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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卧龙自然保护区核桃坪震后———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的强

度、烈度都超过了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 在这次地震中,震区的野外大熊猫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卧龙自然保护区

繁育中心的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居住的屋舍上方巨石垮塌,房舍全部毁坏,只因两只熊猫在屋外玩耍逃过一劫。

不过,圆圆一度因惊恐逃走,失踪 5 天后才被找回来。 由于繁育基地两面山体滑坡,竹子短缺等原因,繁育基地只能

将大熊猫全部转移下山。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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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合作机制下的可持续农户生计研究
———以“稻改旱冶项目为例

梁义成1,刘摇 纲2, 马东春3, 王凤春3, 郑摇 华2,*

(1.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保护生物学中心和自然资本项目,斯坦福 CA 94305;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摇 100085; 3.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北京摇 100048)

摘要:世界各国在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制度和管理问题,区域合作机制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长效

思路。 京冀两地的“稻改旱冶项目是区域合作机制下的一项有益尝试,农户生计的提升则是此项目成功的关键。 基于可持续生

计分析框架,对密云水库上游的农户生计进行了详细调查,对参加“稻改旱冶项目的农户和未参加该项目的农户生计进行了比

较分析。 结果表明,“稻改旱冶项目显著改变了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行为和生计后果。 参加“稻改旱冶项目的农户拥有较

多的生产性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减少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种类,减少了碳酸氢铵使用量;增加了工资性劳动供给,“稻改旱冶项
目对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调查显示,农户普遍支持“稻改旱冶项目和区域合作的长期继续进行。 研究也

为提升区域合作和构建可持续生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农村生计;生态补偿;可持续发展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n
paddy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PLCP)
LIANG Yicheng1,LIU Gang2, MA Dongchun3, WANG Fengchun3, ZHENG Hua2, *

1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and Natural Capital Project, Department of B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94305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Research Center for Eco鄄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3 Bei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to
solve operational problems related to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Improving local households忆 livelihood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goals.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on a range of
developing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including agriculture, tourism, employ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upgrading industries.
A very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on now is how to protect and utilize water resource better for these regions. Beijing
is facing the serious problem of water shortage, and more than 50% of water consumption in Beijing is provided by Miyun
Reservoir.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Miyun Reservoir is mainly located in Hebei Province. We adopt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SLA) to a case study on the Paddy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PLCP), a pilot reg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between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More鄄developed Beijing provides funding and other resources to support less鄄
developed Hebei in securing ecosystem and developing economy. Households living upstream in Hebei province are
encouraged to converse paddy lands into dry lands to save water with payments from Beijing. Beijing government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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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450 Yuan / 666. 7m2 to upstream households, and the payment criteria will be adjusted to market changes and land
use. At the same time,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gram areas are supported with water conservati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egional industries improvement,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other well鄄
developed regions. As a result, participating households忆 livelihood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chievement of PLCP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sing recent survey data from Beijing and Hebei, we show that PLCP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households忆 assets,
activities and livelihood outcomes. Participants have more productive physic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than non鄄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y have less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use less Sodium Bicarbonate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ir paddy lands. Participants engage more in wage labor markets, and PLC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otal income for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忆 average total income improved from 12267 yuan in 2006 to 28419 yuan in
2010, with a change of 16151 yuan; while non鄄participants忆 average total income improved from 11887 to 24865, with a
change of 12978 yuan, implying that participants improved 3173 yuan more than non鄄participants did. The PLCP has also
changed households忆 income portfolio. Participants had a lower agriculture income proportion after they converted the paddy
land to dry land, and they relied more on non鄄farm work. In 2006 before household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only
52郾 02% of total income was from migrating work, while in 2010, 68. 9% of income was from migrating work. In general,
regional cooperation policies have a broad base of support from local communities.

