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７，Ｎｏ．５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３６１１０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ＮＣＥＴ⁃１１⁃０９１０）；甘肃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１１；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６⁃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ｘｙ＠ ｎｗｎ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２０５４

张钦，赵雪雁，王亚茹，雒丽，薛冰．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以甘南高原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５）：　 ⁃ 　 ．
Ｚｈａｎｇ Ｑ， Ｚｈａｏ Ｘ Ｙ， Ｗａｎｇ Ｙ Ｒ， Ｌｕｏ Ｌ，Ｘｕｅ Ｂ．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ａｋｅ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５）：　 ⁃ 　 ．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以甘南高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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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 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

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非常重要。 基于 ５００ 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不同生计方式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并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 结果表明：（１）在适应气候变

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２）不同区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存在差异。 其中，纯牧区农户和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均最强烈，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３）不同生计方

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也存在差异。 其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最强烈，一兼户和二兼户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

烈；（４）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对生产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对信息需求的关键因

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

响农户对信贷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 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农户；适应需求；生计资本；甘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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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 因为

他们的生计基础、生产实践、生存策略乃至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但又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与技术

能力来应对不断增加的气候风险［１］。 适应作为一种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政策选项［２］，已引起了学术界

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全球变化的 ４ 大科学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ＷＣＲＰ）、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

素计划（ＩＨＤＰ）、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ＤＩＶＥＲＳ ＩＴＡＳ）都将科学地适应未来气

候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准则［３］。 然而，在实践中有计划的适应行为不一定能够实现，高
适应能力也不一定会自动地转变为成功的适应，个人与集体在寻求最恰当、最可持续的适应行动中往往面临

着一系列障碍和需求［４］。 根据 ＵＮＤＰ（２００７），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规划和执行适应方面主要受到信息、基础

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而成功的适应规划应包括有效的规划信息、气候变化防护性基础设施、社会风

险管理及减贫保险、灾害风险管理制度等［５］。
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单元，承受着气候变化的最直接影响，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主

体之一。 相关研究证实，由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或公民社会组织向农户提供的信息、技术、财政支持和领导可

有效增强农户的自主性适应机制［６］。 然而，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基于“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模式，农户需求

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户的预期错位，难以满足农户对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求，限制了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适应［７］，已有研究也发现，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的不均衡性以及不同群体适应能力的

不平等性致使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显著差异［８⁃９］。 为此，当前急需明确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

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内容，这对制定行之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和成功的适应规划至关重要。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一个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响应非常敏感。

近年来该区气候呈显著的暖干化趋势，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该区草地资源严重退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水
土流失加剧、沙化土地扩展、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损失［１０］，加剧了长期依赖于耕地、草地、药材等自然资源的

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严重制约了该区可持续发展。 为了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气候变化对农户

生计的不利影响，急需辨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本文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并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需求

的关键因素，旨在为高寒生态脆弱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研究区

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图 １），大部分区域海拔 ３０００—３６００ 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气候寒冷湿

润，年均温普遍低于 ３ ℃，大部分地方长冬无夏，春秋短促，无霜期少于 １４０ ｄ，年均降水量在 ４００—７００ ｍｍ 之

间，光照充足。 植被以高寒草甸、灌丛和山地森林为主，水系发达，黄河干流、洮河、大夏河等 ３ 条河流在该区

的流域面积达 ３．０５７×１０４ｋｍ２，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 ６５．９×１０８ ｍ３，使其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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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护黄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 １　 研究区及调查点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甘南高原总土地面积为 ４．５×１０４ ｋｍ２，受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地域差异的影响，甘南高原内部分异明

显，东南部的岷迭山地普遍发育森林和天然草地，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东北部的山原区，以耐寒性强

的农作物为主，一年一熟，草场多为草原化草甸、亚高山草甸；西部的碌玛夏高原盆地，植被以亚高山草甸、亚
高山灌丛草甸为主，少部分地方可以种植耐寒性强、生育期短的青稞、油菜、马铃薯、豌豆、燕麦等作物及禾本

科、部分豆科牧草。 根据农业生产条件，可分为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等三个农业生态区，其中，纯牧区人

