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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贫困地理与农村多维空间贫困、
 

乡村地域系统与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前沿研究的基础

上,
 

提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研究视角,
 

并对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内涵进行了初步探析.
 

以云南省镇沅县109个

村域为评价分析单元,
 

构建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设计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

测度模型和基于“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的时空演化模式识别方法.
 

研究显示:
 

①
 

镇沅县2013-2021年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时序阶段性特征经历了“差异波动演化(2013-2015年)—快速演化(2016-2019年)—增长

滞缓趋稳(2020-2021年)”3个主要阶段.
 

②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以连续热点模式为主,
 

加强的

热点模式呈零星分布,
 

表征2013-2021年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整体上经历了较快且连续稳定的减贫演化过

程,
 

是减贫政策普惠作用在时空演化模式上的具体表现;
 

连续冷点模式和持续冷点模式呈现出县域东西两端集聚

分布态势.
 

③
 

多维空间贫困陷阱主要集中在和平镇、
 

者东镇、
 

振太镇的部分村域,
 

相关村域脱贫稳定性相对较差、
 

返贫风险较高.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
 

深入刻画分析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

格局与特征,
 

对于科学推动脱贫地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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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overty
 

geography,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poverty,
 

rural
 

regional
 

systems,
 

and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this
 

article
 

pro-

pose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and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Using
 

109
 

village
 

domains
 

in
 

Zhenyu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uni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was
 

constructed.
 

A
 

measurement
 

model
 

for
 

the
 

evo-

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dex
 

of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was
 

designed,
 

along
 

with
 

a
 

spatial-tem-

poral
 

evolu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
 

based
 

on
 

“spatio-temporal
 

cubes
 

and
 

emerging
 

spatio-temporal
 

hotspot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①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sta-

ges
 

of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in
 

Zhenyuan
 

County
 

from
 

2013
 

to
 

2021
 

can
 

be
 

summarized
 

as
 

“dif-

ferentiated
 

fluctuation
 

evolution
 

(2013-2015)-rapid
 

evolution
 

(2016-2019)-growth
 

slowdown
 

and
 

stabi-

lization
 

(2020-2021)”.
 

②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in
 

Zhenyuan
 

County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ous
 

hotspot
 

patterns,
 

with
 

strengthened
 

hotspots
 

scattered
 

sporadically.
 

This
 

indicates
 

that
 

from
 

2013
 

to
 

2021,
 

the
 

overall
 

rural
 

impoverished
 

areal
 

system
 

in
 

Zhenyuan
 

County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fast
 

and
 

continuously
 

stable
 

poverty
 

reduction
 

process,
 

which
 

w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inclusiv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spatial-temporal
 

evo-

lution
 

pattern.
 

Continuous
 

cold
 

spot
 

patterns
 

and
 

persistent
 

cold
 

spot
 

patterns
 

showed
 

a
 

concentration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nds
 

of
 

the
 

county.
 

③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poverty
 

traps
 

were
 

mainly
 

concen-

trated
 

in
 

certain
 

village
 

domains
 

of
 

Heping
 

Town,
 

Zhedong
 

Town,
 

and
 

Zhentai
 

Town,
 

where
 

the
 

st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risk
 

of
 

falling
 

back
 

into
 

poverty
 

were
 

relatively
 

poor.
 

Rura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cyclical
 

accumulation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s.
 

It
 

is
 

of
 

great
 

signif-

icance
 

to
 

deeply
 

depict
 

and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m-

poverished
 

areal
 

systems
 

for
 

scientifical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verty-

stricke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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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性焦点问题,
 

但“乡村衰落”的世界趋势与“乡村振兴”的中国战略选择形成了鲜明

对比[1].
 

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
 

治理相对贫困、
 

转型乡村振兴的减贫政策接续升级进程中,
 

伴随着各种动

力要素持续投入,
 

乡村地域经历了一系列多元复杂的演化发展过程,
 

从贫困地理学和发展地理学视角科学

地识别并刻画减贫过程中乡村地域的时空演化特征,
 

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减贫和乡村振兴转型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4].
国内外学者围绕贫困地理学与空间贫困相关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以空间贫困陷阱的研究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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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贫困地理学研究经历了“现象总结—理论假设—概念界定—验证识别—作用机制”的理论架构过程[5-7].
 

