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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关系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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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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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禁牧政策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关系，对提升农户生计和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

以农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 ＳＬＡ 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实地调研数据，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

与沙漠化逆转趋势，运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探讨了两者间的关系和影响。 结果表明：（１）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

存量仅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阶段，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储量较低，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各乡镇间差异较小；（２）农户对沙漠

化逆转的响应主要表现在生态政策、适应行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境感知五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差异，
６３．７６％的受访户倾向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３）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人力资本和金融资

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负向作用，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呈正向影响；（４）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

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是今后该县农户生计资本更新与发展、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关键词：生计资本；沙漠化逆转；因子分析；灰色关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盐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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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Ｙａｎｃ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土地沙漠化是最为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威胁着近 １１０ 个国家和 １０ 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１］。 中

国是世界上沙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北方农牧交错带沙漠化危害最为典型。 近年来，随着国家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西北生态脆弱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沙漠化逆转趋势［２］，沙漠化面

积以每年 １２８０ｋｍ２的速度减少［３］。 考虑到生态政策强制力的边际递减及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时间限制，如果

没有了生态政策的管制，农户生计的内在能力，即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能否提供更多的生计选择权，减
少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提升生态环境胁迫及变化的应对能力，继而保障沙漠化逆转现象的稳定性，降低逆转

过程的脆弱性，实现逆转趋势的可持续性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当前，生计分析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观察和研究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持续利用

的全新视角［４］，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由英国国际发展部（Ｔｈｅ ＵＫ′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ＦＩＤ）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ＳＬＡ）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生计资本作

为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核心内容，是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和生计策略的选择依据，是当前国内学者研究

的重点，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生计资本的综合测算、对比研究及脆弱性分析［６⁃７］，生计资本与生计风险、
生计障碍、生计策略、减贫等方面的关系研究［８⁃１３］ 及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行为选择、感知意愿的影响分

析［１４⁃１８］上。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沙漠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沙漠化逆转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且

研究视角多集中于逆转过程中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变化［１９⁃２１］，缺少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２２］。 农户作为农村生

产与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微观主体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使用者和受影响者，其生计活动的实施和适应策略

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而其生计方式又是导致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

因素。 因此，生计资本是联系生态环境、政策及农户生计方式的纽带。 本文基于社会管理的视角，从农户生计

资本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沙漠化问题、促进沙漠化逆转的有效途径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政策切入点。 本文以农

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 ＳＬＡ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农户

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估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判定，探讨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间的关系，即各类资本对沙漠化逆

转趋势的敏感性及影响程度，旨在甄别该区域农户生计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为提高农

户生计能力、改善生计方式、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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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盐池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干旱半干旱地带区，北接毛乌素沙地，南靠黄土高原，地理坐

标东经 １０６°３０′—１０７°４１′，北纬 ３７°０４′—３８°１０′（图 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重要的滩羊集中产区和甘草生产基

地，是黄河中游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全县辖 ８ 个乡镇，总面积 ８．６６×１０３ｋｍ２，其中耕

地 １．０２×１０５ｈｍ２，草原 ５．５７×１０５ｈｍ２，可利用草原 ４．７６×１０５ｈｍ２。 属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风大

沙多，是中国西北部最干旱缺水、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２３］。 为减少天然草原的放牧压力，恢复草原

植被，盐池县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实施全面禁牧封育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全县草原围栏 ３．２６×１０５

ｈｍ２，补播改良退化草地 ７．３８×１０４ｈｍ２，沙漠化面积由 ２０００ 年 ３０１４ｋｍ２下降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３８９ｋｍ２［２４］，植被覆盖

度＜１０％、土壤有机质含量＜０．２５％、每平方米的生物量鲜重＜４００ｇ 的极重度荒漠化面积比例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０．１８％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５１％［２５］，单位土地产值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９３×１０４元 ／ ｈｍ２提升至 ２００８ 的 ２３．７６×１０４元 ／
ｈｍ２，平均每公顷鲜草产量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０１ｋｇ ／ ｈｍ２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９８０ｋｇ ／ ｈｍ２，沙漠化逆转趋势明显，生
态环境逐步好转。