均草地面积为 ９．５５ ｈｍ２，农户主要从事畜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６４４ 元，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５２．０５％；半
农半牧区人均草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３．７９ ｈｍ２和 ０．１２ ｈｍ２，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农民人

均纯收入 ４１８２ 元，种植业、畜牧业分别占总收入的 ３２．４６％、２３．３６％、；农区人均耕地面积为 ０．１３ ｈｍ２，农户主

要从事种植业，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９０４ 元，种植业及工资性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 ２３．６４％、３８．９３％。

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７—８ 月在甘南高原进行了 ２０ 余天的野外调查。 首先在县级部门收集了资源环境、社
会经济统计资料；然后采用调查问卷、观察法、小型座谈会等参与式农村评估（ＰＲＡ）工具进行农户调查，以获

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及信息。 入户调查中，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由于甘南高原地域辽阔、农牧民

居住分散，访谈难度较大，共调查农户 ５４８ 户，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０ 份，其中，纯牧区农户 １４７ 户，半农半牧区农

户 １６８ 户，农区农户 １８５ 户。 调查过程中，为了确保信息准确，聘请了 ６ 名藏族大学生作为语言翻译，每户问

卷调查时间约为 ２—３ ｈ。 受访户户主平均年龄 ４３．３６ 岁，平均务农年限为 ２４．０９ 年，平均家庭规模为 ５．５３ 人 ／
户，务农人数为 ２．１４ 人 ／户，人均年收入为 ４１９８．９９ 元。 受访农户数量虽较少，但与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样本基

本上能反映研究区农户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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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调查中对村社干部及农牧民的访谈，设计了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生计资本情况，包
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２）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包括良种繁育、动
物防疫 ／病虫害防治、栽培 ／养殖等技术需求；灾害预警信息、农牧业市场信息、就业信息等信息需求；房屋、道
路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需求；低息 ／无息贷款、医疗 ／养老保险等信贷保险需求。

表 １　 受访农户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农户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户主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

家庭特征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年龄 ／ 岁
Ａｇｅ

务农年
限 ／ ａ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户主受教育水平 ／ ％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以上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以上

家庭规
模 ／ 人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务农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人均年
收入 ／ 元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抚
养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藏族比
重 ／ ％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纯牧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２．５５ ２６．６４ ３７．２１ ４２．４４ ７．５６ ４．６５ ８．１４ ２９．５２ ３６．５５ １５．０６ ９．８４ ９．０４ ５．４１ ２．４４ ４３１３．４７ １．２ ９５．９

半农半牧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４．３８ ２４．９９ ３０．９２ ４６．０５ １４．４７ ８．５５ ０ ３４．５４ ２４．４ １３．５７ １８．３８ ９．１１ ５．８９ ２．２２ ４１８９．０７ ０．８９ ９４．６４

农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３．１５ ２０．６３ ４．９７ ２７．９５ ４９．６９ １４．９１ ２．４８ １５．６８ ２１．７４ ３６．０２ １６．９３ ９．６３ ５．３ １．７６ ４０９４．５１ ０．７ ３８．２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农户类型划分

为了分析不同农户群体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户类型所采用的划分方法 ［１１］，结
合甘南高原农户生计特征，以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划分标准对甘南高原农户进行分类，其中，非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少于 １０％的农户为纯农户，介于 １０％—５０％的为一兼户，５０％以上的为二兼

户［１２］。 结果表明，甘南高原纯农户、一兼户和二兼户的比重分别为 ２０．７８％、４７．９５％、３１．２７％。
２．２．２　 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及测算

ＤＦＩＤ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五

种［１３］。 参考国内外学者开展的生计资本量化研究［１４⁃１６］，根据甘南高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生活习俗等

对上述研究中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设计了适用于甘南高原的农牧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２）。 其中，
（１）自然资本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如土地和水）和环境服务（如水循

环）。 由于甘南高原农区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与畜牧业、纯牧区农户主要

从事畜牧业， 耕地资源和草地资源对其生计活动影响深远， 因此采用农户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草地

面积来评价自然资本；（２）人力资本指个人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 考虑到

甘南高原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同等重要， 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获得非农生计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采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 ２ 个指标测量人力资本；（３）金融资本指用于购买消

费和生产物品的现金以及可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 甘南高原农牧民的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现金收