通过对贫困内涵的多维论证,
 

构建了不同视域下多维空间贫困识别与评价体系[8-14],
 

同时对贫困空间依赖

性、
 

时空分异性及成因等进行了系统探究,
 

并在区域减贫评估及农村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15-16].
 

贫困地理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
 

技术体系和应用路径,
 

但在贫困地域演化过程量化

表征、
 

贫困演化机理探析、
 

贫困时空交互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
 

乡村地理学研究经历了从静态

单维空间到动态多维空间的转变过程.
 

近年来,
 

国内学者以“三生空间”理论为基础,
 

以“要素—结构—功

能”作为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
 

尤其是逐步聚焦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技术路径[17-21].
 

贫困地域系统作为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的一种特殊类型,
 

相

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2-23],
 

未来的研究应重点通过“人—地—业”要素时空耦合关系,
 

表征贫困地域格局

及时空演化过程、
 

贫困地域演化机理及调控策略等.
 

本文以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研究为主题,
 

以“可持续稳定脱贫压力”与“乡村振兴动力供给”时空矛盾突出的西南山区典型脱贫县域为研究对象,
 

在进

一步挖掘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内涵的基础上,
 

构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格局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

测度方法,
 

开展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以期进一步拓展乡村地域系统理论研究外延,
 

丰富

贫困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内容,
 

为脱贫地区可持续减贫评估监测和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提供地理学分析

研判方法.

1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探析

1.1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内涵挖掘

贫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贫困地域系统”,
 

也是人地关系在贫困地域的具体表现形式[23].
 

根据地域类

型分类,
 

贫困地域系统可划分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城镇贫困地域系统”“城乡交错贫困地域系统”3种类

型.
 

国内学者率先将贫困地域系统定义为:
 

在特定贫困地域内,
 

由地理区位、
 

生态环境、
 

资源禀赋、
 

经济水

平、
 

社会福利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
 

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复杂系统.
 

将贫困地域系统分解为3个子系

统,
 

即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人”“地”“业”要素因子,
 

划分为以“人”为核心要素的社会子系统,
 

以

“地”为核心要素的环境子系统,
 

以“业”为核心要素的经济子系统[9].
 

在系统科学理论、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理论、
 

空间贫困和多维贫困理论、
 

乡村地域系统理论等基础理论的指导下,
 

本文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概念

初步界定为:
 

在特定时空范围的乡村地域,
 

由“人”“地”“业”要素构成的系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维度剥夺

或耦合关系失调,
 

导致区域内部各类资本要素供给不足、
 

结构低效或动力失调,
 

在自然、
 

社会和经济方面

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地域系统.

1.2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多维结构

根据上述对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的内涵挖掘和基本概念界定,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多维结构可被表征为

“人”“地”“业”3类核心要素所衍生的关联子系统及多维结构.
 

“人”“地”“业”分别衍生对应人口子系统、
 

土

地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
 

3个子系统互相关联、
 

互相影响、
 

互相制约,
 

共同影响区域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

方向、
 

进程和状态.

1)
 

以“人”为核心要素的人口子系统,
 

表征了贫困地区因自然资源环境不足以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
 

或

因社会资源、
 

公共政策等供给不足,
 

导致个体社会福利缺失,
 

反映了贫困与社会资源及福利供给之间的关

系,
 

并直接反映区域社会贫困演化状态.

2)
 

以“地”为核心要素的土地子系统,
 

表征了贫困地区在地理区位、
 

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劣

势,
 

反映了贫困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并直接反映区域自然贫困程度,
 

同时也是区域社会贫困和经

济贫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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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业”为核心要素的产业子系统,
 

表征了乡村贫困地域在产业基础、
 

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
 

要素

流通、
 

市场开发潜力等方面的不足,
 

主要反映贫困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并直接反映区域经济贫

困程度.
“人—地—业”各子系统按照“基底—支撑—潜力”的递进式逻辑,

 

进一步解构为:
 

人力资源本底、
 

人力

资源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
 

土地资源本底、
 

土地生态承载、
 

土地功能开发、
 

产业空间区位、
 

产业收益保障、
 

产业发展潜力共9个维度(图1).

图1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多维结构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研究的重要基础.
 

