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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ural Place Attachment up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ealth
社会健康视角下乡村地方依恋研究进展与启示*

董  禹   霍春竹   白  兰   谭卓琳   DONG Yu, HUO Chunzhu, BAI Lan, TAN Zhuolin

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导致的农村人地矛盾和社会融合问题对社会健康造成重大影响。而高水平的地

方依恋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借助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外社会健康视角下的乡村地方依恋文献进行梳理和分

析，构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之间的影响机制框架。研究发现，该领域经历了“认知—探索—深化”3个阶段；研究

以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为代表；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人口迁移、感知与行为和乡村旅游，多为横向研究；研究群体主要集

中在青少年和灾区迁移人口、旅游村居民和游客等。不同国家的主要研究内容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加强对不同乡村类型

和社会群体的关注，探索中国本土化理论框架，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应用的创新，以改善人地矛盾、促进社会融

合，实现社会健康发展。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problems of rural-human-land conflic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rural outflow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health. A high level of place attach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research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rural place attachment 
from a social health perspective with the help of bibliometric methods,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between rural place attachment and social health. It is found that the field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recognize-explore-
deepen". The research is represen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population migration,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and rural tourism, mostl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The research groups 
are mainly focused on youth and migrant populations in disaster areas, residents of tourist villages and tourists. Moreo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future research, attention to different rural types 
and social groups can be strengthened, exploring China's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uman-land conflicts,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chieve healthy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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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指人与地

方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联结，Jorgensen[1]316指

出，地方依恋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3种成分。

在情感方面，地方依恋表现为人地情感联结、满

意度和幸福感；在认知方面，地方依恋表现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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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多维联系框架

Fig.1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ttachment and social heal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历年发文总量统计

Fig.2   Statistics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over the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地方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与地方相关联的记忆、

将地方纳入自我认知；在行为方面，依恋是通过

行动来表达的，其特征为保持与地方的亲近感、

与地方维持联系和灾后的地方重建等。

“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是世界卫生组

织在2002年国际卫生会议上提出的与身心健

康同等重要的、健康的一个维度，包括个人和社

会方面[2]。个人的社会健康水平可以通过社会支

持和社会适应来衡量：社会支持强调个体从他

人那里获得的支持水平，其中构建社会网络具

有重要作用；社会适应则侧重于个体与社区积

极互动的适应能力，可以通过调节感知和行为

来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所有公民都享有平

等机会并平等地获得所有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社

会，例如感知的建筑环境和社区管理[3]，可以通

过均等化发展来实现。

根据以往研究，对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

概念、维度及特点进行总结，发现地方依恋的

各个成分与社会健康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相

互影响的关系，构建二者的多维联系框架（见

图1）。可以看出，人地情感联结有助于社会网

络构建，满意度和幸福感可以调节居民的感知

与行为，社会活动和社区参与可以促进社会均

等化发展等。

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大量外流

导致人地空间关系消弭、人地情感联结衰弱、

社会关系网络破碎，城镇发展的不平衡为乡村

社会稳定带来威胁，使其社会健康发展面临巨

大挑战。通过对乡村地方依恋的研究，可以揭

示其在解决乡村问题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

社会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乡村地区人地矛盾问题的凸

显，乡村地区的地方依恋得到较高关注。相关

研究主要涉及城市研究、发展研究、社会学、地

理学和环境科学等众多领域，且分散在北美、

欧洲等国家及中国，理论研究以欧美等发达国

家居多，其他国家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重点

涵盖了乡村地方依恋对居民迁移、应对气候变

化、社区发展参与行为、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影

响，但缺乏对该领域研究的系统梳理和分析，

也未构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各维度之

间的系统关联。基于以上背景和现状，对乡村

地区的地方依恋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综述具

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地方

依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SSCI、SCI-EXPANDED、

ESCI、CPCI-SSH、A&HCI和CPCI-S为数据库，

检索“乡村（rural/village/countryside）”“地

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社会适

应（social adjustmen）”等主题词；限定“地

理学”“环境研究”“区域城市规划”“社会学”“环

境科学”“康养休闲旅游服务”“心理学”“城市研

究”等领域；时间跨度为1995年1月至2022年

12月。剔除与主题相关性较弱的文献，最终得

到461篇文献。借助VOSviewer软件对文献进行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总结研究历程和社会差