入、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及无偿援助，因此，用农牧民家庭的人均现金收入、获得信贷的机会、
获得无偿现金援助的机会来测量金融资本。 （４）物质资本指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除去自然资源的物质（如基

础设施和生产工具）。 考虑到甘南高原的实际情况，采用牲畜数量、住房情况及固定资产情况（包括生产性工

具和耐用消费用品）来测量物质资本。 （５）社会资本是指为了实现不同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个

人参与的社会网络和协会）。 在甘南高原，亲戚圈在草地租赁与管理、借牧、救济、保障牧民权益等方面发挥

着重大作用，与他人交流有助于农户获取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对周围人的信任能够增进农牧民间的合作，因
此，采用亲戚圈、对周围人的信任、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来测量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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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模型的解释与变量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ａｍｅｓ

测量指标及权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自然资本 耕地（０．４７） 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０．０９ ０．４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草地（０．５３） 人均草地面积（ｈｍ２） ０．９８ ２．１７

人力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０． ４４） 非劳动力为 ０；半劳动力为 ０．５；全劳动力为 １ ３．９６ １．１７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０．５６） 文盲为 ０；小学为 ０．２５；初中为 ０．５；高中为 ０．７５；大专及

以上为 １ １．２５ ０．８４

金融资本 农牧民家庭现金收入（０．６０） 人均现金收入 ４２３３．８２ ２７０８．６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获 得 无 偿 现 金 援 助 的 机 会
（０．２３） 有为 １，无为 ０ ０．５４ ０．５０

获得信贷的机会（０．１７） 有为 １，无为 ０ ０．３５ ０．２１

物质资本 牲畜数量（ ０．５８） 马 ／ 骡为 １．０，牛为 ０． ８；羊为 ０． ３，猪为 ０． ２ １７９．１８ ２５９．９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家庭固定资本（０．２４） 调查户所拥有资本的选项数占所列选项的比例 ０．３６ ０．１６

住房 （０．１８）

对房屋类型和数量分别赋值，二者加权合成作为住房项
的总得分，其中，混凝土房为 １．０，砖瓦 ／ 砖木房为 ０．７５，
土木房为 ０．５，帐篷为 ０．２５，草房为 ０；５ 间房及以上为
１．０，４ 间房为 ０．７５，３ 间房为 ０． ５，２ 间为 ０．２５，１ 间为 ０

４．１９ ２．４９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对周围人的信任（０．３２） 非常信任 １；比较信任 ０．７５；一般信任 ０．５；不太信任 ０．

２５；根本不信任 ０ ０．４４ ０．２４

亲戚圈（０．３８） 所在村庄亲戚圈数量大于 １０ 户为 １；７—９ 户为 ０． ７５；
４—６ 户为 ０．５；１—３ 户为 ０．２５；几乎没有为 ０ ０．４５ ０．２５

与他人交流的机会（０．１８） 很多为 １；较多为 ０．７５；一般 ０．５；较少为 ０．２５；几乎没有
为 ０ ０．９０ ０．２９

为了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由于调查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量纲、
数量级和变化幅度，因而需对各次级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 根据各指标的量化值和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可以确定各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求出农户所拥有

的五种生计资本指数。 不同区域农牧户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是该区样本户的平均值。

Ｔｉ ＝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Ｉｉｊ

式中，Ｔｉ为第 ｉ 类生计资本的指数，ｉｊ 为 ｉ 类生计资本第 ｊ 个评价指标，Ｗｉｊ为 ｉ 类生计资本第 ｊ 个评价指标的权

重，Ｉｉｊ为 ｉ 类生计资本第 ｊ 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２．３　 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需求的因素分析

２．３．１　 变量选择

家庭或个人的资本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所拥有的选择机会、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

基础，也是对农村扶贫和发展项目进行政策干预的切入点［１７］。 拥有不同生计资本的农户，因其应对风险的能

力存在差异，因而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通常拥有较多资本的人们往往具有更多的选择权

及较强的处理胁迫和冲击、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能够较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风险，遭受的气候变化负面影响

较小；而那些资本贫乏的人们往往缺乏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冲击的能力［１８⁃２１］，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脆弱无助，
生计脆弱性加剧。 因此，拥有不同生计资本农户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适应的需求不同［１６，２２］。 已有研