本文以目标性与代表

性、
 

科学性与简明性、
 

时效性与地域性、
 

可量化与可获取为评价指标遴选原则,
 

参照近年来有关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
 

贫困地理学、
 

发展地理学、
 

乡村地理学、
 

人口地理学等相关研究中的评价指标设置,
 

结合研究区

实地调查可获取统计数据或已有的相关数据产品,
 

按照人口、
 

土地、
 

产业3个子系统的多维结构和“基底—

支撑—潜力”递进式逻辑,
 

每个维度选取不少于20个候选指标,
 

共计选取66项候选指标构成了评价指标候

选集合,
 

采用极差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1)
 

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候选集.
 

人力资源本底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人口数量规模和机构特

征的基底型指标;
 

人力资源保障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人口发展状态和基本保障水平的支撑型指

标;
 

人力资源开发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人力资源开发前景和转型动力的潜力型指标.

2)
 

土地子系统评价指标候选集.
 

土地资源本底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土地资源特征和土地利

用状态的基底型指标;
 

土地生态承载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土地对生态环境承载作用及能够产出生

态资产价值的支撑型指标;
 

土地功能开发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土地多功能价值和转型开发利用前

景的潜力型指标.

3)
 

产业子系统评价指标候选集.
 

产业空间区位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经济贫困地理特征的基

底型指标;
 

产业收益保障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产业发展状态和产业发展优势的支撑型指标;
 

产业

发展潜力维度主要遴选了能够体现村域产业发展韧性和转型潜力的指标.
本文综合运用“变异系数分析(CV)+方差膨胀系数(VIF)”复合方法,

 

去除部分共线性指向指标和贡献度

相对不足的指标,
 

最后遴选保留了31项评价指标,
 

通过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ough
 

Intercrieria
 

Corre-

lation)赋权方法测算得到各项评价指标权重,
 

进而构建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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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维度 评价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人口(P) 人力资源本底 X1 人口密度 人/km2 + 0.236
 

9

X2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0.207
 

1

X3 贫困人口占比 % - 0.300
 

6

X4 劳动力占比 % + 0.255
 

5

人力资源保障 X5 恩格尔系数 - + 0.298
 

6

X6 人均安全住房面积 m2/人 + 0.304
 

2

X7 老龄人口抚养比 % + 0.397
 

5

人力资源开发 X8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 + 0.280
 

0

X9 参加技能培训农户占比 % + 0.208
 

4

X10 返乡创业人员占比 % + 0.230
 

4

X11 外出务工人员占比 % + 0.281
 

6

土地(L) 土地资源本底 X12 地形起伏度 % - 0.309
 

7

X13 25°以上耕地面积比 % - 0.320
 

6

X14 人均耕地面积 hm2/人 + 0.204
 

5

X15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 + 0.164
 

9

土地生态承载 X16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 gC/hm2 + 0.403
 

6

X17 化肥施用强度 t/hm2 - 0.323
 

1

X18 农药使用强度 t/hm2 - 0.273
 

0

土地功能开发 X19 土地生产力指数 万元/hm2 + 0.199
 

2

X20 地均农作物产值 万元/hm2 + 0.215
 

8

X21 地均畜牧业产值 万元/hm2 - 0.261
 

7

X22 生产便道密度 km/hm2 + 0.323
 

6

产业(I) 产业空间区位 X23 到最近县城中心距离 km - 0.300
 

3

X24 到最近乡镇中心距离 km - 0.329
 

6

X25 路网密度 km/hm2 + 0.369
 

8

产业收益保障 X26 村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 + 0.338
 

8

X27 土地流转收益 万元 + 0.300
 

9

X28 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值 万元 + 0.360
 

5

产业发展潜力 X2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个 + 0.328
 

9

X30 村域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 % + 0.310
 

2

X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万元 + 0.360
 

8

2.2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测度方法

为科学表征乡村贫困地域系统“人—地—业”演化状态,
 

本文基于发展地理学视角,
 

参考运用生计多边

形法测度乡村贫困地域系统多维发展指数[24-25],
 

测度过程考量了不同维度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作用.
 

按照人力资源本底、
 

人力资源保障、
 

人力资源开发、
 

土地资源本底、
 

土地生态承载、
 

土地功能开发、
 

产业空间区位、
 

产业收益保障、
 

产业发展潜力共9个方面及相应评价指标,
 

构建“加权生计多边形”乡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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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域多维发展指数测度模型,
 

并结合本文评价指标维度分解情况,
 

运用生计9边形模型测度乡村贫困地

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图2).

