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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生态位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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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维生态位理论虽然是一种生态学理论,但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通过运用

该理论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大学生村官群体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薪酬维度、任职维度、培训维度以及流动维

度下的大学生村官群体实际生态位与其所应该占据的基础生态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进而提出应对该群

体的生态位因子进行优化,努力实现其实际生态位的合理扩张及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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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生态位理论最早由哈钦森(Hutchinson)在
１９５７年提出,这位英国学者以不同种群在多维度的

空间当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适应程度为依据来确定其

生态位的不同边界,这些边界在理论层面上往往显

得比较宽泛,总是存在一个在“假想”当中能够为某

一个种群所占有的“最大空间”,这样一个空间便被

称为基础生态位;但在现实当中,这样的最大空间却

很难被某一种群所单独占有,换言之,任何一个种群

所占有的空间都是被其他外部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所

侵占了的“非最大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则被哈钦森

称为实际生态位[１].在借鉴哈钦森研究成果的基础

之上,奥德姆又探讨了生态位的重叠与分离问题.
奥德姆认为,生存于多维环境之下的某一种群内部

的竞争激烈程度将对其生态位边界的移动产生重要

影响,该种群内部的诸多个体为争夺资源而开展的

竞争愈是激烈那么其生态位的边界便愈容易扩张,
而不同种群生态位边界的扩张则必然造成多个生态

位在不同程度上的重叠,这种重叠的范围越大,则不

同种群间为争夺某些资源而开展的群际竞争越激

烈,当这种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某一个或某几个种

群的灭亡便有可能发生,而想要使这些种群摆脱悲

剧性的命运,就必须要促使生态位进行分化,要通过

这种分化来达到生态位分离的目的,进而为不同种

群的生存创造空间[２].多维生态维理论认为,任何

一个种群在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当中都必然要受到

多个“制约因子”的影响,对于该种群而言,任何一个

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的制约因子都拥有一定的阈值,
在该阈值以内,任意一种因子组合都可以维持该种

群的生存,而这一种群生存状态的优劣则取决于不

同的因子组合方式[１].多维生态位理论虽然是一种

生态学理论,但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着广阔的应

用空间,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本文才尝试利用这一理

论视角来分析大学生村官成长与成才过程中所存在

的一系列问题,以期找出大学生村官群体生态位的

优化路径.

　　一、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基础生态位
与实际生态位

　　大学生村官的基础生态位表征了一种存在于相

关政策当中的最大空间,这种最大空间被该领域政

策制定者进行了这样的假定,即该空间能够被预先

设定且可以被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所充分占有.而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预先被设计好的最大空间往往

无法为大学生村官群体所充分占有,在薪酬维度、任
职维度、培训维度乃至流动维度等方面,该群体所享

有的实际空间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压缩,这种生

态位的压缩不仅使原有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效能在一

定程度上打了折扣,同时,它也为这一“村官”群体的

成长与成才设置了不同程度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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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基础生态位

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基础生态位在大学生村官政

策当中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在中央

层面的３份政策文件(即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关于选聘

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１;２００９年颁布的«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２;

２０１２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３)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充分.
(１)任职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意见１对大学

生村官群体在任职维度下所应当享有的基础生态位

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这一意见指出,该群体所能

够占据的任职空间主要由３个子空间构成,分别为:
作为村党组书记助理的任职空间(子空间１),作为

村主任助理的任职空间(子空间２),以及作为村团

委副书记或书记的任职空间(子空间３).当这一群

体中的成员在上述任意一个子空间中任职并工作一

段时间以后,便有机会参加本村选举进而有可能担

任村委会副书记或书记的职务,这便为其权力空间

与责任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可能,进而为其基础生态

位的拓宽提供了条件[３].在人才学所设计出的人才

开发三大基本路径当中,使用性开发占据了其中的

一条路径,而使用性开发的一个基本思路便是:给予

人才一定的岗位和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其进行

合理使用,而使用的过程既是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
同时也是人才成长的过程[４].上述３个子空间的创

设正是在为大学生村官群体的使用性开发提供条件

与便利,在广大乡村地区为该群体成员设置村干部

助理岗位的做法既有利于弥补村治过程中的一些不

足,更有利于帮助该群体成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

成长,在解决各类乡村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增进才智.
(２)薪酬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上文所提到的

意见１对大学生村官群体在薪酬维度下的基础生态

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意见指出,每一位大学生村

官都享有一定的薪酬待遇,该薪酬待遇主要以生活

补助的形式发放,而这笔资金则主要由地方政府与

中央政府联合提供.对于薪酬因子的阈值问题,该
意见也进行了初步界定,即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中央政