究发现，农户自然资本存量越高，其生产经营规模可能越大，进而会引发农户对提高农牧业生产效益和减缓气

象灾害损失等公共产品的需求［２３⁃２４］；人力资本影响着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及适应能力，进而影响农户

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内容［２５⁃２６］；金融资本影响农户的支付能力，导致农户对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存在差

异［２７⁃２８］；物质资本既是农户生产生活的工具，也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金融资本，因
此，物质资本会影响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及其适应能力，使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产生差异［２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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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际关系、组织关系、信任等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是农户的重要资源，它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

就业和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显著［３０］，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户的适应需求。 已有研

究也发现，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受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收入、人口规模、生产规模、兼业化水平、
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１０，３１⁃３２］。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择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农户

对气候变化的首选适应需求类型作为因变量采用。 并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是否农区，是为 １，否为 ０；是否纯牧

区，是为 １，否为 ０）。
２．３．２　 模型设计

本研究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适应需求的影响，并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

数进行估计。 将农户的首选适应需求设置为 ０－１ 型因变量 ｙｉ，其中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的
因变量分别为生产技术需求、信息需求、基础设施需求、信贷保险需求，若农户选择该种适应需求，则设定 ｙｉ ＝
１，否则设定 ｙｉ ＝ ０。 假定 ｘｉ是自变量，Ｐ ｉ是 ｙｉ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Ｐ ｉ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ｘｉ１ ＋ … ＋ βｍｘｉｍ） ／ （１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ｘｉ１ ＋ … ＋ βｍｘｉｍ））
式中，β０为常数，β１，β２，…，βｍ为回归系数，表示诸因素 ｘｉｍ对 Ｐ ｉ的贡献量。 回归系数为正值，表示解释变量每

增加一个单位值，发生比会相应增加；相反，回归系数为负值，则表示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值，发生比会相

应减少。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区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其次是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 其

中，有 ５９．０４％的农户需要基础设施投入，５４．４７％的农户需要信息服务，５１．６４％农户需要生产技术服务。 究其

原因，在于甘南高原农户生计主要依赖农牧业，农牧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敏感，加之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

落后，生产与生活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交通设施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当地主要靠公路运输，而且技术等级和网

络化程度低；目前仍有 １７００ 个左右的自然村不通村道，农村公路上缺桥少涵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严重制约了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适应，因此，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更强烈。 访谈中也发现，６９．７２％的农户认为当地

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生产型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其中以水利、电力和交通设施最为显著。
对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适应需求进行多独立样本 Ｍｅｄｉａｎ 检验，发现生产技术、信

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 Ｍｅｄｉａｎ 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说明甘南高原不

同区域农户对生产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表 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适应气

候变化过程中，纯牧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５６．２９％），对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５１．０５％ ）。 在基础

设施需求中，该区农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更强烈，５７．１８％的纯牧区农户有此需求。 在生产技术需求中，该区

农户对养殖技术的需求更强烈，有 ５６．０２％的纯牧区农户需要养殖技术；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

（４９．１３％），对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４８．６１％）。 在信息需求中，对灾害预警信息的需求最强烈，５７．８０％的半农

半牧区农户有此需求。 生产技术需求中，该区农户对种养技术的需求最强烈，有 ５４．６５％的半农半牧区农户需

要种养技术；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６７．００％），对信息的需求次之（６２．４４％）。 在基础设施需求

中，该区农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最强烈，６７．５４％的该区农户有此需求。 在信息需求中，该区农户对就业信息

的需求最强烈，有 ６９．１８％的农区农户有此需求。
３．２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对甘南高原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适应需求进行多独立样本 Ｍｅｄｉａｎ 检验，发现信息和信贷保险

Ｍｅｄｉａｎ 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说明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对信

息、和信贷保险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表 ３）。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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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最强烈（６１．９０％），对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５６．０４％）。 在信贷保险需求中，纯农户对低息、无息贷款的需

求最强烈，有 ６５．９５％的该类农户有此需求。 在生产技术需求中，纯农户对种养技术的需求最强烈，有 ６７．３０％
的该类农户有此需求；一兼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６６．０２％），对信息的需求次之（５１．４６％）。 在基础设