图2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9边形模型示意图

O 为原点,
 

其中原点O 与各顶点间的直线为评价维度,
 

原点O 与各顶点方向直线实测线段长度(O-
HB,O-HS,O-HD……O-IE)为该子维度得分,

 

O-HB,O-HS,O-HD……O-IE 分别以A,B,C……I
表示,

 

任意两个子维度之间夹角为α(α=360°/9),
 

则9边形“A-I”的面积即可被定义为某区域乡村贫困地

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
 

在9个维度中,
 

因排序组合方式不同,
 

导致其面积计算结果也不同.
 

因此,
 

本文采用

全排序法取9个维度得分两两相乘后的加总值,
 

作为某区域乡村贫困地域演化发展指数.
 

全排序多边形测

度模型符合乡村贫困地域的系统化和复杂性特征.
 

计算公式为:

MRPIp =
1
2sinα

(A×B+B×C+A×C+…+H ×I+I×A) (1)

A=∑
n

i=1
w1y1+w2y2…wnyn (2)

式(1)、
 

式(2)中,
 

MRPIp 为某评价单元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
 

A 为人力资源本底维度演化发

展指数得分;
 

w 为某评价指标权重;
 

y 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B-I维度演化发展指数得分测度方法同上.
2.3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状态时空格局分析方法

2.3.1 冷热点(Getis-Ord
 

Gi)时空演化静态描述性统计分析

冷热点空间分析是在给定一组加权变量要素的基础上,
 

借助ArcGIS
 

PRO
 

3.0中Getis-Ord
 

Gi分析工

具,
 

识别研究区内具有空间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和冷点.
 

z得分(临界值)和p 值(显著性水平)均用于统计显

著性的度量,
 

逐要素判断是否拒绝零假设.
 

如果某要素z 得分高且p 值小,
 

则表征高值空间聚类;
 

如果某

要素z得分低并为负数且p 值小,
 

则表征低值的空间聚类.
 

z 得分趋向越高或越低,
 

则空间聚类密集度越

大.
 

若z得分接近于0,
 

则表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类.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研究区某一时间节点变量要

素在空间上的冷、
 

热点分布情况,
 

本文选取2013年、
 

2016年、
 

2019年和2021年4个时间节点,
 

以乡村贫

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测度结果为变量要素,
 

分期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多维减贫指数的高值(热点)和低

值(冷点)空间聚类区,
 

可以更加直观地研判乡村贫困地域系统不同时点的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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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基于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的时空演化模式识别

时空立方体是依托ArcGIS
 

PRO
 

3.0平台,
 

聚焦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
 

空间与时间集成模式分析,
 

是

对时空数据进行可视化探测研究.
 

本文以研究区各村域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为

分析变量,
 

通过制作变量数据聚合点创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时空立方体,
 

使时间截点要素在空间上进

行聚合,
 

刻画分析时空演化状态和模式.
 

①
 

分期变量与数据:
 

将2013-2021年各村域贫困地域系统演化

综合指数得分按照半年期进行平均切分,
 

共得到17期数据;
 

②
 

生成时空立方体:
 

借助ARCGISpro
 

3.0平

台,
 

以村域X,Y 坐标位置创建时空聚合点,
 

通过时空聚合点分别创建乡村贫困地域演化综合指数时空立

方体;
 

③
 

设置参数:
 

将创建的各类立方体输入新兴时空热点分析工具,
 

以各时空立方体Count字段(事件

个数之和)作为分析变量,
 

鉴于村域地理分布的不规则性,
 

以“K—最邻近”作为空间关系概念化选项,
 

空间

领域数设置为8,
 

领域时间步长设置为6,
 

定义全局窗口为整个立方体.
 

④
 

结果输出:
 

运行生成相应类别新

兴时空热点栅格图层,
 

主要内容包括新增热点、
 

连续热点、
 

加强热点、
 

持续热点、
 

逐渐减少的热点、
 

新增冷

点、
 

连续冷点、
 

加强冷点、
 

持续冷点、
 

逐渐减少的冷点等16种时空演化模式.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镇沅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隶属普洱市,
 

地处哀牢山与无量山之间,
 

东经100°21'-101°31'、
 

北纬

23°24'-24°22'.
 

全县总面积4
 

223
 

km2,
 

山区面积占97.7%.
 