图 １　 盐池县地理位置及研究区域边界划定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ＰＲＡ）调研了宁夏盐池县 ８ 个乡镇农户

的家庭成员、家庭资本、农户生计、收支状况、生态环境及政策感知情况。 依据各乡镇的人口比例进行问卷分

配，共发放问卷 １６０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１４９ 份，问卷有效率 ９３．１３％。 ７２．５０％的被访者为户主，对家庭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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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等情况较为了解，对问卷的回答较为客观、准确，可信度高。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被访者文化程度区间分布为：文盲 １６．７８％，小学 ３６．２４％，初中 ３７．５８％，高中及以上

９．４０％；年龄分布为：２９ 岁以下 ２％，３０—４４ 岁 １９．４６％，４５—５９ 岁 ５２．３５％，６０ 岁以上 ２６．１７％。 拥有 １０ｈｍ２以上

草地的家庭占 ６１．７５％，拥有 ２ｈｍ２以上耕地的家庭占 ６５．１０％，有承租他人草原和耕地行为的农户占总调研户

数的 ２５．５０％。 禁牧政策通过改变农户土地利用方式，致使农用生产要素流动和劳动力投向发生变化并切实

影响到农户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长期生产生活的可持续性。 受访户中 ８９．９３％的家庭养羊，３０．８７％的受访

户不再将其作为唯一的生计方式，而是采取生计多样化的适应策略。 综合阎建忠［２６］、李广东［１８］、赵雪雁［２７⁃２８］

等人的农户类型划分方法，根据农户当前的生计活动中有无非农活动将其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三种

属性，依次占调研样本的 ６８．４６％、２４．８３％、６．７１％。 此次调查虽然获取的问卷数量有限，但调研的农户群体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计资本的指标量化及权重确定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ＳＬＡ）作为一种寻找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集成分析框架，目前主要用于贫

困问题、生计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模式及政策、制度对生计影响的研究，多以静态评估为主，缺乏动态预测及对

半城镇化农户生计可持续问题的探讨［２９⁃３０］。 该框架列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核对清单，有助于厘清农户生计

与生态环境间的复杂关系，提供相应的调控措施和解决方法，符合本文的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基于

此，本文以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为基础，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维

度对生计资本进行测量，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构建了适用于研究区农户生计

资本测量的指标体系（表 １），各测量指标赋值依据 Ｓｈａｒｐ［３１］、李小云［３２］、赵雪雁［１４］、蒙吉军［９］等学者的量化标

准。 在对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测量指标选取和量化赋值时结合了盐池县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 具体来讲，物
质资本中家庭资产、房屋资产和牲畜资产的赋值主要依据农户是否拥有该项资产及其对农户生计的重要性、
市场价值的高低来判断，例如盐池农户以滩羊养殖为主，猪和鸡次之，不养牛、马、骡，故其测量指标选取羊、
猪、鸡，再依据三种牲畜的市场价格进行赋值排序。 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阅历赋值依据问卷数据的

各区间分布情况，按照正态分布的区间划分以量化赋值。
指标权重是决定生计资本计量结果的重要因素［１８］，一般使用专家打分法［１７］、熵值法［９］ 及主成分分析［１８］

等方法。 鉴于主成分分析法操作简单、结果客观、可信度高的特点，本文拟采用该方法来确定各测量指标的权

重，公式如下：

ＷＰＣＡ ＝ ∑
ｎ

ｉ ＝ １

Ｍ
Ｎ

× Ｖæ

è
ç

ö

ø
÷ ／ Ｃ （１）

式中， Ｍ 为各主成分旋转后的载荷得分系数， Ｎ 为特征根值， Ｖ 为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Ｃ 为特征根值≥１
的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由于要按资产类型分别确定各指标权重，故应分别对 ＷＰＣＡ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

应的 Ｗ∗
ＰＣＡ 。

２．２．２　 沙漠化逆转趋势测度及判定方法

传统生态学视角的沙漠化逆转判断指标仅能反映某一区域的变化情况，而难以反映微观样本的变化程度

和过程，更难以满足本研究对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关系研究的模型需要。 农户对禁牧政策和

