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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其适应行动选择的基础，弄清楚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辨明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

形成机制，对制定有效的适应策略至关重要。 本文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 ５３９ 份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路径模型，分析了影

响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结果发现：（１）客观适应能力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２）气候变化信息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还通过客观适应能力间接影

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３）社会话语信任度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适应激励对农牧

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风险感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社会话语信任度及适应激励均通过气候

变化信息及客观适应能力而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 最后，基于影响甘南高原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提出

了提高农牧户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及气候变化适应行为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牧户；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感知；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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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已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气候变化

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影响尤为显著，它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严重影响着农村社团的资源、食
物安全、基本服务等，甚至会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发生转变［１⁃２］。 感知是适应的前提，作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微观主体，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已成为其适应行动选择的基础［３⁃４］，明确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

知的关键因素，辨明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形成机制，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及农户采取有效的适应策

略都非常关键。 当前，国内外学者就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农户的气候

变化感知并不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户的性别、务农年限、记忆、经验、信息获取、
资金及社会网络等［５⁃９］。 但是，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探讨上述因素与感知的单一关系，未能阐明各因素之间是

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感知的。 当前，急需进一步明确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对农户

气候变化感知的作用机理。 为此，本文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牧户调查资料，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辨析

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旨在为探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奠定基础，并为

高寒生态脆弱区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借鉴。

１　 研究区、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

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大部分地区海拔 ３０００ｍ 以上，气候高寒阴湿，年平均气温普遍低于 ３℃，年均

降水量 ４００—７００ｍｍ，境内广泛分布着高寒草甸与山地森林，河流众多，有以黄河、洮河、大夏河、白龙江为代

表的 １２０ 多条干支河流，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 ６５．９×１０８ｍ３，使该区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其蓄

水、补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及生态安全都非常关键。 甘南高原东南部的岷迭

山地区普遍发育森林和天然草地，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东北部为山原区，草场多为草原化草甸、亚高

山草甸，以耐寒性强的农作物为主，一年一熟；西部的碌玛夏高原盆地区草地资源丰富，以亚高山草甸、亚高山

灌丛草甸为主，自古就有“羌中畜牧甲天下”之称。 根据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及农业生产条件，甘南高原

可分为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三个农业生态区（图 １）。 其中，纯牧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６５．６９％，农户

生计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产值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 ８６．６２％，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 ８６．７４％，玛曲县该

比例更是高达 １００％；半农半牧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７８．１９％，农牧业兼营，种植业、畜牧业产值分别占该区

农业总产值的 ５６．７８％、２３．０６％，种植业与畜牧业收入分别占农业总收入的 ５０．５６％、３６．３９％；农区农业人口占

总人口的 ８５．４７％，农户生计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产值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 ５１．１６％，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总收

入的 ６６．５％。
近三十年来，甘南高原年平均气温以 ０．５℃ ／ １０ａ 的速率显著升高，强降水量及发生频次分别以 ４２．４１ｍｍ ／

１０ａ、１．０６ｄ ／ １０ａ 的速率增加［１０］，暴雨（雪）灾、干旱、雹（洪）灾及低温冻害等极端天气频发且时空分布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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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交互胁迫下，草地资源严重退化、水土流失加剧、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损失、水源涵

养能力下降，致使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锐减，严重影响着黄河流域、乃至于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及当地

农牧民的生计生活。

图 １　 研究区及调查点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１．２　 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Ｇｒｏｔｈｍａｎ 和 Ｐａｔｔ［１１］基于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个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ＭＰＰＡＣ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已在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该模型

在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融入了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适应能力感知，将个人的气候变化感知分解为风险

感知（对自己遭受风险破坏程度的感知）与适应感知（对自己免受危害的能力及采取行动的代价的感知），其
中，风险感知包括可能性感知和严重性感知，适应感知包括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适应成本感知，从
而能更好地解释个人的气候变化感知特征。 该模型指出，个人的风险感知会影响其适应感知，同时，个人的风

险经验、客观适应能力和对气候变化风险及适应的社会话语、适应激励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的气候风险感知