异下的研究特点，归纳核心领域及其价值，并构

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之间的影响机制框

架，以期指出未来我国在该领域的重点研究方

向，同时为我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发展历程

对1995年以来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

现，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2），理论研

究的文献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居多，其他国家以

实证研究为主。以地方依恋概念框架的发展及

其与社会健康的关联为脉络，将近30年的相关

研究历程分为3个阶段。

1.1   以城市框架为基础的认知阶段

早期地方依恋的相关研究以概念框架研

究为主，多是以城市为背景。各个学科的学者

在地方依恋的概念上难以达成共识，提出各种

基于情感单一维度的概念。Hidalgo[4]提出，地

方依恋是“个人与特定地点之间的积极情感

联系”，从情感和环境两个维度明确了地方依

恋的概念。随后Jorgensen[1]325对其概念进行完

善，从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维度提出，地方依

恋是人与地方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联结。其相

关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健康的个人层面的感

知方面，探讨了乡村地方依恋对社区满意度、

个人幸福感[5]等方面的影响。这一阶段是以城

市背景下产生的地方依恋的概念框架为基础，

对乡村地区的社会健康开展研究的认知阶段。

乡村地区的地方依恋沿用城市背景的理论框

架，对乡村地区的特征关注不足、针对性不强。

1.2   以乡村地域为背景的探索阶段

随着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地方依恋在

乡村地区的积极作用逐渐得到关注，有学者

在乡村背景下考虑地方依恋的维度。其中，

Raymond等[6]在农村背景下开发并测试了一

个由“地方认同、依赖、自然联结和社会联结”

组成的四维地方依恋模型，证实该模型是衡量

农村土地所有者对其自然资源管理区域依恋

的有效和可靠的方法。基于此，出现了较多乡

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个人层面感知、行为

和适应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乡村地

方依恋对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和行为的

影响[7-8]，以及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的感知适

应能力的影响[9-10]等。这一阶段是以乡村地域

为研究背景，探索符合乡村特点的地方依恋模

型及其与社会健康的个人层面关系的阶段，但

对社会健康的社会层面的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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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乡村社会为焦点的深化阶段