全县辖
 

8
 

镇
 

1
 

乡109个村,
 

总人口21.3万

人.
 

2001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3年以来镇沅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10
 

582户,
 

37
 

548人,
 

3个贫困乡镇、
 

7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2019年镇沅县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
 

镇沅县地理环境、
 

自然

资源、
 

人口民族、
 

贫困特征等要素均具有典型的区域代表性,
 

是开展西南山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

格局研究的理想实证区.
3.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实证研究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2014年度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云南省

普洱市镇沅县2017年度土地利用变更数据》(镇沅县国土资源局);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植物净初级

生产力(NPP)数据来源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数据发布中心的 MODIS
 

13A2数据,
 

原格式为 HDF格

式,
 

将数据经过拼接、
 

转投影为Albers双纬线圆锥投影,
 

转格式为tif格式,
 

最后经裁剪得到研究区域ND-
VI,NPP数据;

 

DEM 数据从 USGS网站(http:
 

//earthexplorer.usgs.gov)下载,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30
 

m.
 

海拔、
 

坡度和坡向数据通过ArcGIS
 

PRO
 

3.0中的spatial_analysis模块生成.
 

村域调查数据主要涉及

人口结构、
 

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
 

产业结构、
 

经济收入等相关数据,
 

数据时序为2013-2021年,
 

其中2013
-2017年数据为2018年镇沅县实地调查收集获得,

 

2018-2021年数据是在原有数据结构基础上进行的补

充调查结果.

4 结果分析

4.1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总体特征

4.1.1 时间序列演化趋势描述性分析

根据全排列生计9边形模型计算得到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测度结果显示,
 

2013-
2021年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状态整体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变化态势,

 

其中2013-2019年呈现出快

速上升态势,
 

2020-2021年呈现出增长滞缓并趋于稳定态势.
 

通过对2013-2021年109个评价单元乡村

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的中位数、
 

平均数对比分析可见,
 

2013-2015年测度结果中的中位数高于平均

数,
 

说明各村域减贫效果差异性较为显著,
 

减贫政策措施的普惠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从2016年起,
 

测度结

果中的平均数开始高于中位数,
 

且平均数与中位数之差呈现出逐年增大态势,
 

反映出研究区各村域减贫水

平差异性逐步缩小,
 

减贫政策措施的普惠作用逐步显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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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4.1.2 空间分布格局整体描述性分析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13-2021年镇沅县各评价单元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均值划分为
 

5个

等级,
 

分别为低水平区(0~1.32]、
 

较低水平区(1.32~1.87]、
 

中等水平区(1.87~2.45]、
 

较高水平区

(2.45~3.02]和高水平区(3.02~4.22].
 

从各等级类型区占比来看,
 

低水平区占比为9.17%、
 

较低水平区

占比为25.69%、
 

中等水平区占比为26.61%、
 

较高水平区占比为26.61%、
 

高水平区占比为11.93%.
 

从分

析结果看,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且总体趋于中等水平.
 

指数高值

区主要分布在县域中部的恩乐镇恩乐村、
 

团结村、
 

民江村、
 

玻烈村和中南部的按板镇部分村域;
 

指数低值

区主要分布在县域东北部的九甲镇、
 

东部的和平镇和西部的振太镇等地(图4).

图4 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均值水平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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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静态冷热点识别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可以有效表征区域综合减贫水平.
 

演化综合指数分布在置信区间“-3
到3”中的村域,

 

置信度为99%的统计显著性;
 

置信区间“-2到2”中的村域,
 

置信度为95%的统计显著性;
 

置信区间“-1到1”中的村域,
 

置信度为90%的统计显著性;
 

置信区间0的村域,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热点

区域主要表征某一时间点相关村域减贫综合水平与其他村域相比相对较高,
 

冷点区域表征某一时间点相关

村域综合减贫水平与其他村域相比相对滞缓,
 

但不能表征该区域减贫水平出现持续性增长或衰退.
 