与适应感知。 本文基于 ＭＰＰＡＣＣ 分析框架，结合预调查中对村社干部及农牧户的访谈，设计了农牧户的气候

变化感知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农牧户的基本情况，包括户主年龄、文化水平、生产方式、家庭收

支状况等；（２）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包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和可能性感知；（３）农牧户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感知，包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和适应成本感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课题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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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座谈会

等参与式农村评估（ＰＲＡ）工具在甘南高原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与信息。 调查过程中，为了

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聘请了藏族大学生作为语言翻译，每户调查时间约 ２—３ 小时。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

样法选取受访农牧户，共抽取 ３７ 个乡 ５４８ 户（调查点分布见图 １），收回有效问卷 ５３９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８．４％，其中，纯牧区农户 １８６ 户，半农半牧区农户 １６８ 户，农区农户 １８５ 户。 受访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４３．２４
岁，平均家庭规模为 ５．５２ 人 ／户，劳动力数量为 ３．２ 人 ／户，人均年收入为 ５９７６．１５ 元，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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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 ２６．１８％、２７．０６％、２２．５６％、１５．４９％、９．３５％。 虽然调查的农牧

户数量较少，但将其特征与甘南 ２０１３ 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比发现，样本可以反映研究区农牧户的基本情况，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研究假设

上世纪 ９０ 年代、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众多学者进行了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的研究［１２］，且这些研究主要

针对不同地区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方式、对气候变化原因及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感知特征［８，１２⁃１４］，其中，农
户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因素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 已有研究表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特

征是内部及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记忆、经验、知识、信息、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社会舆论

等［１，１５］，同时，Ｇｒｏｔｈｍａｎ 和 Ｐａｔｔ 在个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中，将上述因素归结为农户的客观适

应能力、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对社会话语的信任度以及政府的激励机制，均在农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

应感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１１］。
客观适应能力的组成要素较多，Ｂｒｏｏｋｓ 和 Ａｄｇｅｒ［１６］将客观适应能力定义为一组资源（例如自然、金融、信

息获取、专业知识及社会网络）对适应的有效性，是在追求适应时系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Ｓｍｉｔ 和
Ｐｉｌｉｆｏｓｏｖａ［１７］也提出经济资源、技术选择的有效性、信息获取、管理技巧、基础设施、制度、公平组成了适应能力

的关键决定因素。 客观适应能力决定着个体是否有能力去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时是否采

取适应行动［１８］，在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１１］，例如，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可调用的资源越丰富，农户感知及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就越强［１９］，从而使适应行动更为有效，对适应气候变

化更有信心；农户的社会网络往往促使农户获取较丰富的知识、信息及资金援助［２０］，会加强农户对气候风险

的感知及对自身适应能力的认可，而当个体缺乏客观适应能力（例如时间、货币、信息、持久力、知识、权利、社
会或制度支持）时，会使其形成较低的适应效能感知，从而约束其采取有效的适应行为［１５］。

感知源于信息的刺激，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常受接收信息的渠道、信息传播的时间顺序、方式和范围等的

影响［２１］，心理学也将认知定义为讯息加工或处理的过程［２２］，反映了信息对认知的决定性作用。 Ｐｏｗｅｌｌ 将影

响风险感知的信息分为风险本身的相关信息和采取应对行动的信息［２３］，农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同样包括

了相关的气象信息和适应技术信息。 广泛及时的信息获取可以规避气候风险，增加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可能

性及有效性，当气候变化信息不及时、不准确时，人们会错误估计气候变化风险，从而产生不恰当的风险感知

与适应感知［９，１５］。 同时，体现后果严重性的负面信息会强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当风险事件严重威胁到自身利

益时，人们会恐慌害怕，从而增强危机感［２４］。 此外，信息获取是影响客观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准确及时的气

候信息及有效的技术信息能够促进适应能力的提升［１７，２５］。
社会话语是影响个体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个人感知总是取决于社会⁃自然环境，农户