We also point out some weaknesses of progra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payment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market grain prices,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PLCP should be customized for various types of
households; in the long term, upgrading industry and creating lucrative 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resident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livelihoods;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继 Daily 等对“自然资本冶理论的发展之后,学者和实践者越来越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活动的互

动;生态系统产品、生态调节功能、生命支持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等也得到了普遍认可[1鄄2]。 近十年来,对生

态服务的认识和评估已经得到了质的提高[3],生态学家呼吁将生态服务的理念主流化,并利用经济政策等手

段推动理论转变为行动[4]。 与这些理论研究和呼吁相对应,生态补偿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以
期达到减贫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 在中国,以退耕还林等项目为代表的生态补偿实践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

巨大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标,并在一些地区同时减少了贫困,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设计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经济手段,同时提高了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利益,使得生态保护

有利可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池塘冶和外部性等难题,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5]。 在中国,这种机

制往往以政府为主导,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多依靠项目的运行。 这些项目由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主导,在初

期强调生态保护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对农户的政策反应和生计后

果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区域合作模式是对依托工程和项目为主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拓展,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利用

多种手段协调各方在生态服务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利益,政策制定者期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因为

生态重要区域往往是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较为突出,所以针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区

域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于推动和促进生态保护区域可持续生计模式的形成。
现阶段,学术界对于中国生态政策的评估仍然落后于生态政策的实践。 其原因,既在于我国各级政府生

态保护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较为密集和丰富,也在于学术研究缺乏较为主流和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以

京冀两地的“稻改旱冶项目为例,自 2006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

496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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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形成之后,项目至今已实施有 5 年多时间,只有非常少见的研究涉及到当地农户的生计分析[6]。 本

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研究设计的基础,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户生计的微观数据,较为全面分析农

户的生计资本、行为和生计后果,为现阶段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可持续生计的形成提供政策评估和建议。
1摇 研究区域

调查区域包括密云水库上游的滦平、丰宁、赤城、密云四县。 密云水库上游流域跨越北京市和河北省,其
中北京市境内的面积约为 3476. 7 km2,分布在密云、怀柔和延庆 3 个区县,占水库流域面积的 23. 3% ,占北京

市山区面积的 33. 3% 。 河北省境内的面积约为 11892 km2,分布在 6 个县:分别为赤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
滦平县、兴隆县、沽源县和崇礼县。 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区域主要位于张家口市赤城县的白河河谷、黑河河谷

以及承德市丰宁县和滦平县境内的潮河河谷地区。
白河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大马群山东南,流经赤城,在青罗口村与发源于雕鹗镇的红河汇合,向东折去,

在延庆县白河堡附近流入北京市。 白河于延庆千家店镇附近纳入黑河,在宝山镇附近纳入汤河,于张家坟以

东流入密云水库。 该流域的稻改旱工程主要分布在沿河的样田乡、后城镇和雕鹗镇。
黑河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境内的老掌沟,主要流经赤城县东南部,在三道营附近流入北京境内,于延庆县

千家店镇附近汇入白河。 该流域的“稻改旱冶工程主要分布在东万口乡、茨营子乡和东卯镇。
潮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上黄旗镇北,流经承德市丰宁县、滦平县,在密云县古北口镇流入北京境内,于

高岭乡槽城子附近注入密云水库东北端。 该流域的“稻改旱冶工程主要分布在丰宁县的黑山嘴镇、大阁镇、南
关乡、胡麻营乡、石人沟乡、天桥镇;滦平县的虎什哈镇、马营子乡、付家店乡、巴克什营镇。
2摇 研究方法

2. 1摇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生计包括“能力,资本(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和赖以生存的活动。 可持续生计是指在能够处理压力并从

压力中恢复,保持并提升其能力和资本的同时,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冶 [7]。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等所

发展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建立农户的生计资本鄄生计活动鄄生计后果的逻辑关系和相互影响机

制,已经对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农户生计研究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 框架区分了五种生计资本:自
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虽然这种分类与经典经济学上的资产分类有所不同,但
是仍然无碍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9]。 其中,自然资本泛指生计的资源流及相关的服务。 物质资本包括

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其意义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 金融资本指在消费和生产过

程中人们为了取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 人力资本代表着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状况,它们能够使

人们去追求不同的生计手段并取得相应的生计目标。 社会资本指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

会资源。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农村扶贫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检测评估有指导作用:它能够清楚简洁并且

具体地展现项目的核心成分;能够使不同人群知道项目如何运作和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帮助确保投入、活动、
产出和目的不被彼此混淆;能够确定项目成功的主要相关因素。 此框架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扶贫与发展、非
政府组织改善农户生计等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也是当前我国农村扶贫与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 李树茁等将

人口学视角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对国内生态政策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一些评价性的新结论[10]。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改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自然资本将农户生计和生态服务连接起来;“稻改旱冶政策