生态环境的感知、政策适应性评价及环保意识行为的响应是决定其未来生计活动和适应策略的根本和指针，
影响生计资本的配置，导致新的生计策略及生计活动的产生，从而对生态系统产生新的作用，直接影响沙漠化

逆转发展趋向。 因此本文以兼具村域经济行为主体和区域环境感知主体双重属性的农户为切入点，参考生态

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指标［３３］及刘宁［３４］对沙漠化逆转的住户认知测量方法，依据农户响应判定沙漠化逆转趋势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代表性。 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趋势测度模型，求出 １４９ 个样本的公

因子得分函数及综合响应得分，如果农户的沙漠化逆转响应得分为正，则表明该农户的认知和行为响应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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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沙漠化逆转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可持续发展，故将分值＞０ 的样本界定为沙漠化

逆转趋势可持续，赋值为 １，反之则为不可持续，赋值为 ０。

表 １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赋值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代理指标
ｐｒｏｘｙ ｉｎｄｅｘ

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

代理指标计算
ｐｒｏｘｙ ｉｎｄｅｘ′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家庭整体劳动力 Ｈ１ １９—６０ 岁之间的劳动力为 １．０，１１—１８ 岁之间的未成年人为 ０．６，６１

岁以上的老年人为 ０．５，１０ 岁以下的孩子为 ０．２ ０．５２３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

Ｈ２ 大专及以上为 １．００，高中或中专为 ０．７５，初中为 ０．５０，小学为 ０．２５，
文盲为 ０ ０．４７７

自然资本 草地面积 Ｎ１ 家里拥有的草地总面积 ０．５８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耕地面积 Ｎ２ 家里拥有的耕地总面积 ０．３５２

土地承租 Ｎ３ 家里是否承租了他人耕地或草原：有＝ １，没有＝ ０ ０．０６４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家庭资产 Ｐ１

交通工具为 １．００，家用电器为 ０．６７，家具为 ０．３３
交通工具数量：汽车为 １．００，农用车为 ０．７５，摩托车为 ０．５，自行车为
０．２５

０．３６７

房屋资产 Ｐ２ 砖混结构为 １．０，土木结构为 ０．６７，土房或窑洞 ０．３３
５ 间房及以上为 １．０，４ 间房为 ０．７５，３ 间为 ０．５，２ 间为 ０．２５，１ 间为 ０ ０．１９０

牲畜资产 Ｐ３ 猪为 １．００，羊为 ０．６７，禽类为 ０．３３ ０．２２８

基础设施完善度 Ｐ４ 从您家到县城是否便利：方便＝ １，一般＝ ０．５，不方便＝ ０ ０．２１４

金融资本 家庭现金收入 Ｆ１ 农户家庭的年总收入 ０．５３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信贷情况 Ｆ２ 获得贷款和资助的总金额 ０．４６９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社会关系 Ｓ１ 亲戚有担任乡、村干部及其他国家公职人员数：４ 个以上为 １，３ 个为

０．７５，２ 个为 ０．５，１ 个为 ０．２５，没有为 ０ ０．５８６

社会阅历 Ｓ２
家庭成员中有过乡、村干部、技术员、教师、医生、企事业职工、军人
等以上工作经历的人数：４ 个以上为 １，３ 个为 ０．７５，２ 个为 ０．５，１ 个
为 ０．２５，没有为 ０

０．１３５

资金帮助 Ｓ３ 近三年亲朋好友给与的资金帮助金额 ０．２７９

２．２．３　 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关系检验方法

采用灰色关联法检验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关联关系的存在性。 将沙漠化逆转趋势值设置为特
征序列 Ｘ ｉ（ ｔ） ，农户五类生计资本值及各评价指标设置为因素序列 Ｘ ｊ（ ｔ） 。 采用均值化法对各序列进行无量