往往通过社会交流来获取气候变化的风险信息和适应信息，其风险感知及适应能力总受源于媒体、朋友、邻居

及公众机构的信息的影响［１１，２６］。 有关气候风险的社会话语通过风险的社会强化机制对个体的风险感知产生

影响，当风险事件发生后，个体经历以及群体间的直接或间接沟通交流是风险感知得以强化的初始原因，经由

个体的直观感觉（包括个体经历、媒体信息等）、非正式网络等渠道得以扩散传播，传播过程中由社会放大站

（如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咨询机构等）和个体放大站（包括偏好过滤、信息解读、直觉揭思、风险学习等）进一

步加强风险信号［２７］。 另外，农户对社会话语越信任，越愿意相信并执行专家、权威机构及媒体发布的气候变

化信息或适应技术信息，越会增加农户的气候变化信息量，加大所获信息的及时准确性，提升客观适应能力。
激励机制是农户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诱因，影响着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１１］。 成功的适应机制包括

有效的信息获取、防护性基础设施、社会风险管理和减灾保险、灾害风险管理制度，例如，气候变化信息项目、
技术服务、减税、补贴、相关法律支持等，能够刺激农户主动采取适应行动，缓解适应气候变化中面临的金融、
信贷、技术、信息获取、制度及管理等障碍［２５］，从而帮助农户提升适应能力，有效减缓气候风险的冲击。 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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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机理模型（假设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似于政府防范措施的适应激励会削弱农户面临气候风

险的恐惧， 有助于农户及时应对风险并降低风险

感知［２４］。
基于上述研究及实地调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并

构建客观适应能力、气候变化信息、社会话语信任度及

适应激励对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作用的路径模型

（图 ２）。
假设 Ｈ１：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影响其对气候变

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２：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影响其对气

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２１：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通过影响其

客观适应能力继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

感知。
假设 Ｈ３：农牧户的社会话语信任度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３１：农牧户的社会话语信任度通过影响气候变化信息继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３２：农牧户的社会话语信任度通过影响其客观适应能力继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

感知。
假设 Ｈ４：适应激励影响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４１：适应激励通过影响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继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假设 Ｈ４２：适应激励通过影响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继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及适应感知。

１．３．２　 变量选择

本文基于 ＭＰＰＡＣＣ 模型［１１］，用严重性感知及可能性感知表征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用适应功效

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适应成本感知表征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感知。 Ｎｅｌｓｏｎ 等［１９］ 认为农户的适应能力是

其拥有的生计资本的联合期望效果，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的

气候变化感知，例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易感知气候的变化并采取有效的适应行动［９］，耕作面积越

大、家庭资产越多、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对气候变化越敏感［７，２８］，社会网络较广的农户更易获取气候变化信

息及相关的适应技术信息［９］，故本文选取生计资本表征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其中人力资本用家庭整体劳

动能力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征，自然资本用农牧户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及草地面积来表征，物质资

本用固定资产拥有量来表征，金融资本用人均收入来表征，社会资本用农牧户的亲戚数量来表征。 通常，农户

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渠道越多，所获信息越及时、准确，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越高，适应行为更有

效［１５，３１］，故本文选取信息获取渠道、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来表征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 同时，农户

感知并适应气候变化总是依赖于专家、权威机构及媒体话语［２６］，以此提升农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及适应技

术信息的数量及质量，故本文用农牧户对专家、权威机构、媒体发布气候变化信息的信任度来表征农牧户的社

会话语信任度。 此外，政府提供的气象信息服务及气候变化预警服务保证了农户所获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

性，技术推广则为农户获取更为便捷有效的适应技术提供了平台，在农户感知并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均发

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故本文用政府是否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推广服务、气象信息服务、气候变化预警服务

来表征适应激励。
表 １ 为上述变量的测量及赋值，由于测量指标间的区分度较小，模型复杂，拟合效果不理想，故为简化模

型，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将各变量的测量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加总平均，得到各变量的综合指标，然后利