改变了农户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为下游节约了用水,与此同时,其生计资本、生计活动等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图 1)。 与这种逻辑相对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生计活动和生计后果的基础[11鄄13]。
2. 2摇 京冀区域合作和“稻改旱冶项目简介

2006 年 10 月,北京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正式签订《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

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在产业调整、农业、旅游、劳务、卫生事业等共 9 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协作。 其中,水资源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密云水库承担着北京市全市 20%及市区 50%以上的供水量,密云水库的上游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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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本研究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Fig. 1摇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our study

北京和河北的赤城、丰宁、滦平县等地区。 北京市为河北省提供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支持水库上游地区

治理水环境污染,推动节水灌溉和防渗等产业的发展。 之外,经过 3a 试点,分别和赤城县和承德市的丰宁县

等地区签订了“稻改旱冶协议,根据协议,水库上游的水稻种植改为节水型农作物,根据退稻前后的土地使用

情况,给予农户 450 元 / 666. 7m2 的补贴,补贴标准在随后几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两地为“稻改旱冶工
程的实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2007 年较为顺利的完成了 0. 687 万 hm2 的工程面积。 农户在参加“稻改

旱冶项目后,在原有土地上主要种植玉米等旱作物。
2. 3摇 数据获取

区域合作机制中可持续生计的评估数据包括统计数据及调研数据两方面,本文暂只涉及到一手的农户调

研数据。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借鉴《可持续生计指南》,形成了《农户家庭生计与生态服务功能

调查问卷》。 除此之外,调研者对各级政府(市、县、乡镇和村级)工作人员和当地农户进行了访谈。 根据研究

设计,在调查区域对是否参加“稻改旱冶的两类农户进行农户生计问卷调查。 获得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723 份;
其中参加“稻改旱冶农户的问卷共 394 份,非“稻改旱冶农户的问卷共 329 份。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村、户等三级进行抽样。 首先考虑到社会经济、交通等客

观因素,从调查区域中选取了 16 个乡镇。 对于乡镇中的村通过咨询县、乡镇、村干部及相关人员,主要按照经

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两个标准,并考虑生计类型等因素的差异性;生计类型包括农业生产,打工和非农经营

等。 在每个乡镇中选取 1—4 个村。 最后,对选取到的村是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村中的常住农户(有家庭成

员常住本村)。 调查组于 2011 年 5 月到 6 月,实际对 4 个县 17 个乡镇的 41 个村庄的农户进行了调查。
2. 4摇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展示参与户和非参与户在“稻改旱冶前后,生计资本和生计活动等方面的

差异,利用 t 检验等考察这些差异的显著性。 另外,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构造农户的收入函数,并利用

多元回归方法估计收入函数以及“稻改旱冶对收入的作用系数。
3摇 实证结果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逻辑和内容,实证结果包括生计资本、生计活动和生计后果等方面。 主要展

示 “稻改旱冶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生计资本的变化,农户对自然资本的利用方式(或土地利用方式)的变

化,其它生计行为和策略的变化,以及收入等生计后果的变化。
3. 1摇 农户生计资本

本研究选取了代表五类资本的若干指标,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其中静态指标利用了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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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数据,动态指标利用了“稻改旱冶以前(2006 年)和“稻改旱冶以后(2010 年)的数据(表 1)。

表 1摇 生计资本的指标

Table 1摇 Indicator of livelihood capital

生计资本
Livelihood capital

静态指标及其变量名
Static indicators and variables

动态指标
Dynamic indicators

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耕地数量 / 分 N1 无淤

林地数量 / 分 N2 无淤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是否有存款(是=1) F 存款变化于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劳动力数量 / 人 L 家庭教育支出增值

最高受教育水平(文盲—大学)盂 H

物质资本 Physical capital 房屋价值 / 万元 K1 房屋增值

大型生产工具数量 / 个 K2 工具增加数量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礼金支出 / 元 S1 礼金支出增值