纲化，利用关联度公式（式 ２）计算特征序列与因素序列在第 ｔ 点的关联系数，最后对各样本的关联系数求算

术平均值即得到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的关联度。

ξｉｊ（ ｔ） ＝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ｊ
ｘｉ（ ｔ） － ｘ ｊ（ ｔ） ＋ ρ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ｊ
ｘｉ（ ｔ） － ｘ ｊ（ ｔ）

ｘｉ（ ｔ） － ｘ ｊ（ ｔ） ＋ ρ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ｊ

ｘｉ（ ｔ） － ｘ ｊ（ ｔ）
（２）

式中，ξｉｊ（ ｔ）为因素 Ｘ ｊ 对 Ｘ ｉ 在 ｔ 时刻的关联系数， ρ 为分辨系数，取值 ０．５。
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式 ３），分析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的影响及敏感性，将农户的沙漠化逆转

趋势判断值设置为 ０—１ 型因变量 Ｙｉ ，即“沙漠化逆转趋势可持续”定义为 １，“不可持续”定义为 ０，自变量 Ｘ ｉｍ

为农户所拥有的五大类生计资本值。

Ｐ ｉ ＝
Ｅｘｐ β０ ＋ β１Ｘｉ１ ＋ … ＋ βｍＸｉｍ( )

１ ＋ Ｅｘｐ β０ ＋ β１Ｘｉ１ ＋ … ＋ βｍＸｉｍ( )[ ]
（３）

式中， Ｐ ｉ 是 Ｙｉ 事件发生的概率， β０ 为常数， β１，β２，…，βｍ 为回归系数，表示 Ｘ ｉｍ 对 Ｐ ｉ 的贡献量。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计资本量化评估及差异性分析

　 　 为消除调查数据量纲及自身变异程度和数值大小的影响，采用极差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根据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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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得分及权重系数，计算出各指标的综合得分，进而求得样本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
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数值及生计总资本。 不同类型及不同区域农户的各类资本和生计总资本是该类型或该区

域样本户的平均值。

图 ２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雷达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ａｄａｒ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调研农户的生计总资本为 １．１８４，物质资本（０．４００）
存量最高，其次是人力资本（０．３１０），金融资本和自然资

本相对较低，社会资本最低（０．１５４），说明外界环境给与

农户的帮助有限，农户在改善生计时求助外界的社会关

系网络有限。
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纯农

户、兼业户、非农户间生计资本总指数及各分项差异明

显（图 ２）。 兼业户的生计总资本最高（１．２３９），纯农户

次之（１．１９６），非农户最低（０．８５８），仅为兼业户资本的

６９．２５％。 分项资本中，差异最大的是人力资本（０．１４１）
和金融资本（０．１０２），最小的是社会资本（０．０５０）。 人力

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均表现出兼业户最高，
纯农户次之，非农户最低；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存量则

表现为纯农户最高，兼业户次之，非农户最低的规律。
纯农户社会资本最为稀缺，兼业户和非农户则普遍缺乏

金融资本。
空间分布上，生计总资本最高的是冯记沟乡（１．２３３），最低的是青山乡（１．１６６），各乡镇间差异较小（图

３），西南乡镇资本总量高于北部，主要与自然条件差异和人口分布有关，北面村域紧邻毛乌素沙地，农业用地

多以沙地、旱地为主，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另外紧邻县城人口密集，各农户自然资本存量低。
３．２　 沙漠化逆转趋势判定及差异性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６７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２０２．２６９，对
应概率 Ｐ 值为 ０．０００，各变量的共同度均在 ５０％以上，信息重叠程度较高。 依据特征根值≥１ 的标准，提取了 ５
个公因子，其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６５．３６％，提取的公因子特征根分别为 ２．６４１、１．３０４、１．１４９、１．０９３ 和 １．００１，其所

涵盖的整个变量信息分别为 ２４．０１％、１１．８５％、１０．４５％、９．９４％和 ９．１０％。 为了使公因子对整体变量综合信息

更具解释力，实现因子载荷矩阵中系数向 ０—１ 分化，对初始因子载荷模型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旋转后的

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ｏｔ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公因子名称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ａｍｅ

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生态政策响应 政策满意度 ０．８４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２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政策效果感知 ０．６９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９