用路径分析来解析上述变量之间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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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解释变量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测量指标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赋值
Ｖａｌｕｅ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客观适应能力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人力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力：非劳动力为 ０；半劳动力为
０．５；全劳动力为 １．０ ３．９９１ １．１７５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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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７４ ０．２１０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种面积（亩） １．３９８ ６．４４８

人均草地面积：人均实际草地面积（亩） １５．００８ ３２．６８９

物质资本
家庭固定资产拥有量：所拥有固定资产项数
占所列选项的比例

０．３４７ ０．１５６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元） ５９７６．１５ ６０１０．８６６

社会资本
亲戚数量：很多为 １，较多为 ０．７５，一般为 ０．
５，较少为 ０．２５，很少为 ０ ０．４５５ ０．２５５

气候变化信息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信息获取渠道

通过哪些渠道获取气象信息：１ 条渠道为 １，
ｎ 条渠道为 ｎ ２．３４０ １．４１０

信息的及时性
是否及时获取气象信息：及时为 １，不及时
为 ０ ０．５９０ ０．４９２

信息的准确性
所获的气象信息是否准确：很准确为 １，比较
准确为 ０．７５，一般为 ０．５，不太准确为 ０．２５，
非常不准确为 ０

０．５５２ ０．１６２

社会话语信任度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对专家话语的信
任度

对专家话语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为 １；比较
信任为 ０． ７５；一般信任为 ０．５；不太信任为 ０．
２５；根本不信任为 ０

０．６９６ ０．１９０

对权威机构话语
的信任度

对权威机构话语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为 １；
比较信任为 ０． ７５；一般信任为 ０．５；不太信任
为 ０．２５；根本不信任为 ０

０．６５０ ０．２０５

对媒体话语的信
任度

对媒体话语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为 １；比较
信任为 ０． ７５；一般信任为 ０．５；不太信任为 ０．
２５；根本不信任为 ０

０．５０６ ０．２１２

适应激励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技术推广服务

政府是否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推广服
务：是为 １，否为 ０ ０．３０２ ０．４６０

气象信息服务
政府是否提供村镇气象信息服务：是为 １，否
为 ０ ０．２８８ ０．４５３

气候变化预警
服务

政府是否提供气候变化预警服务：是为 １，否
为 ０ ０．６５１ ０．４７７

风险感知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严重性感知

气候变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否严重：非常
严重＝ ５；比较严重＝ ４；一般 ＝ ３；不太严重 ＝
２；很不严重＝ １

３．７５５ ０．５６１

可能性感知
未来气候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有多大：非常
大＝ ５；比较大＝ ４；一般 ＝ ３；比较小 ＝ ２；非常
小＝ １

３．３４１ ０．５１２

适应感知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适应功效感知

采取措施能否减弱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肯
定能＝ ５；有可能＝ ４；一般 ＝ ３；不太可能 ＝ ２；
肯定不能＝ １

３．４２９ ０．８８１

自我效能感知
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何：非常强 ＝ ５；
比较强＝ ４；一般＝ ３；比较弱＝ ２；非常弱＝ １ ２．８４８ ０．７５６

适应成本感知
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有多高：非常高 ＝ ５；比
较高＝ ４；一般＝ ３；比较低＝ ２；非常低＝ １ ３．５２５ ０．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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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路径分析

为了辨明影响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的作用路径，本文运用路径分析法，在 ＡＭＯＳ
２０．０ 环境下，通过构建路径图以及计算效应值（包括总体效应、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

作用效果。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自只有一个观察变量的潜在变量间的结构模型，即为路径分析，它用来检验

假设因果模型的准确度和可靠度、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可以容纳多环节的因果结构并利用路径图将

其表示出来。 其基本表达式为［２９］：
η ＝ Ｂη ＋ Γξ ＋ ζ

其中，ξ 为外生变量矩阵；η 为内生变量矩阵；Ｂ 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内生变量矩阵 η 的组成因素之间的

影响；Γ 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外生变量矩阵 ξ 对内生变量矩阵 η 的影响；ζ 为残差矩阵，表示未被解释部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型拟合度检验