近些年，乡村地区的人地矛盾问题凸显，

社会稳定遭遇威胁，乡村社会健康问题成为关

注热点，有学者对乡村地方依恋的社会维度及

其对社会健康的影响开展深入研究。Gieling

等[11]提出地方依恋的5个维度（社会交往、社会

取向、功能、社会文化和环境），将农村居民对

乡村的依恋分为传统依恋、社会依恋、乡村田

园寻求者、休憩寻求者、轻微依恋、自由依恋和

勉强依恋7种，强调了地方依恋的社会属性。这

一阶段更多学者以乡村人地情感联结衰弱、网

络破碎、基础保障不足等问题入手，深入研究

乡村地方依恋对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主要包

括乡村地方依恋对社会支持、社会参与[12-13]、社

会信任[14]的影响，以及乡村地方依恋在农村卫

生人力留存中的作用[15]等。

本文基于以上概念，将乡村地方依恋定义

为人与乡村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联结，体现在

个体对乡村的情感联系、认知和与乡村保持亲

近的行为或倾向。

2   研究地域分布特征

社会健康视角下，乡村地方依恋的研究以

美国、中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四国

发文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研究开展的时间相对较早，成果数量整

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中国开展研究的时间相对

较晚，但近5年成果数量呈迅速攀升趋势（见

图3）。由于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背景，其相关研

究的重点存在显著差异。

2.1   人口频繁迁移的人地关系

由于人口频繁迁移引发了人地矛盾，以

美国为代表的北美移民国家逐渐关注人地空

间关系和社会情感联结问题，从农村居民返

乡的视角探讨乡村地方依恋对增强人地情感

联结和巩固社会网络的作用，探讨社会健康的

个人层面。主要包括：人口流动下的地方弹性

（place elasticity）[16]、地方依恋对农村居民迁

移倾向的多维度影响[17]、地方依恋对农村大学

毕业生返乡意愿和决策的影响[18-19]等。

2.2   快速城镇化下的平衡发展

由于快速城镇化发展引发了城乡发展不平

衡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乡村

旅游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为依托振兴乡村，大量

研究探讨了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各个维度

之间的关系，以寻找乡村社会稳定风险的应对

路径。个人层面的社会适应主要聚焦在地方依

恋在居民感知影响和参与意愿中的作用[20]，地

方依恋与居民幸福的关系和对旅游发展态度

的影响[21]，游客重访和推荐意愿的影响[22]，地方

依恋与游客对乡村旅游的真实体验、参与和忠

诚度之间的联系[23]，[24]1等；社会层面主要是地

方依恋对居民参与乡村社会活动的态度和行

为的影响，及其与获得均等化的服务和商品机

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2.3   自然灾害之后的地方恢复

由于丛林大火频发，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

一些国家每年都会有大面积土地遭到破坏，并

且造成人员伤亡，同时长期的卫生人力短缺导

致农村居民的社会和健康不平等问题。因此，

流离失所的乡村居民和紧缺的农村卫生医疗

人力成为研究热点群体。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

应对气候变化和灾情（森林大火等）时，地方

依恋对乡村居民社会适应的影响，以通过灾后

重建实现地方恢复，具体包括防灾准备的参与

态度和动力[25–27]，以及地方依恋在留住并吸引

农村卫生医疗人力中的影响作用[28-29]等。

2.4   老龄化时代下的社会关怀

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作为

社会弱势群体，其健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英国为代表的、较早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国

家，对农村老年人的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Burholt[30]制定了一个四领域

的概念方案以探索农村老年人地方依恋的多

方面性，研究发现地方依恋的社会成分包括社

会支持和社会融合，与社会健康的部分维度相

重叠，反映了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深层关

系；还有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在农村老年人的

就地养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连续性地为

老年人提供社会护理[31]，从社会健康的社会层

面为卫生保健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就地

养老环境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3   研究核心领域及价值

关键词共现聚类可以有效地反映学科领

域的研究热点，辅助科学研究[32]。因此，本文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分析而形成知识图谱

（见图4），并对前20个高频关键词进行梳理

（见表1）。同时，基于高被引文献具有较大的科

学影响力和领域相关性[33]，对该领域的前10篇

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见表2）。综合以上分析，

将研究核心领域归纳为乡村人口迁移、居民感

知与行为、乡村旅游发展3类。总结其核心价值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强化人口迁移下的人地

联结、调节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感知与行为，以

及促进旅游开发下的乡村振兴；并从这3个方

面构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影响机制

框架（见图5），揭示地方依恋在解决核心领域

图3  代表国家历年发文量统计

Fig.3   Statistics of literatures by the typical countries 
over the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Fig.4    Mapping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clus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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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主要乡村问题的作用，从而达到社会

健康各个维度的要求，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3.1   强化人口迁移下的人地联结

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的社会网络结构

破碎引发了人地情感断裂的问题。众多学者开

始以地方依恋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强化乡村的

人地联结，以重建社会网络、促进社会支持。近

些年出现大量地方依恋与迁移意愿、决策之间

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年轻人求学就业迁移和灾

区居民安置迁移。

3.1.1    摸清求学就业青年的返乡动机

从迁移的不同动机角度考虑如何改变乡

村多维要素以增强外出青年的地方依恋，从而

实现减少迁移或增加返乡的决策，促进人地情

感联结，以保障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

（1）在个体层面，Haartsen等[34]为了摸

清青年迁移和返乡的动机，提出了回报动机的

4种取向：社会、家庭、功能和伴侣取向。研究发

现，各种取向的返乡青年对景观、乡村生活、与

同龄人的接触表现出不同的积极态度；有研究

证实，地方依恋是农村青年流动意向中的决定

性因素[35–37]，而且对农村大学生返乡意愿的影

响远大于收入等客观因素[38]；同时，家庭因素

在青年返乡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复杂的

家族史和持续的家族联结会对地方依恋产生

积极影响[39]；揭示了地方依恋与社会网络（家

族联结）之间的重要关系。因此，在未来村庄

规划中，可以家庭为单位，满足青年多样的返

乡取向以吸引其返乡或留下，为村庄规划的社

会网络重建和乡村氛围营造提供新的视角。

（2）在社区层面，桥接型社会资本可用于

社区的发展，这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条件。研

究表明地方依恋通过支持村庄内部土地流转对

图5  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影响机制框架

Fig.5    Th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rural place attachment on social heal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乡村地方依恋相关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前10）

Tab.2  Most cited articles related to rural place attachment research (top 1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序
号 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

年份
引用
量/次

1 地方依恋的测量：个人、社区和环境
联系

Raymond 
et 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年 443

2 地方背景下的环境问题——地方依
恋的重要性 Vorkinn et al.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1年 366

3
澳大利亚两个村镇青少年和成年人
的地方感：地方依恋、社区感和地方
依赖与地方认同的区别特征

Pretty et 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年 307

4 乡村旅游体验经济在地方依恋和行
为意向中的作用 Loureir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4年 302