府对于每一位大学生村官的补贴标准为:西部每年

１．５万元,中部每年１万元,东部每年５千元,而补助

金中的剩余部分则由地方政府负责承担,虽然不同

地区的薪酬标准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当该因子的阈

值范围一般都可以控制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之间,较

发达地区的阈值上限还会更高[３].到了２０１１年,中
央对该补贴标准做出了适当的调整,调整后的补贴

标准为:西部每人每年２万元,上调３３．３％;中部每

人每年１．５万元,上调５０％;东部每人每年８千元,
上调６０％.而其余部分依然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便

使得薪酬因子的阈值下限有所提升,进而为该群体

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５].
(３)培训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上文所提到的

意见３对该群体在培训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进行了

界定,这一意见指出,该群体中每一位成员都要接受

一定时限(不得少于一周)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则可

以根据群体成员工作内容的差异而分别确定,而培

训方式也更加具有灵活与多样的特点,这便为培训

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拓展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条件.
此外,意见３继续提倡结对式培训,指出该群体中的

每一位成员在任期内都必须与一位本村领导以及一

位乡镇干部结成对子,这些领导要通过结对的方式

来对大学生村官群体中的成员进行培训与指导.这

一规定与意见１及意见２中的相关规定基本保持一

致,这不仅体现出了该领域不同政策间的连续性,更
体现出了培训维度下该群体所享有的基础生态位的

稳定性,而该类“村官”在任期内所接受的这种结对

培训也将培训因子的阈值范围从７天延长到了２年

或３年.这样的政策设计旨在促进培训维度下基础

生态位的进一步扩张,以确保该群体成员能够接受

更加充分、全面而又不失针对性的培训,进而帮助该

群体成员实现农用知识增长与村治技能提高的

目标.
(４)流动维度下的基础生态位.意见１与意见

２都对大学生村官的流动问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

定,而作出此类规定的目的便是引导任期已满的大

学生村官进行有序流动,而从多维生态位理论的视

角来看,则可以将此类规定的确立解读为一种对于

大学生村官生态位定向转移的引导,也就是说,要利

用多种渠道来对那些任期已满的群体成员进行分

流,并通过这种分流来促进这些群体成员的生态位

的转移.在意见１中,这种生态位转移的途径(即分

流的途径)被概括为５个方面:①参加选调生考试进

而加入该队伍;②在享受多项优惠的条件下参加公

务员考试;③在分数优惠的条件下参加研究生入学

考试以继续学习;④通过考试进入事业单位工作;

⑤在保留原户籍的条件下赴“老、少、边、穷”地区的

乡村任职.意见２在保留意见１原有途径的基础之

９２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１９期)

上又增加了留任与自主创业这两条生态位转移路

径.可以说,这７条路径的存在既为该群体成员的

有效流动创造了便利,也为其生态位合理转移提供

了可能.在无法继续留任的条件下,该群体成员生

态位的合理转移无疑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就业机遇与

发展空间,这也有利于促进该群体成员自身才能的

持续开发,进而能够使其更好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

压力与挑战.

２．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实际生态位

在这里,大学生村官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所占有

的生存空间被称为该群体的实际生态位.与该群体

所应当占有的基础生态位相比,其实际生态位的边

界要显得更为狭窄一些,因为其所应当占有的最大

空间被其他各类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侵占了,留给该

群体的便只是一个边界更为狭小的非最大空间.
(１)任职维度下的实际生态位.大学生村官群

体在任职维度下的实际生态位与其在该维度下的基

础生态位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

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该群体所享有的权力空间与责

任空间受到了压缩.就权力空间而言,该群体成员

本应该享有参与本村重大事务决策以及与其他村委

会成员协同进行乡村治理的权力,但在实际工作中,
其上述权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一些大学生村

官基本没有参与本村重大事务决策的权力,而在对

乡村各类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该群体中的很多

成员也基本处于边缘地带,在处理很多问题时该群

体成员基本无法参与其中,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其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的发挥,进而明显压缩了

其权力空间.就责任空间而言,该群体成员本应该

分担落实各项政策、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带领本村居

民创业致富等多项责任,但在现实当中,部分大学生

村官的责任被狭隘地定位为认真整理各类数据并抄

写或打印各类文件,努力做好部分事务的通信工作

等,这样的责任定位也使得该群体成员的责任空间

受到严重压缩,进而使其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自身

作用的发挥再次受到干扰.
(２)薪酬维度下的实际生态位.大学生村官群

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在任期之内都会领取到一定数额

的薪酬(该薪酬主要以生活补助的名义发放),虽然

不同地区的薪酬额度有所差别,但这一制度确实为

该群体成员提供了薪酬维度下的生存空间.但在具

体运作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这其中

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便是薪酬的拖欠与克扣.农业

部在２０１３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全国近１０％的大学

生村官无法按时领到工资,一些地方的“村官”虽然

领取到工资,但其工资却不是全额发放的[６].这一

问题的存在必然会给大学生村官的工作与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进而对其薪酬维度下的生存空间构成不