在 ＡＭＯＳ ２０．０ 环境下，建立路径模型框架并进行计算，依据模型修正提示对原有路径经行调试并确定最

终模型（图 ３）。 模型的自由度为 １ 时，其卡方值为 ０．５７７，显著性概率值 Ｐ ＝ ０．４４８＞０．０５，且未达到 ０．０５ 的显著

水平，接受虚无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间可以适配。 此外，卡方自由度比值（ＣＭＩＮ ／ ＤＦ）为 ０．５７７＜２；ＲＭＳＥＡ 值

为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 ＧＦＩ 值、ＡＧＦＩ 值、ＮＦＩ 值、ＲＦＩ 值、ＩＦＩ 值、ＴＬＩ 值、ＣＦＩ 值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９９３、０．９９９、０．９８７、
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０，均符合大于 ０．９００ 的标准；ＦＭＩＮ 值为 ０．００１，接近 ０．０００；预设模型的 ＡＩＣ 值、ＢＢＣ 值、ＢＩＣ
值、ＣＡＩＣ 值、ＥＣＶＩ 值均小于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数值，说明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适配良好（表 ２）。

表 ２　 模型适配度检核指标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 ｃｈｅｃｋ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预设模型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ｍｏｄｅｌ

饱和模型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独立模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预设模型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ｍｏｄｅｌ

饱和模型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独立模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ＭＩＮ ／ ＤＦ ０．５７７ ４５．０８５ ＣＦＩ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６ ＦＭＩ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７

ＧＦＩ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１ ＡＩＣ ４０．５７７ ４２．０００ ６８８．２７５

ＡＧＦＩ ０．９９３ ０．５６７ ＢＢＣ ４１．１０４ ４２．５５４ ６８８．４３３

ＮＦＩ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ＢＩＣ １２６．３７１ １３２．０８４ ７１４．０１３

ＲＦＩ ０．９８７ ０．０００ ＣＡＩＣ １４６．３７１ １５３．０８４ ７２０．０１３

ＩＦＩ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ＣＶＩ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８ １．２７９

ＴＬＩ １．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客观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效应

结构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总体效应

分别为 ０．１１６、０．１０７。 其中，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１１６、０．０８２，且均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客观适应能力对农

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Ｈ１成立，相较之下，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客观适应能力还通过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继而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适应

感知，其间接效应为 ０．０２５。
２．２．２　 气候变化信息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信息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总体效应为 ０．４５９、０．４１８。
其中，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４４８、０．３１２，且均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气候变化信息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

感知及适应感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Ｈ２成立，相较之下，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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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机理模型（标准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

∗∗∗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

候变化信息通过各中介变量而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６，其中，气候变化信息通过影响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直接效应为 ０．０９３，且在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继
而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其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０１１、０．００８，假设 Ｈ２１成立。
２．２．３　 社会话语信任度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话语信任度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总体效应为 ０．１３２、０．１４８。
其中，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０６１、０．０７０，且对风险感知的直接效应在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对适应感知的直接效应在

０．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话语信任度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
设 Ｈ３成立，相较之下，对适应感知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话语信任度通过各中介变量而间接影

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０７１、０．０７８，其中，社会话语信任度通过影响气

候变化信息（直接效应为 ０．１４５，且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继而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
其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０６５、０．０４５，假设 Ｈ３１成立；社会话语信任度还通过影响客观适应能力（直接效应为 ０．０３９，
且在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继而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其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假设 Ｈ３２成立。
２．２．４　 适应激励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适应激励不仅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感知，也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影响风

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总体效应分别为－０．０４０、０．５４８。 其中，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２８２、０．３８８，且均在 ０．０１ 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适应激励对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 Ｈ４成立，相较之下，对适应感知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适应激励通过各中介变量而间接影响农

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２４１、０．１６０，其中，适应激励通过影响气候变化信息

（直接效应为 ０．４９５，且在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继而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其影响效应