5 社区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理因素——新
城市主义者肯特兰和附近的果园村 Kim et al.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年 288

6 家是心之所向：居住地对地方依恋
和社区参与的影响 Anton et 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4年 274

7 地方依恋与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接
受：潮汐能案例研究

Devine-
Wrigh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年 232

8 探索第二套住房业主之间的地方依恋 Stedma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6年 189

9 新英格兰农村的地方依恋与景观保
护：缅因州的案例研究 Walker et al.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年 179

10 多功能性在半干旱农村景观社会偏
好中的作用：一种生态系统服务方法

Garcia-
Llorente et 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2年 159

村庄社会联系产生积极影响。偏爱农村生活的

返乡人员更愿意带回外部获得的资源，并将其

应用于土地内部流转，以增强社会联系并实现

社区发展[40]。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农村

社区政策制定提供了土地流转方面的新思路。

3.1.2    探索灾后重建的人地关系

自然灾害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地方

依恋对于灾害易发区居民的迁移影响是众多

学者的研究重点。研究表明，地方依恋是灾民

迁移的决定性因素，例如Paul等[41]发现，持久

的地方依恋可以使人们克服环境压力以减少

灾民迁移，影响因素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替

代就业机会、强大的亲属支持、情感依恋和地

方文化。社会支持则对地方依恋有积极促进作

表1  关键词频次（前20）

Tab.1  Keyword frequency (top 2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1 perception（感知） 122

2 migration（迁移） 82
3 identity（认同） 81
4 attitude（态度） 65
5 satisfaction（满意度） 48
6 mobility（流动性） 45
7 home（家） 40
8 participation（参与） 39
9 impact（影响） 36

10 management（管理） 34
11 youth（青年） 33
12 environment（环境） 26
13 life（生活） 26
14 rural tourism（乡村旅游） 26
15 climate-change（气候变化） 22
16 Behavior（行为） 21
17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 18
18 landscape（景观） 18
19 quality-of-life（生活质量） 17
20 adaptation（适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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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支持的保障以促进

地方依恋水平。

研究发现，城乡地区的依恋程度有一定

差异。Bukvic等[42]开发并测试了沿海搬迁地

区的地方依恋指数，结果表明农村总体高于城

市。此外，不同于单方向迁移，村内青年人基于

灾害与生计的原因，通常选择循环迁移，其决

定性因素是地方依恋和传统生计以及迁移到

未知目的地的风险感[43]。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村

居民对家乡的强烈依恋感，居民对自然、就业、

亲属、情感和文化的强烈需求是重建家园应该

重点考虑的因素，同时也是社会网络重建、灾

后地方恢复的重要因素。

3.2   调节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感知与行为

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乡村居民对乡村

住房、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满意度较低、幸福感

较差、社会活动的参与意愿不高、参与行为欠

缺等现象，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破坏社会稳

定。大量学者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于乡村吸

引并留住人才起到重要作用，进而促进他们参

与乡村发展建设的意愿和行为，提升满意度和

幸福感，以实现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

3.2.1    介导居民的多维感知

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会影响

乡村居民的地方依恋、满意度和幸福感。而乡

村地方依恋与居民感知之间存在密不可分、互

相影响的关系，同时满意度与感知是社会适应

的重要成分。因此，有学者认为，了解其内部互

相影响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Brehm[44]发

现，高水平的地方依恋使居民对地方产生较高

的幸福感；Chen等[45]证实了农村居民的环境

满意度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其地方

依恋，居住满意度起到中介作用；Jia等[46]证实

了居民的社区参与直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同

时发现地方依恋在社区参与对居民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可见，地方依恋、幸

福感、满意度互相影响、介导，进而可以影响社

会适应水平，揭示实现社会健康的路径。

3.2.2    促进居民的积极行为

乡村发展离不开居民参与，居民参与又是

社会适应的重要成分，如何通过地方依恋调节

居民的参与行为以提高社会适应水平成为研

究热点。大量研究主要聚焦于居民在社区发展

中的态度、参与意愿和环保行为等。

（1）关于社区发展，具有较高地方依恋水

平的居民整体呈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较强的参

与意愿，相应的社会适应水平也较高。地方依

恋对于居民是否自愿参与村庄发展表现出强

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47]。地方依恋既影响公众

对当地发展的态度[48]，也影响居民对景观保护

的支持力度。居民的归属感越强，越愿意支持

乡村景观保护[49]。

（2）居民的地方依恋对其环保行为有积

极正向的影响。Walker等[50]发现，农村居民对

保护规划的支持程度与他们对景观的依恋程

度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地方依恋是亲

环境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51]，对亲环境行为有

正向直接影响[52-53]；而且地方依恋在加强自然

娱乐和环保行为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54]，比如对农民施用有机肥有正向影响[55]。