通讯费用支出 / 元 S2 通讯费用增加

摇 摇 淤由于农地制度的限定,耕地数量和林地数量的变化很小,本研究中没有考虑; 于存款从有到无=-1;一直没有存款 = 0,一直有存款 = 1,存

款从无到有=1 ; 盂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技校=5;大学=6

图 2摇 生计资本变化

Fig. 2摇 The change of livelihood assets

统计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参与“稻改旱冶项目的农

户(参与户)比没有参与的农户(非参与户)拥有较多的

耕地面积(1820m2),较多的劳动力数量(0. 38),以及较

多的大型生产工具(0. 37 个),其通讯费用和礼金支出

也显著较多(分别多 22. 61 和 106. 85 元);但参与户的

房屋价值和存款比例都显著得低于非参与户(差值分

别为 4. 22 万元 0. 37 个)。 两类农户的其它生计资本指

标在 0. 01 水平上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别。
动态的来看,自 2006 年来,非参与户增加了较多的

住房投入,用于旧房改造和新房建设;而参与户在大型

生产性工具和通讯上的支出较多。 总体而言,无论从静

态还是动态上来看,“稻改旱冶的参与户的生产性物质

资本和社会资本多于非参与户(图 2)。
3. 2摇 农户的生计活动与生计策略

3. 2. 1摇 农业多样化

总体而言,比较“稻改旱冶项目实施前后可以看出,参与户和非参与户同时减少了养殖和种植种类,区域

整体的农业多样化水平有所下降。 区分来看,参与户的养殖种类和种植种类的下降水平更为显著(图 3)。
政策可能不仅仅限制了“水稻冶的种植,也限制了相关养殖业的发展,“稻改旱冶前,麸皮是牲畜的主要饲

料来源。
3. 2. 2摇 农户的种植投入

2006 年,当地农户在种植水稻时使用了大量的碳酸氢铵和磷肥;改种植玉米后,尿素和二胺的使用量较

多,碳酸氢铵使用量显著下降(表 2)。 在种植水稻时,家庭用工则相对较多(每 666. 7 m2 15. 56 个),用工在时

间上也分散,对家庭劳动力的约束较大。 该种玉米后,家庭用工相对减少。
虽然在玉米种植时化肥的支出相对较多,但考虑到 2010 年与 2006 年的价格因素,两类作物的实际支出

差别很小,这也在访谈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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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养殖和种植种类的变化

Fig. 3摇 The change of livestock kinds and crop kinds

表 2摇 参与户水稻种植(2006)和玉米(2010)种植的投入

Table 2摇 Average inputs per paddy land (2006) and corn land (2010) for participants

投入 Inputs / (伊500g / 666. 7m2)

尿素
Urea

二铵
NH4 / 2HPO4

磷肥
Phosphate

碳酸氢铵
Sodium Bicarbonate

农家肥
Farmyard manure

水稻 Payddy 46. 09 20. 79 1. 88 56. 09 898. 53

玉米 Corn 74. 37 28. 67 1. 25 0. 86 502. 86

差异显著性 sig. *** *** NA *** ***

摇 摇 ***表示水稻和玉米的要素投入差异的 t 检验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NA 表示在 0. 1 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图 4摇 能源消费变化

Fig. 4摇 The change of resource consumptions

3. 2. 2摇 能源消费

在能源消费方面,参与户木柴消费量的变化量统计

上显著大于非参与户,前者户均减少了 412kg,后者减

少了 215kg。 与此同时,参与户的户均煤炭消费量大幅

增加了 441kg,非参与户则只增加了 321伊500g。 考虑到

煤气价格的变化,两类农户在煤气消费数量上的变化差

别不大(图 4)。
农户能源消费的变化可能并不直接由“稻改旱冶项

目所导致,但“稻改旱冶的实施可能通过其它中间变量

间接影响农户的能源选择。 煤气在当地农村的普及有

限;作为燃料,煤炭相对于木材更为方便和有效。 所以,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参与户的收入增加,他们减少了对木材使用的需求,而增加了煤炭的使用量。
3. 2. 3摇 非农活动

当地的非农活动主要包括非农经营和打工两类,前者指住宿餐饮、小商业、交通运输等常见的农村非农活

动,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后者指赚取工资性劳动收入的行为。
两类农户的非农经营参与比例在“稻改旱冶政策实施后都增加了 6%左右;两类农户的人均打工人数变化

差异显著,参与户的户均打工人数增加了 0. 34,比非参与户多 0. 1(表 3)。
3. 3摇 农户的收入构成和收入水平

从收入水平上来看,2006 年非参与户的户年均年收入为 11887 元,2010 年上升到 24865 元,增加值了

13000 元左右;2006 年参与户的户均年收入为 12267 元,2010 年上升到 28419 元,增加了 16000 元左右。 “稻
改旱冶政策实施之后,参与户的收入水平相对提高的更多(表 4)。