分别为 ０．２２２、０．１５４，假设 Ｈ４１成立；适应激励还通过影响客观适应能力（直接效应为 ０．１２５，且在 ０．０１ 的水平

上显著），继而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其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０１５、０．０１０，假设 Ｈ４２成立。
２．２．５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之间的关系

检验结果还表明，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影响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影响效应为 ０．２１４，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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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明确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之间的关系，将风险感知分解为

严重性感知与可能性感知，将适应感知分解为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适应成本感知，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法研究农牧户不同感知之间的影响效应（表 ４），发现：农牧户的气候变化严重性感知与可能性感知显

著正相关；农牧户的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适应成本感知两两显著正相关；农牧户的风险感知与适应

功效感知、适应成本感知显著正相关，但与自我效能感知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气候变化对农牧户的生产生活

造成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农牧户越会认为未来气候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同时，农牧户认为所采取的气候变化适

应行动越有效，认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越高，投入成本越多；此外，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越强

烈，则认为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越低，但对适应行动的预期效果越认同，且认为所需成本越高。

表 ３　 变量间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原因变量
Ｃａｕｓ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结果变量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总体效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直接效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间接效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适应激励 气候变化信息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５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客观适应能力 ０．１７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６

风险感知 －０．０４ －０．２８２ ０．２４１

适应感知 ０．５４８ ０．３８８ ０．１６

社会话语信任度 气候变化信息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５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客观适应能力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

风险感知 ０．１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１

适应感知 ０．１４８ ０．０７ ０．０７８

气候变化信息 客观适应能力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风险感知 ０．４５９ ０．４４８ ０．０１１

适应感知 ０．４１８ ０．３１２ ０．１０６

客观适应能力 风险感知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适应感知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５

风险感知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适应感知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４

表 ４　 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相关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气候变化感知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严重性感知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可能性感知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适应功效感知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自我效能感知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适应成本感知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严重性感知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１．０００ ０．３６９∗∗∗ ０．２５４∗∗∗ －０．０７６∗ ０．３０３∗∗∗

可能性感知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３６９∗∗∗ １．０００ ０．３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２６０∗∗∗

适应功效感知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２５４∗∗∗ ０．３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８４∗∗∗ ０．３２５∗∗∗

自我效能感知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９∗

适应成本感知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３０３∗∗∗ ０．２６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７９∗ １．０００

　 　 ∗在 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农牧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客观适应能力、气候变化信息、社会话语信任度及适应激励对甘南高原

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的交互作用，发现：
（１）客观适应能力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越强，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

感知及适应感知越强。 主要原因在于，客观适应能力越强，农户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能力越强，相关的气候变

化信息量越丰富，故在多重风险信息的刺激下，强化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同时，客观适应能力越强，农牧户

９　 １０ 期 　 　 　 雒丽　 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研究———以甘南高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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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用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越丰富，面临资金、技术、知识障碍越小，会越有信心及能力去应对气候变

化［２５］。 Ｓａｈｕ 等［３０］也证实了收入、信贷、措施改良等因素在农户感知及适应气候变化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但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甘南高原自然灾害频发、草地退化日益加剧，牲畜疾病发生率增

大，作物减产，农业基础设施受损，生产成本剧增，致使甘南高原农牧户生计严重受损，故农牧户知觉到自身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普遍较弱，仅有 １６．７％的受访户认为自身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可见，提高甘南高原农牧户

的客观适应能力迫在眉睫。
（２）气候变化信息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气候变化信息获取途径越多，所获信息越及时、准

确，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越强；气候变化信息也通过影响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继而间

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 这主要因为，多重风险信息的刺激会使农牧户对气候变化产

生强烈的危机感，强化其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而准确、及时的气候变化信息可提高农牧户对气候变化认知

的准确度，有助于其选择恰当的适应方式，并及时规避气候风险［１６，２０］，同时，有效的适应技术信息能减缓气候

变化带来的冲击，提升农牧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适应感知。 然而，由于甘南高原农牧户的自身文化素

质普遍较低，信息获取能力较弱，加之所处环境信息传播途径较少，可利用的有效信息资源贫乏，故而拓展信

息渠道，加强所获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在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中十分关键。
（３）社会话语信任度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农牧户对社会话语越信任，则对气候变化的风险