政策适应性 ０．５８５ ０．３１６ ０．２５２
适应行为响应 生产方式调整 ０．３４５ ０．６１７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０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生活水平变化 ０．２０１ ０．７７１ －０．１７９

生计策略调整 ０．３０６ －０．６３３ －０．３８９
环保意识响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生态保护重要性
评价

－０．１１２ ０．８５３ －０．１６５

环保行为响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开垦耕地可能性 －０．１４２ ０．８６８

环境感知响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沙漠化逆转感知 ０．１５１ 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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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盐池县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Ｙａｎｃ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通过因子旋转和各因子对应方差贡献率加权归一化处理，以生态政策响应、适应行为响应、环保意识响

应、环保行为响应、环境感知响应来构建盐池县沙漠化逆转趋势测度模型 Ｙ （式 ４），通过各因子函数系数矩

阵，采用回归法计算求出 １４９ 个农户公因子的得分函数及响应综合得分，将分值＞０ 的样本界定为沙漠化逆转

趋势可持续，赋值为 １，反之则为不可持续，赋值为 ０。
Ｙ ＝ ０．３６７Ｆ１ ＋ ０．１８１Ｆ２ ＋ ０．１６０Ｆ３ ＋ ０．１５２Ｆ４ ＋ ０．１４０Ｆ５ （４）

盐池县农户对沙漠化逆转的响应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图 ４），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间各沙漠化逆转响

应因子差异明显，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农户的环境感知因子（０．８２１）和适应行为因子（０．７１３），最小的是环保意

识因子（０．１４２）。 纯农户对环境感知及适应行为的响应程度最高，兼业户次之，但其对生态政策和环保行为的

响应最强烈，非农户在三者中环保意识最强。 ６３．７６％的受访户沙漠化逆转综合响应得分＞０，兼业户和纯农户

的认知和行为响应均对沙漠化逆转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非农户综合得分为－０．２１７，沙漠化逆转趋势判定为不

可持续。
空间分布上，八个乡镇间各沙漠化逆转响应因子差异较大（图 ５），其中差异最大的是生态政策因子

（１．３１９）和适应行为因子（１．１４４）。 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判定上，除惠安堡、青山乡、花马池镇综合响应得分均值

＜０ 外，其他乡镇均判定为沙漠化逆转可持续，且其逆转趋势强弱呈由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规律。 这主要与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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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类型农户沙漠化逆转响应雷达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ｒａｄａｒ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化土地分布格局、农户生计方式及其积极的生态政策和

适应行为响应有关。
３．３　 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关联关系的存在性

检验

图 ５　 盐池县农户沙漠化逆转响应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Ｙａｎｃｈｉ Ｃｏｕｎｔｙ

灰色关联结果显示，农户生计总资本与逆转趋势间

存在关联，关联度达 ０．８１；五项资本及各资本的衡量指

标与逆转趋势的关联度均高于 ７２％，属强关联关系（表
３）。 禁牧政策的实施迫使农户调整其传统的畜牧方式

和种植结构，改变了生产资料流向和劳动力资源配置，
为农户思想观念、职业结构、就业取向、就业空间、收入

结构、生计策略的转变带来新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生
计资本作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和生计策略的

选择依据，农户可依据其资本占有的性质和储量，进行

生计多样化、非农就业等适应策略的选择和相应生计活动的安排。 农业生产为主体的这种高劳动力投入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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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活动的改变必然导致农用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降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和过度利用，促进了农用

土地资源沙漠化的恢复与逆转。

表 ３　 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的关联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关联度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生计资本度量指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关联度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人力资本 ０．７５８ 家庭整体劳动力 Ｈ１ ０．８８８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Ｈ２ ０．８７８

自然资本 ０．７４１ 草地面积 Ｎ１ ０．８６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耕地面积 Ｎ２ ０．８８０

土地承租 Ｎ３ ０．８２７

物质资本 ０．７７８ 家庭资产 Ｐ１ ０．８９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房屋资产 Ｐ２ ０．８８８