施需求中，一兼户对水利及电力设施的需求最强烈，有 ６６．３５％的该类农户有此需求。 在信息需求中，一兼户

对灾害预警信息的需求最强烈，有 ５８．７６％的该类农户有此需求；二兼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５５．３１％），
对信息的需求次之（５１．８５％）。 在基础设施需求中，二兼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最强烈，有 ５６．５２％的该类农户

有此需求。 在信息需求中，二兼户对就业信息的需求最强烈，有 ６５．９４％的该类农户有此需求。

表 ３　 甘南高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ａｎｎ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生产技术需求 ／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信息需求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基础设施需求 ／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

信贷保险需求 ／ ％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良种
繁育

动物防
疫 ／ 病虫
害防治

栽培 ／
养殖

灾害预
警信息

农牧业
市场信息

就业
信息

交通
设施

房屋、水
电设施

低息 ／ 无
息贷款

医疗 ／ 养
老保险

纯牧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９．８１ ４７．３３ ５６．０２ ４３．６０ ４６．７１ ４０．５０ ５７．１８ ５５．４０ ４２．３６ ４２．９８

半农半牧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５１．５０ ３９．６９ ５４．６５ ５７．８０ ３７．３２ ５２．２８ ５４．６２ ５３．０７ ４２．０５ ５１．５０

农区农户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５３．３３ ５０．６０ ５４．９７ ６６．４５ ５１．６９ ６９．１８ ６７．５４ ６６．４５ ６１．５３ ５７．７０

Ｍｅｄｉａｎ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９．９３１∗（０．００７） ２７．０３４∗（０．０００） ９．２７７（０．０１０） ２０．８２７∗（０．０００）
纯农户
Ｐｕ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５５．１４ ４５．６８ ６７．３０ ４８．３８ ４４．３２ ４２．８９ ５８．４０ ５７．８４ ６５．９５ ５７．８４

一兼户
Ｂ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４１．９１ ５４．８３ ５０．３４ ５８．７６ ５６．９７ ５０．９０ ６５．６９ ６６．３５ ５３．７１ ４９．２１

二兼户
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８．７１ ４０．２８ ４５．４８ ４７．３３ ４２．２７ ６５．９４ ５６．５２ ５４．１０ ４１．２０ ５０．４１

Ｍｅｄｉａｎ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０．４４１（０．８０２） ６．７５６∗（０．０３４） ２．８１７（０．２４５） ６．５０８∗（０．０３９）

　 　 注： 括号内为 Ｐ 值，∗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

３．３　 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

采用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 在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中，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８９，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７１，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相关性系数为 ０．１００，其他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０．２０，自变量的共线性关系很小，因而可以

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４，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的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值分别为

０．１３２、０．１１８、０．０８７、０．１０２，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值分别为 ４４．４６９、３９．３６９、３１．２２５、３４．８８６，均在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模型预

测准确率为分别为 ７６．５％、７５．３％、６２．９％、７０．１％，４ 个模型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模型（１）中，农户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在 ０．０５ 和 ０．１ 显著性水平上与生产技术需求呈正相关，说明

随着农户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技术的需求上升。
模型（２）中，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在 ０．０５ 和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上与信息需求呈正相关，说明随着

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农户对信息的需求趋于增强。 与半农半牧区相比，农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

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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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３）中，农户人力资本在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上与基础设施需求呈正相关，金融资本在 ０．１ 显著性水平

上与基础设施需求呈负相关，说明随着农户人力资本的提高，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趋于增强，但随着金融资

本的提高，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趋于降低。 与半农半牧区相比，纯牧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更强烈。
模型（４）中，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在 ０．１ 和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上与信贷保险需求呈正相关，而农

户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在 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上与信贷保险需求呈负相关，说明随着

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趋于增强，但随着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增加，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趋于降低。 与半农半牧区相比，农区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更强烈。

表 ４　 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需求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生产技术需求（模型 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ｍａｎｄ

信息需求（模型 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基础设施需求（模型 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

信贷保险需求（模型 ４）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２０８∗∗ １．８５３∗∗ ０．７７３ １．１６０∗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３５４ ２．３８５∗∗∗ １．１６６∗∗ １．１１３∗∗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６７７ ０．２９５ －０．８５０∗ －１．０５１∗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９４０∗ ０．２０９ ０．３３６ －１．２５３∗∗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ｔａｌ ０．２２２ －０．２５３ ０．９９２ －１．５１８∗∗∗