这种地方依恋对环保行为的积极影响，揭示了

居民对于“本地人、本村人”社会角色的适应

水平，有利于社会健康的维系。

3.3   促进旅游开发下的乡村振兴

随着乡村空心化、经济和产业衰落、环境

污染、设施不足等问题的加剧，乡村旅游成为

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地方依恋在乡村旅

游中对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作用逐渐受到

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目的地居民和

游客两类群体，揭示乡村旅游开发下，地方依

恋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设施完善、改善乡村

环境，以营造人人享有平等机会并平等获得所

有基本商品和服务的健康社会中所起到的重

要作用。

3.3.1   提升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

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居民支持旅游业

发展有正向影响，且不同的依恋水平带来的

支持程度不同。相关研究已经证实，地方依恋

可以预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56-57]，更高水

平的地方依恋可以使居民更积极地看待旅游

业带来的影响[58]，并支持旅游发展[59]，其中涵

盖了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带来均等化服务

和商品的因素，对促进旅游规划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地方依恋可以加强旅游对社区凝聚

力的影响，增强居民为旅游业发展而共同努

力的能力[60]，使村民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还有

学者发现，农村居民对地方的依恋、整体生活

质量和对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支持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61]；Wang等[62]探索了中国少数民

族旅游村中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地方依恋对旅游业的支持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这些发现揭示了本地居民的地

方依恋在社会健康多个维度中所起的作用，

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机遇，为乡村健康发展

提供了路径。

3.3.2   增强游客对旅游地的重访意愿

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旅

游满意度和重访意愿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游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并且直接影响游客的重访意愿[63]；旅

游形象在自传记忆和地方依恋之间起中介作

用[64]；而且地方依恋在真实体验与忠诚度的关

系中起完全中介变量作用，对忠诚度具有正向

影响，参与度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助于游客建立情感联系[24]10。可见，地方依

恋促进游客满意度提升，能增加其重访的意

愿，与社会支持建立了强烈的关联。大力打造

旅游地的整体形象是提升地方依恋的有力途

径，进而促进旅游业发展和乡村经济提升，对

构建平等享有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具有重

要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社会健康视角下乡村地方依

恋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系统地分析了研

究发展历程和地域分布特征，从人口迁移、感

知与行为和乡村旅游3个核心领域入手，总结

归纳了研究发现和经验规律，提炼研究价值，

构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的影响机制框

架，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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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表现为横断研究的特点。研究以美国、中

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主要对“人口迁

移”“感知和行为”及“乡村旅游”3个领域

进行研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强化人口迁

移下的人地联结、调节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感

知与行为和促进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振兴3个

方面。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具体而言：

（1）通过研究历程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大多

采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理论框架，缺乏切合

实际的本土理论依据；（2）在人口迁移研究

中，主要是针对求学就业的年轻人和灾害迁

移的居民，对其他类型群体的关注较少；（3）

在乡村旅游研究方面主要针对乡村居民和游

客，对管理人员的考虑不多；（4）研究的村庄

类型主要集中在人口收缩村、旅游开发村和

灾害风险村，对不同规模和其他类型的村庄

考虑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我国地域跨度大、人

口流动频繁的特点和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

发展战略的支持，我国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可

以从以下3方面重点开展。

（1）制定适用于我国的“本土化”理论

框架。依据现有概念框架，结合我国乡村实际

情况，探索适用于本土的乡村地方依恋框架，

完善乡村地方依恋维度，制作更加详细准确

的量表，构建乡村地方依恋与社会健康更多维

度、深层次的影响机制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

充分的理论支撑。

（2）扩大研究群体范围。在高度老龄化的

背景下，老年人出现田园养老的需求，未来的

研究群体可以更多考虑有乡村养老需求的老

年人，探讨高水平地方依恋的乡村特征和社会

健康需求，促进乡村养老的发展和老年人的社

会健康；充分考虑人才振兴，探索地方依恋对

乡村吸引和留住不同职业人才的作用。

（3）分区分类研究。结合我国地理、气候

和乡村特点，将全国村庄进行分区、分类（集

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发展、搬迁撤并，以及

其他特色分类），探讨地方依恋在不同的区域、

类型和规模的村庄中对社会健康的影响机制

差异，分类施策，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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