“稻改旱冶之后,两类农户的收入结构差别较大。 由于玉米的收入低于水稻的收入,参与户的种植收入水

平下降,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以往的 35. 13% 下降到 13. 98% ,而非参与户只下降了 2. 15% 。 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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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与户的打工收入比重从原来的 52%上升到 68. 9% ,共上升了 16. 88% ,较非参与户的上升水平多 11%
左右;参与户的其它收入比重变化均不大(表 4)。 参与户的收入更多依赖于打工以及稻改旱的补贴。 对两类

农户的打工收入增加值进行 t 检验,结果也显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别显著。

表 3摇 两类农户非农活动变化的比较

Table 3摇 Comparison of non鄄farm activities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non鄄participants
非农经营活动比例 NFSE percentage

2006 2010 变化 Change

户均打工人数 Wage worker number per household

2006 2010 变化 Change

非参与户 (NP) 0. 14 0. 21 0. 06 0. 72 0. 96 0. 24

参与户 (P) 0. 10 0. 16 0. 06 0. 72 1. 06 0. 34**

摇 摇 ***表示差异的 t 检验在 0. 05 水平上显著;NP: Non鄄participants; P: Participants; NFSE: Non鄄farm self employment

表 4摇 两类农户主要收入百分比的变化比较

Table 4摇 The change of income portfolio for two household groups
打工

Migrating work

2006 2010

稻改旱补贴
Payments

2006 2010

种植
On鄄farm

2006 2010

养殖
Livestock

2006 2010

非农经营
NFSE

2006 2010

非参与户 NP / % 65. 62 70. 90 0. 00 0. 00 9. 89 7. 74 5. 85 3. 21 14. 21 13. 28

前后变化 P / % 5. 29 0. 00 -2. 15 -2. 63 -0. 93

参与户 NP / % 52. 02 68. 90 0. 00 6. 22 35. 13 13. 98 2. 81 0. 85 7. 69 8. 76

前后变化 P / % 16. 88 6. 22 -21. 15 -1. 96 1. 08

3. 4摇 农户收入的回归分析

假设农户的收入是其五类资本的科布鄄道格拉斯函数

Y = 仪
n

1
E琢i

i eA (1)

式中, Y 为农户的总收入, E i 为农户的第 i 种生计资本, 琢i 为第 i 种生计资本的弹性系数。 A 为其它影响农户

收入的因素,如技术和政策变化等;这里特指农户是否参加“稻改旱冶项目。 在计量估计收入时,计量方程为

lnYi = Z i追 + Ai + ui (2)

追 为农户的资本向量,在本文中进一步细化,包括 N1, N2, F , L , H , K1, K2, S1, S2 等变量, Z i 为各变量的估

计系数,包括 琢1- 琢9。 当农户参加稻改旱时, Ai = 1,否则 Ai = 0。 ui 为误差项。 故而有:

lnY = 琢1N1 i + 琢2N2 i + 琢3F i + 琢4Li + 琢5Hi + 琢6K1i + 琢7K2i + 琢8S1iLi + 琢9S2i + Ai + ui (3)

考虑到农户的一些生计资本与消费相关,如 S1, S2 为礼金支出和通讯支出, F 为存款状况等,这样在估计的过

程中可能出现内生性等问题,使得估计有偏差。 故而使用了以往(2006)的资本来代替这些可能影响估计结

果的当期(2010)资本;保留 N1, N2 等当期的资本变量,因为这些变量不太可能受当期收入的影响。 故计量方

程(3)设定为:

lnY = 琢1N1 i + 琢2N2 i + 琢3F t -1
i + 琢4Li + 琢5Hi + 琢6K t -1

1i + 琢7K t -1
2i + 琢8St -1

1i Li + 琢9St -1
2i + Ai + ui

式中,上标 t - 1 表示稻改旱前(2006 年)的生计资本状况。
回归结果显示,农户的各类资本都对其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 N1, F t -1

i 等的 P 值均至少小于 0. 1)。 人

力资本的作用较为明显,其中,变量 L 和 H代表着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内容,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

都较大,且均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另外,“稻改旱冶政策变量的系数也在 0.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它

因素后,政策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仍然存在(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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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农户总收入水平的估计及“稻改旱冶项目的作用