纯牧区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０．６５６ －０．０２３ ０．８３５∗ －０．１６５

农区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０．４０５ １．１２１∗∗∗ ０．６０８ ０．４７２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９９．３５６ ５００．３６３ ５９７．０２５ ５３６．９１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检验值 ４４．４６９∗∗∗ ３９．３６９∗∗∗ ３１．２２５∗∗∗ ３４．８８６∗∗∗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２

预测准确率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７６．５％ ７５．３％ ６２．９％ ７０．１％
　 　 ∗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４　 讨论

４．１　 区域特色与适应需求

由于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与农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农户生计特征不同，农户适应气候变化

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相对于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对就业信息的需求更强烈，纯牧区农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

更强烈。 究其原因，在于农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加之人均耕地面积小，家庭剩

余劳动力多，自然资本产出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故外出打工比例较高，因此，该区农户对就业信息的需求

较高。 调查中也发现，６７．１５％的农区农户无法获取充足的就业信息，多数农户仅依靠亲友介绍获取外出务工

信息，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相关就业信息，以便拓宽其就业渠道。 这与陈宗胜［３３］ 和辛岭［３４］ 等的研究结论

较一致，即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户对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对就

业信息的需求量也越大。
由于甘南高原纯牧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仅为 １３ 人 ／ ｋｍ２，其中玛曲县人口密度仅为 ３ 人 ／ ｋｍ２， 致使

基础设施覆盖面小，限制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适应。 该区交通设施尤为落后，道路通行能力差，例如合作

市公路密度仅为 ０． １７ｋｍ ／ ｋｍ２，干线公路年平均好路率仅为 ７９． ７１％，地方主要养护路线平均好路率仅为

５７．２７％，这严重制约了农户与外界的交流，使其难以及时获取气象信息、市场信息以及社会资助，因此，纯牧

区农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较强烈。 调查中也发现，纯牧区 ６３．３７％的农户认为出行不方便，７５．１６％的农户到县

城或集市的频率在 ２ 周及以上。 这也充分说明，需求的满足程度依赖于公共产品的供给［２４］，不同区域农户享

有的公共产品供给量存在差异，因而其适应需求也不相同［２２］。
４．２　 生计方式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纯农户对农业技术和信贷保险的需求较强烈，一兼户对交通设施的需求较强烈，二兼户对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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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需求较强烈。 究其原因，在于甘南高原纯农户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畜牧业与种植业，而种植业与畜牧业

均属于高风险行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显著，因而他们更需要有效的农牧业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由
于担心其未来的健康和养老问题，该类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也较强烈。 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即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农户对农业技术需求和购买保险的意愿越强［２５，３５⁃３６］；一兼户仍以种植业

或畜牧业为主，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较显著，因其从事一定非农活动，与外界交往频繁，需要便捷的交通设施

将其农产品销往市场或从事非农活动，这有利于农户规避气候风险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故对交通设

施的需求较强烈；甘南高原的二兼户主要靠外出务工或在当地从事运输和服务业获取非农收入，这对其规避

气候变化风险极为有利，但有 ７２．８４％的二兼户认为其工作不稳定，需不断寻找新的就业岗位，故对就业信息

的需求较强烈。 事实上，生计非农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农户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它不仅有利于降

低农户生计脆弱性，而且能增强农户响应气候变化的能力［３７⁃３９］

４．３　 生计资本与适应需求

４．３．１　 自然资本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自然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技术、信息及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强烈，这与庄丽娟［２３］、杜鹏［２５］ 和周

小斌［２４］的研究结果较一致。 究其原因，在于所拥有的耕地和草地面积越大的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越

强，越容易遭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越需要技术、市场、保险等服务，以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为有效的

生产技术和气候变化、市场等信息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信贷保险有助于减缓农户遭受的气象灾害

损失、增强农户对气象灾害的恢复力。
４．３．２　 人力资本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信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强烈，这与杜鹏［２５］ 和郭瑜［２６］

的研究结论较一致。 究其原因在于，劳动力数量是该区农户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１６］。 在甘南高原人力资本