牲畜资产 Ｐ３ ０．８５５

基础设施完善度 Ｐ４ ０．９０５

金融资本 ０．７２８ 家庭现金收入 Ｆ１ ０．８７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信贷情况 Ｆ２ ０．８５７

社会资本 ０．７２１ 社会关系 Ｓ１ ０．８４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社会阅历 Ｓ２ ０．８３９

资金帮助 Ｓ３ ０．８５９

３．４　 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敏感性分析

将因变量（沙漠化逆转趋势判断值）和自变量（农户各项生计资本值）纳入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显

示：模型的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检验值为 １１．８３４，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３７，预测准确率为 ６６．４０％。 回归结果表明：（１）在生

计资本对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影响方面，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Ｂｅｔａ 系数均为负，倾向于沙漠化逆转不可持续，
相反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正向影响；（２）从各类生计资本对沙漠化逆转

趋势影响的显著性来看，人力资本在 １０％的水平显著，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在 ５％的水平显著，且三项资本

的 Ｗａｌｄ 统计量较高，是影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重要因素；（３）从各类生计资本的贡献率来看，物质资本和

社会资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贡献最大，其中：物质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主体沙漠化逆转趋势转为可

持续的发生概率将增大 ｅ２．３６９×１ ＝ １０．６９ 倍；社会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则此概率将增大 ｅ１．７５８×１ ＝ ５．８０ 倍（表 ４）。

表 ４　 农户生计资本对沙漠化逆转趋势影响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系数
Ｂｅｔａ

标准误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自由度
Ｆｒｅｅｄｏｍ

显著性 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ｘｐ（Ｂ）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９３６ １．１２５ ２．９６２ 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４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７７８ １．４９４ ０．２７２ １ ０．６０２ ２．１７８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３６９ ０．９９３ ５．６９１ １ ０．０１７ １０．６８２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９６ １．２１２ ０．００６ １ ０．９３７ ０．９０９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７５８ ０．８８３ ３．９６３ １ ０．０４６ ５．８００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７５２ ０．６１７ １．４８６ １ ０．２２３ ０．４７１

人力资本方面，９３．２９％的农户（包括 ２４．８３％的兼业户在内）主要的生活收入来源于农业，虽占据着丰富

的劳动力资本，却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生产上，非农生计为主的农户比例仅为 １６．７０％，非农化程度较低。 因

单一生计方式导致农户生计相对比较脆弱，只能通过加大农业生产来保障生活水平反倒增加了生态环境的压

力，不利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实现。 相反的，当地教育资本存量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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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农户群组沙漠化逆转趋势倾向于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的比值是教育水平低的群组发生比率的 １．１８ 倍，当
每提高 １ 单位的成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沙漠化逆转趋势转为可持续的发生比率将提高 ｅ０．１６３×１ ＝ １．１８ 倍。 但

由于盐池县成年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平均受教育年限 ９．１２ 年，教育资本存量仅有 ０．２０４，不足家庭劳动力资

本的一半，所以在人力资本的综合得分与趋势影响上分量较轻。 从本质上来讲，这与 Ｐｒｅｔｔｙ［３５］、赵雪雁［１７］、阎
建忠［７］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即提高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会约束引起环境恶

化的私人行为，增强人们改革和采用技术以适应新条件的能力［３６］，对于环境改善、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有正

向的积极意义。 人力资本是自然环境改善的重要条件［３７］，非农化水平过低是限制人力资本对环境改善作出

正向积极响应的关键。
盐池县农户的自然资本呈现出由非农户向纯农户递增的趋势，纯农户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占有的草

场面积较大，受访户人均草地面积达 １９． ９２ｈｍ２，是兼业户的 １． １７ 倍。 非农户人均草地和耕地面积仅为

６．７９ｈｍ２和 ２．１１ｈｍ２，仅占到纯农户自然资本总量的 ５４．６６％。 农户间的土地承租行为的发生比率，兼业户

（３２．４３％）最高，比纯农户高出 ９．９ 个百分点，这说明生计多样化是驱动农户土地流转及规模化经营行为发生

的重要因素。 自然条件差异使得人口向经济、社会条件好的地区集聚，反而使农户自然资本在空间上表现出

随海拔升高逐步上升的状态。 自然资本占有量越多，农户对其的依赖性就越强，越能收集到丰富、准确的环境

信息，以做出相应的生态保护响应和适应策略调整，从而有助于实现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自然资本每增加一