感知及适应感知越强；社会话语信任度也通过影响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及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继
而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主要依赖于

专家、媒体、权威机构等发布的气候信息［２６］，如果农牧户对专家、媒体、权威机构发布的气候变化信息、气候变

化影响信息及适应技术信息等十分信任，有助于其了解更多的气候变化情况［１６］，增强其风险感知，同时，也会

促使其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气候风险，使其适应感知提高。 但若缺乏对专家和权威的尊重与信任、不愿承担因

采取适应行动而引发的相关风险，则会使农牧户面对气候风险更加感到无能为力，削弱其气候变化适应行动

的有效性［１５］。 Ｆｒａｎｋ 等［３１］发现，墨西哥从事咖啡种植的农户十分崇尚信息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来源，他们在谈

及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深刻感受时提到十分信任并感激媒体及专家发布的气候变化相关信息。 访谈中，甘南高

原的绝大部分农牧户也表示非常信任政府或媒体发布的气候变化信息，他们提到这些信息与自己的切身体会

较为一致，自己愿意采取专家或媒体建议的适应技术。
（４）适应激励直接影响农牧户的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激励越多，农牧户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越弱，但适应

感知越强；适应激励也通过影响农牧户获取的气候变化信息及农牧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继而间接影响农牧户

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 积极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及适应激励是促使农牧户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

主要动力［１１］，例如，政府资助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减税、补贴、相关法律等激励行为，以及增强气候信息沟通或

完善保险网络的相关政策，能够激励农户主动了解并适应气候变化，并增强其客观适应能力，减弱气候变化风

险带来的冲击。 Ｃｈｅｉｋｈ［３２］等人也证实，塞内加尔的一些激励政策演变影响着当地农户对气候风险的态度、应
对能力及实践行为。 但访谈中，大多受访户反映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 可见，甘南高原各级

政府急需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激励机制。

４　 建议及展望

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甘南高原农业人口的生计，当前应从农牧户的适应能力、信息获取、社会话语信任度

及政府激励机制着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适应政策以提高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增强适应行为的有

效性。 首先，应加强农村气象基础服务的建设，建立村镇气候变化预警信息服务，加强天气预报工作，完善专

业化的农业气象监测预报技术系统，以便为农牧户提供及时、准确的气候变化信息；其次，应加大科普宣传力

度，多多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及交流活动，引导农牧户积极关注政府、媒体等机构发布的气候变化信息及适应技

术信息，以强化农牧户对社会话语的信任度，从而帮助农牧户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第三，应开展气候变化适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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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技术的推广服务，引进新技术并增加技能培训活动（采取集中培训、个别培训等方式）；还要加快农村合作

组织建设（如农牧户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实现信息、技术、资金等资源的共享；更要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甘

南高原特色产业的发展（如以水电、畜产品加工、旅游、矿产等为主的支柱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牧户

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以提高农牧户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第四，应强化气象防灾减灾服务，大力完善农村基础

设施，引导农牧户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降低气候变化给农牧户带来的损失。
本文仅从气候变化信息、客观适应能力、社会话语信任度及适应激励着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农牧户气候

变化风险感知及适应感知的作用路径，但事实上，个人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因素多而复杂，涉及心理学、社会

学、灾害学等学科领域，包括个体的知识结构、情绪、价值观、文化类型、事件风险度、个体对气候风险的熟悉度

等等［２１，３３⁃３４］，未来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角，基于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

因素，分析各因素在气候变化感知形成中的交互作用机理，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决策的作用机制，以便决

策者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同时，本文在农牧户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过程中，只简单

以亲戚数量表征了农牧户的社会资本，然而，社会资本具有复杂性及多维度性，包括了网络、信任及规范等多

方面的内容，不同视角的评估指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３５］，除亲戚数量外，朋友、邻居、家中有村镇干部担任者

等因素对农户的社会资本都起一定的作用，故在未来研究中，还需系统评估社会资本对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

适应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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