越丰富的农户，其家庭劳动力数量也较多，出现剩余劳动力的可能性也较大，因而对就业信息的需求越强烈；
同时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气象信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在增加农牧业生产效益和减少气候变化风险方

面的作用认识更加深刻。 因此，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信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４．３．３　 金融资本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金融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小。 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收入越高，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受灾害的影响程度也越小，因而对减灾基础设施的需求相对较低，这与

杨明月等人［２７］的研究较一致。 此外，农户的金融资本越丰富，农户发生资金短缺的可能性就越低，故其借贷

需求会降低，这与周小斌［２４］和王定祥［２８］的研究结论较一致。
４．３．４　 物质资本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物质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生产技术的需求越强烈，对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小。 究其原因，在于

甘南高原农户的家庭固定资产一般较少，仅限于维持简单的生产与生活，而物质资本较丰富的农户，主要得益

于其家庭牲畜数量较多，这促使农户对牲畜繁育、防疫等技术的需求增强。 此外，由于甘南高原农户固定资产

价值较低，且难以流通，很难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抵押［２９］，因此，农户面临气候变化风险冲击时，对信贷

保险的需求增强。
４．３．５　 社会资本与适应需求

结果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越小。 究其原因，在于依托“政治关系、人际关系、
组织关系、信任、社会规范”等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是农户的重要资源，它可以在借贷关系中提高

借款者的还贷激励［４０］、降低逆向选择［４１］以及违约的可能性［４２］。 因此，在金融交易中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

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户物质性抵押不足的缺陷，是农户平衡现金流、弱化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手

段［４３］。 因此，社会资本较丰富的农户，其资金需求很容易在社会网络中或非正规金融机构中得到满足，从而

降低了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需求［４４］，相反，社会资本较缺乏的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较强烈。

９　 ５ 期 　 　 　 张钦　 等：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以甘南高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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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论

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及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及

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
（２）不同区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差异。 其中，纯牧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生产技

术的需求次之；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对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

强烈，对信息的需求次之。
（３）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差异。 其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最强烈，对生

产技术的需求次之；一兼户和二兼户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强烈，对信息的需求次之。
（４）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对生产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对信

息需求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对信贷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
５．２　 建议

甘南高原作为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具有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性与依附

性、人口发展的乡村性与贫困性等特征［３７］。 近年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的自然和

社会生态系统均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中对农牧业人口的影响最为显著。 然而，因适应气候变化形势的复杂性、
多样性和方法路径的制度依赖性，在适应规划及其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在有限的资源和一定

目标下，适应策略的选择需要考虑多目标之间的平衡。 因此，必须根据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不同生计方式农

户的需求特征和影响因素，制定精准的多元化公共政策。
当前急需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服务。 首先，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加

强对纯农户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的农牧业技术指导和培训，如良种繁育、动物防疫 ／病虫害防治、栽培 ／养
殖、田间或草场的管理与保护等技术的指导与服务；其次，在信息方面，应完善信息发布平台，通过电视、广播、
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最新的气象灾害信息、就业信息及农牧业市场信息，尤其要加强对半农

半牧区灾害预警信息和农区就业信息的发布；第三，在基础设施方面，应积极改善交通、通讯、水利、电力、房屋

等生活和生产设施建设，尤其要加大对纯牧区和农区的交通建设，半农半牧区的信息网络建设等；第四，在信

贷保险方面，一方面加大政府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的力度，鼓励信贷公司和民间金融等非政府机构

或组织对农户进行多元化信贷和保险服务，另一方面可尝试构建包含农户社会资本在内的农户信用等级评价

体系，改变传统信用评级体系中主要依赖于农户现期经济条件及过往信用记录进行评级的状况，这样有助于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进而获取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保险服务。
此外，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对增强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非常重要。 首先，加强人力资本建设，

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和非农就业的能力，进而提升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能力；其次，在农牧业生产设施的采购方面，通过减免、补贴或分期付款等形式对农户进行资金帮助，同时激

励有条件的农牧民提高农牧产品的商品率，提升物质资本的转换能力，增加农户的现金收入；最后，在社会资

本方面，培育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如农业气象服务协会、农业灾害防御协会、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一方面可以

拓宽农户的社会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户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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