个单位，农户主体沙漠化逆转趋势转为可持续的发生概率将增大 ｅ０．７７８×１ ＝ ２．１８ 倍。
物质资本方面，非农户的物质资本最为匮乏，不到兼业户该资本占有量的 ８０％，兼业户和纯农户间的资

本存量相差较小。 受访户住房条件差异较小，住房类型以砖混结构为主，房屋拥有量 ５ 间以上的占样本总量

的 ７３．８３％。 由于单个家庭居住分散，距离场镇较远，普遍使用摩托车和农用车，２６．１７％的农户拥有汽车。 耕

作半径普遍较小，耕作方式以人力为主，牲畜使用率较低。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村间道路的硬

化率较低，仅 １９．４６％的农户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满意。 因此，家庭资产的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的提高是反映农户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和量化物质资本存量的重要方面。 物质资本存量越大，
越有助于增强农户对生态政策实施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的适应性及其生计模式的多样化选择，使其在环保意

识及其行为选择上越理性。 当面临各种风险问题时，物质资本能较容易的转变为其他可交换的资本，有助于

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和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实现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 因此，物质资本是实现沙漠化逆转

可持续的基础。
盐池农户的金融资产储量普遍较低，农户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弱质性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市场价

格的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且样本属性间差异较大，纯农户金融资产拥有量是兼业户的 １．５１ 倍，非
农户的 ２．１９ 倍。 龙爱华［３８］、赵雪雁［３６］从生态足迹的角度分析发现，提高富裕水平会加剧环境消耗。 然而，盐
池农户现金收入提高却有助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收入每提高 １ 单位，沙漠化逆转趋势转变为可持续的发生

比率将提高 ｅ１．９２１×１ ＝ ６．８３ 倍。 这与青藏高原东部样带［３９］、甘南高原［１４］及农牧交错带［４０］等案例的研究结论相

似，拥有较多金融资本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多的生计选择权及处理胁迫的能力，可确保其适应策略及行为的实

现，保障其生计安全并可持续的使用自然资源［３６］，而该类资本缺乏型农户只能依赖于免费的公共资源，不断

加大资源的利用强度，加剧环境退化。 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中贷款要求的限制，３５．５７％的农户有过申请贷款或

资助却被拒绝的经历，３４．９０％的受访户曾向具有易获得优势的社会信贷—高利贷借款，导致借款户特别是贫

困家庭生计风险及脆弱性增加，无力为非农活动及有益于生态环境、土地生产力提高的新技术、新品种投入更

多资金，从而对沙漠化逆转趋势起负向影响。 盐池农户的现金收入存量为 １． ９６４，仅占信贷资本存量的

５０．９３％，对金融资本的综合得分与趋势影响较小，故而对沙漠化逆转趋势起负向影响。
社会资本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有助于实现沙漠化逆转可持续。 盐池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家庭和

地缘网络关系较为封闭，主要集中于村域内部的家族亲缘关系，社会交往圈比较局限，仅 ４０．２７％的农户亲戚

中有乡村干部或公务员。 道日娜［４０］认为农户社交网络与生计多样化选择正相关，农户丰富的社会阅历会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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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社会交往关系，增加信息来源及选择机会。 此次调研中，３３．５６％的受访户社会阅历较为丰富，特别是兼

业户中 ４０．５４％的家庭成员有过乡、村干部、技术员、教师、医生、企事业职工、军人等工作经历，可为其带来更

多资金和信息方面的帮助。 近三年亲朋好友给与的资金帮助情况实质上反映的是同质群体间的信任程度，
Ｇｒａｆｔｏｎ［４１］认为信任度的提高会加剧环境影响，然而随着信息的溢出和知识的传播，社会网络不断拓展强化，
农户类似于自由的鱼群在“觅食—集群—风险规避—洄游—追尾”的行为过程中逐渐形成集体性的环境意