结合相

关村域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镇沅县2013年、
 

2016年、
 

2019年和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静态时空冷

热点分布图(图5)进行分析可知:
 

①
 

4个时间节点县域冷热点空间分布相对稳定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

性和集聚特征,
 

热点空间在不同时点的显著程度较为稳定,
 

冷点空间显著程度按照时间由远及近逐步减

弱;
 

②
 

热点空间呈现出中心集聚特征,
 

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
 

耕地资源良好、
 

距县域中心较近或

产业相对发达的区域,
 

如恩乐镇恩乐村人口密度大,
 

民江村、
 

团结村距离县政府距离近,
 

按板镇红星村、
 

文

牍村人均耕地资源较为丰富;
 

③
 

冷点空间呈现出分散多点集聚特征,
 

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距离

县域中心相对较远、
 

耕地资源较为贫瘠的范围,
 

且多处于哀牢山、
 

无量山等坡度起伏度较大的区域,
 

主要

分布在和平镇、
 

者东镇、
 

九甲镇、
 

振太镇的部分村域.

图5 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静态时空冷热点分布

4.3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识别

本文通过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时空立方体生成了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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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通过分析可知,
 

镇沅县各村域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动态演化主要呈现出连续热点、
 

加强热点、
 

连

续冷点和持续冷点4种模式.
1)

 

连续热点模式.
 

涉及评价单元数量69个,
 

占比为63.30%.
 

连续热点刻画了相关变量在各个时点呈

现出连续线性的较快演化状态,
 

结合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测度结果进行分析,
 

显示该时空演化

模式表征了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整体上经历了较快且连续稳定的减贫正向演化过程.
2)

 

加强热点模式.
 

涉及评价单元数量5个,
 

占比为4.59%,
 

且均分布于同一乡镇.
 

加强热点刻画了相

关变量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显著的突变性演化状态,
 

结合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综合指数测度结果进行分

析,
 

显示该时空演化模式表征了相关村域经历了显著快速的减贫正向演化过程.
3)

 

连续冷点模式.
 

涉及评价单元数量1个,
 

占比为0.92%,
 

主要分布在哀牢山脉附近.
 

连续冷点刻

画了相关变量在各个时点呈现出连续缓慢的演化状态.
 

结合测度结果分析,
 

显示该村域减贫综合指数变

化幅度较小,
 

且前期呈现出小幅度波动性变化,
 

表征该区域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经历了连续缓慢的减贫演

化过程.
4)

 

持续冷点模式.
 

涉及评价单元数量10个,
 

占比为9.17%,
 

空间上呈现出分散集聚特征,
 

主要分布

在哀牢山、
 

无量山附近.
 

连续冷点刻画了相关变量在各个时点呈现出强度相近的持续缓慢演化状态.
 

结合

测度结果进行分析,
 

显示该时空演化模式表征了相关村域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经历了状态稳定的持续性缓慢

减贫演化过程.
另外,

 

未检测到模式涉及评价单元数量24个,
 

占比为22.02%,
 

表征相关评价单元乡村贫困地域系统

时空演化状态与其他村域相比不具有显著性.

图6 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分布

4.4 基于时空演化特征的空间贫困陷阱识别

4.4.1 空间贫困陷阱特征瞄准

“空间贫困陷阱”是贫困地理学的重要开创性理论,
 

Daimon[13]认为“空间贫困陷阱”是由于地理位置

偏远或迁移成本过高所导致的一种持续性贫困状态,
 

这种持续性贫困状态可以理解为是在地理空间上

与周边区域相比的一种空间相对贫困状态,
 

其内涵更多聚焦于贫困人口分布的空间集聚性,
 

而非“人—
地—业”多维空间贫困瞄准.

 

本文引入乡村贫困地域“人—地—业”系统演化水平与模式等要素,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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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空间贫困陷阱”内涵特征,
 

将人口、
 

土地、
 

产业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的持续性多维相对贫困状

态作为识别空间贫困陷阱的标准.
4.4.2 空间贫困陷阱识别方法

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水平分级刻画了各评价单元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的绝对状态,
 

其评价得分可

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多维贫困状态和减贫效果,
 

但无法直观地体现区域减贫的时空动态效果.
 

基于时

空立方体的时空冷热点模式分析刻画了各评价单元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的相对变化状态,
 

冷热点模式识

别可以有效表征区域减贫动态特征,
 

但无法直观地体现这种动态特征与减贫目标呈现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构建了涵盖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水平和时空演化模式的“空间贫困陷阱”识别刻画模

式,
 

按照不同程度等级组合将空间贫困陷阱划分为3个等级(图7).