利的影响.
(３)培训维度下的实际生态位.大学生村官群

体在培训维度下所享有的实际生态位也与其基础生

态位有着较大差异,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视对于该群

体成员的使用而不重视该群体的培训问题,一些地

方官员仅将该群体成员视作上级为其招募的“廉价

工人”,而出于削减成本的考量,对这些“廉价工人”
不进行培训或少进行培训的做法便在所难免.该群

体大多数成员在任职期间所接受的培训一般都只有

一次,而培训的时限一般都在一周之内,这便使得其

基础生态位中的“假设空间”成为泡影,培训维度下

的实际生态位宽度不断缩窄.而为人们所熟知的一

个常识便是:培训是提升该群体成员相关能力与综

合素质的重要渠道.当这一渠道被不断侵蚀、阻断,
或者说当该群体成员的培训空间被不断压缩时,其
才能的增长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所谓的“成长

成才”也必然是被打了折扣.
(４)流动维度下的实际生态位.在流动维度下,

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实际生态位正面临着定向转移受

阻的问题,上文中所提到的７条流动路径在现实当

中往往也很难“走”得顺畅.７条路径当中的４条都

要通过考试的渠道来进行分流,而该群体当中的很

多成员在留村任职２~３年以后,应对考试的能力都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固然该群体成员享有

加分等多项优惠条件,但应考能力下滑这一致命短

板却使得优惠条件的功效变得微乎其微.而剩余３
条路径中的２条(即赴“老、少、边、穷”地区任职以及

原地留任)虽然不需要参加考试,但由于名额所限也

导致其分流困难.最后一条流动路径(即自主创业

与择业)当中,也存在着创业缺乏资金、技术与相关

知识,择业缺乏合适岗位、有效择业空间有限等难题

与障碍.也就是说,现有的７条路径在引导该群体

实际生态位转移的过程中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相对

有限,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探索出更为有效的“第
八条”路径,这便需要政策制定者对原有的７条路径

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进,要通过这种改进来提升不同

路径的分流效率,进而为该群体成员的进一步成长

与发展扫清障碍.

０３１



第５期 王新心:多维生态位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研究 　

　　二、大学生村官群体的生态位优化
路径

　　１．努力缩小大学生村官群体实际生态位与基础

生态位之间的差距

通过上述４个维度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大学

生村官群体实际生态位与基础生态位之间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缩小这一差距以最大限度地实

现该群体实际生态位与基础生态位的重合便成为了

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完成该任务的关键则在于

充分且有效地执行该领域的各项政策,因为造成上

述“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策执行者对该领

域现有政策执行不到位,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进而

最大限度地缩小上述“差距”便需要多方的相互协作

与共同努力.以往的经验表明,该领域政策执行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导源于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

知偏差、政策制定者的政策供给失误以及政策执行

过程中监督工作不到位等几个方面,而这几个方面

的工作又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完成,这便要求我们

必须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力度,将该项政策

的政策教育与宣传、政策执行监督与评估以及政策

内容调整与变更相互衔接,以形成较为完整的大学

生村官政策运行系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对

于该领域中各类复杂问题的协同治理与协同解决,
而各类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也有助于缩小大学生村官

群体实际生态位与基础生态位之间的差距,进而有

助于为该群体成员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才能增长与

才能展示空间.

２．不断完善现有生态位因子

完善现有生态位因子是优化大学生村官群体实

际生态位的一条必经之途,仅就上文中所提到的

４个因子而言,其各自的完善路径与优化重点各不

相同.
在完善任职因子时,应该将重点置于该群体成

员权力空间与责任空间的适度扩张方面.要确保该

群体成员能够充分享有参与本村重大事务决策以及

与其他村委会成员协同进行乡村治理的权力,而想

要使其充分享有上述权力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提升

对于该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只有充分信任该群体

成员的能力与水平并努力帮助其摆脱地位边缘化的

尴尬情形,这些“村官”们的权力空间才有可能得到

拓展,其参与村治的机会才有可能不断增多,而其阅

历与能力才有可能不断增长.该群体成员责任空间

的扩展也同样要基于上面所提到的这种“信任”,如
果我们把相信该群体成员能够合理利用其应有权利

的这种信任称为“权力信任”,那么相信该群体成员

能够善于承担责任的这种信任就完全可以被称为

“责任信任”,而这种“责任信任”正是促使该群体成

员责任空间不断扩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除了信任,
必要的“权力监督”与“责任监督”也是不可缺少的,
要通过制度性监督(权力清单制度、述职制度等都属