识，促使其自觉采取符合集体目标的个体行为，对私人性质的环境破坏行为进行有效约束，通过集体行动来实

现自然资源的社区管理［４２］。

４　 结论与讨论

生计分析作为观察和研究生态脆弱区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视角，已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得到广泛关注［４３］。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人地系统的演化起着主导驱动作用［４３］，生计资本是

决定生计行为的基础和影响生态环境改善的先决条件。 农户作为农牧交错带上最重要的生产和决策单位，是
影响生态环境脆弱的关键因素。 基于农户层面进行生计资本和沙漠化逆转响应的调查与分析，有助于探索生

态环境变化的内在机制，揭示影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关键障碍，制定相应的利于环境逆转的对策措施集。
本研究选取农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研究区域，基于 ＳＬＡ 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实地调

研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间的关系和影响，结果

如下：
（１）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仅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阶段，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储量较低，存在

明显的属性差异。 农户对沙漠化逆转的生态政策、适应行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环境感知等响应存在显著

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差异。 ６３．７６％的受访农户因其正向、积极的认知及行为响应而有助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

发展。 相比纯农户，兼业户占据的自然资本较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低，面临外部因素影响时所承受的生

计压力和机会成本较少，对生态政策的适应性及行为响应度较高。 较之非农户，兼业户占据较多的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拥有较多的生计选择权，对生产方式和生计策略的调整较为容易，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度

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较高。 综上，生计资本储量及组合形式的差异性导致兼业户在沙漠化感知与行为上具有

相对较优的逻辑模式和响应方式，有利于实现沙漠化逆转可持续。 这表明生计方式多样化是实现农户生计及

环境可持续的有效策略。
盐池县是农牧交错带上最为典型的气候、地形、土壤、植被、资源利用多重复合过渡地带，相比于农牧交错

带上的其他区域，对于环境扰动的反应迅速且具有正反馈的放大作用［４４］，生态环境更加敏感和脆弱，因此农

户对气候及环境变化的感知比同类型区农户更加敏感和深刻，对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行为更为迫切和积极。 该

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受长期历史、人文因素影响，农户对传统农业及自然资

源的依赖性高，故在禁牧初期盐池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态度以偷牧形式为代表的抵触态度为主。 随着生态环境

逐步改善及生态补偿等配套措施的落实，现阶段盐池农户高度认可并积极响应禁牧政策，积极调整畜牧方式、
种植结构及生计方式，与农牧交错带的其他区域相比，盐池农户的政策响应度和适应性变化明显。

（２）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存在强关联关系，总体关联度达 ０．８１，各指标关联度

均高于 ０．７２。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负向作用，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对

其起正向影响。 内蒙古乌审旗［９］、西藏林芝［４５］、甘南高原［１４］、岷江山区［１０］ 及河西绿洲［４６］ 等区域关于生计资

本对生计模式影响的案例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降低了生计转型中的机会成本，为非农生计提供了

可供转移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和生计选择基础。 非农生计的实现减轻了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和利用强度，
有助于环境改善。 但是与以上区域研究分析相悖，盐池县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提高并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

善，这两项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沙漠化逆转趋势转变为不可持续的概率将增加 ０．１４ 和 ０．９１ 倍。 究其原因，
非农化水平过低、金融服务的贷款限制及民间信贷的高风险提高了该县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是限制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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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资本对环境改善作出积极响应的关键。
综上所述，未来盐池县的沙漠化治理不能仅从恢复地表生态植被的角度着眼，而是应该从社会生态系统

管理的角度采取相应的适应对策，由传统的克服自然资源稀缺的管理模式转向为增强社会资源适应能力的调

控方式，以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今后该县农户生计资本更新与发展、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的关

键点和突破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户文化水平，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农

户生计的多样化和非农化转变；加强农村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生产性设施，提高劳动生

产率，改良牲畜品质，进行特色化和规模化养殖，提高物质资本的转化能力；健全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培育农业

协会及合作组织，拓展农户的社会交往空间，增强不同组织和群体间的联系，扩展生计资本的社会来源；规范

民间信贷，促进贷款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和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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