图7 空间贫困陷阱识别对应关系

4.4.3 空间贫困陷阱分布特征

根据上述空间贫困陷阱识别的逻辑对应关系,
 

将各类乡村贫困地域演化水平等级图层与时空演化模

式图层进行叠加统计分析,
 

制作了镇沅县空间贫困陷阱分布图(图8),
 

通过分析可知,
 

镇沅县空间贫困

陷阱主要分布在县域东西两端的哀牢山和无量山脉附近,
 

且呈现出组团集聚特征.
 

I级空间贫困陷阱主

要涉及和平镇丫口村、
 

光山村,
 

振太镇秀山村、
 

帮庆村等地,
 

上述区域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人力资源本

底规模小、
 

人口发展能力弱,
 

土地资源本底条件差、
 

生态承载能力弱,
 

且产业空间区位偏远,
 

产业收益

保障低下,
 

“人—地—业”多维结构呈现出失调状态,
 

导致该区域减贫难度大,
 

脱贫稳定性差,
 

返贫风险

强且制约因素复杂多样;
 

Ⅱ级空间贫困陷阱主要涉及和平镇那洛村、
 

麻洋村,
 

振太镇黄力村、
 

台头村等

地;
 

III级空间贫困陷阱主要涉及振太镇文兴村、
 

长安村等地.
 

上述区域人均土地资源和人均产业效益相

对较低,
 

人口发展潜力不足,
 

土地功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产业发展潜力不足,
 

导致该区域脱贫稳定性

较差,
 

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和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探析的基础上,
 

以乡村贫困地域系统“人—地—
业”多维结构为基础,

 

同时以“基底—支撑—潜力”递进式逻辑为支撑,
 

构建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

评价指标体系;
 

设计了基于生计9边形的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测度模型,
 

得到了镇沅县

2013-2021年109个评价单元的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
 

并采用自然断点法绘制了乡村贫

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水平分级图,
 

进行了时空演化静态冷热点分析和基于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

点分析的动态时空演化模式识别,
 

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基于“水平分级+演化模式”的空间贫困陷阱

识别瞄准.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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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镇沅县空间贫困陷阱分布

1)
 

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总体趋于中等水平,
 

呈现出明显的时序阶段性和空间

异质性特征.
 

时序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
 

2013-2015年为差异波动式演化阶段,
 

2016-2019年为普惠式

快速演化阶段,
 

2020-2021年为增长滞缓趋稳阶段.
 

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为:
 

时空演化热点空间呈现出中

心集聚特征,
 

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
 

耕地资源良好、
 

距县域中心较近或产业相对发达区域,
 

时空

演化冷点空间呈现出分散集聚特征,
 

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距离县域中心相对较远、
 

耕地资源较

为贫瘠区域,
 

且多分布于哀牢山和无量山等坡度起伏度较大的山地区域.
2)

 

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以连续热点模式为主,
 

加强热点模式呈零星分布,
 

表征了

2013-2021年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整体上经历了较快且连续稳定的减贫演化过程,
 

是减贫政策普惠

作用在时空演化模式上的具体表现.
 

连续冷点模式和持续冷点模式表征了县域东西两端呈集聚分布态势,
 

印证了区域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过程深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和胁迫.
 

通过探索和设计乡村贫困地域时空

演化模式分析方法,
 

将“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点分析”技术运用于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识

别,
 

实现了多维时空乡村地域演化状态数据的叠加,
 

可以更加直观地探究乡村贫困地域时空演化特征.
3)

 

通过构建涵盖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水平和时空演化模式的“空间贫困陷阱”识别刻画方式,
 

进一

步瞄准了镇沅县空间贫困陷阱分布态势,
 

相关研究方法为区域返贫风险的时空瞄准提供了决策参考.
5.2 讨论

脱贫地区在消除绝对贫困、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减贫过程中,
 

其时空演化既具有

自然周期性特征,
 

又兼具跨周期或逆周期现象.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
 

乡

村贫困地域系统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一种特殊状态,
 

其转型发展具有时序演进和空间异质双重特征,
 

梳理

及评估其时空演化状态特征,
 

对科学推动脱贫地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研究在分析刻画乡村贫

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探究乡村贫困地域系统转型机理及科学途径,
 

深入挖掘不同类型

乡村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协同机制,
 

深化乡村人地系统耦合过程与情景模拟研究,
 

充分发挥地理学科优

势,
 

重点关注全球减贫和乡村演化发展时空格局、
 

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与成效提升策略、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

兴互馈机制等科学命题,
 

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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