此类)与非制度性监督(例如本村全体成员的互相监

督)的综合运用来确保该群体成员权力空间与责任

空间的合理有序扩展,同时,这种监督还可以起到督

促该群体成员充分、合理以及有效利用现有权力空

间与责任空间的作用,这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以及责任承担过程中的

诸多麻烦.
在完善薪酬因子时,首先要注意解决拖欠工资

与克扣工资的问题,以确保该群体成员的工资能够

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大学生村官的薪酬制度应该

进行必要的调整.从２００８年至今,该领域所实行的

固定薪酬制度始终保持不变,这样的薪酬制度固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该群体成员收入的稳定,但
其所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不良影响便是该群体成

员工作积极性的部分抵消,在“同酬”的条件下,一些

“村官”宁愿闲下来休息也不愿意比别人多做工作,
也就是说,对于该群体成员而言固定薪酬制度所能

够起到的激励作用实在有限.基于这一考量,政府

部门需要将大学生村官的固定薪酬制度改变为绩效

薪酬制度,要充分利用“绩效工资”与“绩效调薪”这
两种手段来调动该群体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促

使薪酬因子的激励作用实现最大化[７].
就培训因子而言,其优化重点首先应当是延长

培训时间与丰富培训内容这两方面.在符合预算约

束的条件下,培训时间的适度延长有利于该群体成

员更为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而培训内容的

丰富则有助于拓展这些“村官”的知识结构,进而使

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村治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此外,
在对这些“村官”进行培训之前,培训组织方还应该

对该群体成员在培训方面的相关需求进行调查与分

析,并依据分析结果来设定相关培训内容,这样既可

以确保该类培训的针对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该群体成员对于这类培训的兴趣,因为这些被精

心设计好的培训内容与其兴趣爱好在一定程度上

吻合[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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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因子优化方面,应当对留任这一渠道进

行拓宽.大学生村官政策始终鼓励该群体成员“留
在农村”“扎根农村”[９],该政策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

便是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充足的后备人才,因此帮助

该群体成员顺利留任既符合现有政策的政策精神又

能够满足众多“村官”的现实需要,我们并不排斥其

他几条分流路径,我们甚至认为其他分流路径在促

进该群体成员顺畅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法被替代

的作用,但与其他这些分流路径相比,留任路径显然

更符合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制定初衷,而与鼓励留任

相比,对于其他几种路径选择的鼓励似乎都夹杂着

一种无奈的色彩.在这种条件下,拓宽留任渠道无

疑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做法,而适当增加留任指标、
适度降低留任标准无疑是一种符合当前条件的“可
选之举”,标准的降低与指标的增加既可以为该群体

成员的分流做出贡献,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村

委会领导班子的领导素质与水平,此外,这种做法还

可以与旨在培养“后备人才”的政策初衷保持一致.

　　三、结　语

　　在多维生态位理论的视角之下讨论大学生村官

成长成才问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确定几个基本维

度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找出该群体成员实际生态位与

基础生态位之间差距的做法也有利于为该群体成员

生态位的优化创造条件.本文所选取的任职、薪酬、
培训与流动等维度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并非全部的

维度,这便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仅就本

文所涉及的４个维度而言,在其背后也依然蕴藏着

有待于被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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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fCollegeＧstudentsVillageOfficials’Growth
intheViewofMultiＧdimensionalEcologicalNiche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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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College,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１０００８８)

Abstract　NotwithstandingthemultiＧdimensionalecologicalnichetheorybelongstotheecology,its
applyingspaceinthefieldofsocialsciencesisbroadaswell．Therefore,itispossibletoanalyzethecolony
ofcollegeＧstudentsvillageofficialandfindoutthedeficiencyoftheirrealnichebyusingthistheory．The
comparativemethodwillbeusedintheprocessofresearching．Thediscrepancybetweentherealniche
andfundamentalnicheoftheseofficialsisprominent,ifwescrutinizeitfromtheperspectivesofsalary,

duties,trainingandmigration．Inordertomeltawaythediscrepancy,therelevantdepartmentsshouldopＧ
timizethefactorsofnicheandstrivetoachievethereasonableexpansionandmigrationoftheirreal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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