽

度为 0． 092，与漳州市( 0． 092 ) 相同，约为全省生态
环境生态位平均值 ( 0． 111 ) 的 5 /6，占全省社会生
态位总量的 9． 2%，除排名前三的厦门市、莆田市和

福州市外，其他各市生态环境生态位差距不大。这
表明同省内与其他地区相比，宁德市生态环境状况
并不理想，受限于地形和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多年来基本没有增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虽逐年增加，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处于落后状
态，这些都制约了宁德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宁德市

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不足，

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导致

对高端产业、高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不足，可
持续发展面临人才缺失困境，生态环境综合承载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4． 区域生态位。从福建省各市生态位的评价
结果来看，宁德市生态位宽度为 0． 046，为全省最低

值，且同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仅为厦门市( 0． 248) 的
1 /5，占全省社会生态位总量的 4． 6%。表明宁德市

在福建省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三方面均处于劣势，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十分有

限，与其他区域单元的资源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地

位，发展空间受限，面临自身资源流失和被淘汰的

风险，生态位可能进一步压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持续推进，宁德市今后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

的挑战，生态位扩充面临极大压力。

三、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宁德市发展策略

宁德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开发与建设长期

落后于其他地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客观地形

限制和历史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 ( 1 ) 产业结构不

合理，总体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为农业比重偏大，

工业发展缓慢，总体规模偏小，缺乏龙头骨干企业

和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小微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

力，产业结构调整能力弱等; ( 2) 由于长期社会经济

发展滞后、自身积累不足和缺乏吸引力，使民间资

本、关键技术性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大量流

失，导致宁德市发展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关键

要素的严重制约; ( 3)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镇

体系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规模过小，对周边地区

和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部分山区县市扶

贫任务依然艰巨; ( 4) 政府财力有限，公共基础设施

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欠账较

多，特别是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不同交通

方式间衔接不畅，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虽然近

年来随着高速网络建设和动车组的开通使宁德市综

合交通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部分山区县市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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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闭塞。综上，宁德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跨越

式发展面临极大压力和挑战，急需从一个全新的视

角重新审视其发展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发展策略。
从生态位理论视角看，生物单元的生态位是长

期自然演化的结果，但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作为以人

类社会为主导的人工生态系统，区域生态位的形成

与演进无不体现着地方政府和发展策略的导向作

用。因此，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引导，定向选择区域发

展方向和竞争方式，优化因子组合状态，有效提升其

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扩充生态位。
( 一) 区域定位的差异化策略

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实现区域生态位分离，

宁德市应主动实施区域定位差异化策略。当前生

态文明建设与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正逐步成为各

级政府新的执政理念与发展主流，宁德市应把握这

一发展趋势，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区域发展定位。
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与协作，注重自身文化

特色的保护与挖掘，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

优势; 另一方面制定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以生态

文明统领区域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融入海峡西

岸经济区发展大格局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趋势中，

在激烈的区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跨域式发展。
( 二) 产业发展的定向演进策略

结合宁德市自然资源与区位优势，实行产业发

展定向演进策略。一方面发挥区位优势，依托优越

的海港资源，主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优化提升

产业结构与布局，促进临港先进制造业集聚与发

展，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强宁德市经济

在全省竞争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重视区域旅游资

源保护、整合与开发，不断完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

加强区域间旅游交流合作，提高旅游产品营销管理

能力，加快生态旅游业品牌建设，将宁德市旅游资

源转化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
( 三) 生态单元的外部引进策略

宁德市应紧紧抓住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历

史机遇，制定更加开放的发展战略，积极实施生态

单元外部引进策略，实现生态位扩充。努力实施更

加开放的政策，加强与港、澳、台间的经济、文化交

流与合作，重视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完善相关体制

机制，优化区域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进

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同时，充分挖掘

和发挥宁德市海外侨胞较多的优势，加强与闽东籍

华侨华人的联系，利用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

力，给予适当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海外侨胞回乡

投资创业，促进人才和在外资本的回归，从而有效

弥补宁德市人才与资金的不足。

( 四) 生态位效能的整合提升策略

宁德市应通过区域基础生态位挖掘，整合提升

区域生态位效能，扩大资源环境容量，从而有效提

高区域整体竞争力。提高生态位效能行之有效的

途径就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宁德市今后应加

快区域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完善交通枢纽、货

运场站、港口码头等配套设施体系，加强不同交通

方式间的有效衔接，提升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保

障能力，实现区内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

宁德市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强区域发展规

划，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完善社会保障，逐步

实施城市更新改造，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充分发挥中

心城区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带动作用。同时，宁德

市应重视生态环境和城乡人居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加强污染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 五) 创新能力的生态位挖潜策略

纵观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始终贯穿区域发展

的重要力量，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因

此，创新能力的生态位挖潜，引导区域内外创新要

素的合理集聚，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将是拓展宁德

市生态位宽度的重要途径。宁德市今后应加大财

政投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为

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

力。重视区域创新网络建设，促进研发机构、企业、
人才等创新主体与资金、项目等的有效对接，引导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最后，搭建区域创新平台，

加强与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壮大创新人

才队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内外创新人

才的合理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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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量进入。为此，一方面要促进利率的市场化改

革，建立发达的同业拆借市场，建立完善的定价机

制，合理减少中外的利差，使利率能够在资本市场

上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

功能，完善汇率市场化调节，逐渐推进汇率浮动空

间扩大化，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宣传，打破人民币的

单边升值状况。
( 四) 采取切实可行的多样化措施，严厉打击非

法交易活动

采取多样化措施，严厉打击各种非法交易活

动。( 1) 加大对地下钱庄等非法场所违法事实的宣

传。利用典型案例，向群众宣传地下钱庄的操作方

法及危害，增强广大百姓对非法交易的认识，鼓励

检举揭发，提倡全社会共同守法。( 2 ) 扩大投融资

渠道，建立多样化的融资体系。一方面银行可适当

放宽中小企业贷款条件，也可设立多种形式的机

构，使其能更多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流动资金，为其

发展提供多元化支持; 另一方面是要规范民间借贷

行为的操作，吸取温州民间借贷合法化的经验教

训。( 3) 加强国际合作。地下钱庄的活动范围往往

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调查比较困难，应强化和其

他国家的合作关系，多交流其非法交易的信息，尽

一切可能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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