Table 5摇 Estimated impacts of PLCP on households忆total income

自变量 Factors 变量名
Symbols

系数
Coefficients T P

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N1 0. 004 0. 002 0. 002

N2 -0. 000 0. 326 0. 326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Ft-1
i 0. 184 0. 063 0. 063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L 0. 399 0. 000 0. 000

H 0. 122 0. 002 0. 002

物质资本 Physical capital Kt-1
1 0. 015 0. 004 0. 004

Kt-1
2 0. 056 0. 305 0. 305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St-1
1 0. 000 0. 026 0. 026

St-1
2 0. 001 0. 414 0. 414

“稻改旱冶 PLCP A 0. 166 0. 088 0. 088

3. 5摇 农户的主观认知和态度

有 41%的农户觉得参加“稻改旱冶后家庭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其中有 26% 的农户表示,因为出现了剩余

劳动力而增加了外出打工,但增加农业和非农经营的农户比例都不到 10% 。 近 90%的农户支持继续实施此

项政策,这种积极的态度与以往的研究类似[14];如果政策补贴停之后,近 90%的农户希望复耕。
4摇 讨论

本研究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考察了区域合作背景下“稻改旱冶工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参与户和

非参与户在“稻改旱冶工程实施几年后,从生计资本到生计活动及生计后果上都有所区别。 “稻改旱冶工程直

接改变了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减少了了农户的种植业活动和收入水平,也减少了相关的畜牧业养殖,当地的

农业多样化水平有所下降。 参与户的木材使用量和某些化肥的使用量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稻改旱冶客观

上增加了农户的打工活动及其收入水平。 这些结论也得到了一些主观问题调查的验证。
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化,上游地区生态服务功能服务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当地构建可持续生计成为长期

合作机制的基础。 从结论和访谈的过程可以看出,这项政策的实施总体上对当地农村生计的影响较为有利,
这种利益既来自于下游地区的补贴,更要依赖于更长期的综合支持。 在“稻改旱冶的一些区域已经在实施设

施农业,提倡节水灌溉,另一些地区与北京的农产品市场进行了对接。 随着项目的实施和延续,当地农户对当

地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期望很大,区域合作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应当倾向于缩小地区差距。 虽然 90%
的农户总体希望政策能够延续,但许多被访者表示,这种延续应当建立在对项目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基础上。
农户的主要意见集中在因物价上涨而显得偏低的补偿标准上,某些缺乏其它就业途径的农户也希望继续从事

自己熟悉的水稻生产;未来的研究应当对“稻改旱冶异质性作用做进一步的考察。
针对当地的可持续生计发展目标,建议短期内可以通过“稻改旱冶项目的调整和延续满足当地农户的要

求。 随着水稻价格的提高,参与户的机会成本也提高了,退稻补贴相对减少。 虽然政府曾经提高了补偿标准,
但对一些农户而言仍然不合算;一些农户也改变了饮食结构,不再以传统的米饭为主食,这种影响在以后的政

策实施和研究中都应当加以考虑。 另外,现在的补偿标准既是单一的,也不具有可预测性,可以考虑补偿标准

与物价水平挂钩,并且对“稻改旱冶的长期性做进一步明确。 农户在参加“稻改旱冶后从生计资本到生计行为

的反映上都具有差异性。 一些老年人家庭更趋向于以往种水稻的生计方式,一方面是生活和饮食习惯,另一

方面他们没有更多的生计选择,“稻改旱冶工程在设置补偿标准时,应当更加考虑脆弱性群体的生计,避免未

来遇到更多的政策阻力。 一些地区也曾经组织外出务工等活动,但由于技能培训的缺乏和对市场了解不足,
使得这类活动很难有效果。 发展本地非农产业对于转变当地生计很重要,但现阶段这些产业主要是矿产采集

等,并不具有普适性。 短期内可以考虑拓展北京及河北地区的农产品对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业产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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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地方政府细致的努力。
区域合作的收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就北京和周边地区而言,这种区域合作尝试,在合作地点

的选择、区域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对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视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长期而言,这类政策的成功

仍然取决于很多条件,比如,中国的区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部分的推动和实施,政策的延续性和一

贯性至关重要。 需要从以工程为主过渡到以区域合作为主的长效机制,在治理污染、生态恢复、基础设施投资

和产业升级等多方面促进上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将长期地和根本地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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