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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典型渔区的影响、生计适应及其生态效应
研究
———基于渔户感知的视角

吴小影１，刘冠秋１，齐熙１，潘丹琳１，祁新华１，２，３

１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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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福建省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气候变化已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对渔业资源、渔业生产与渔户生计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而渔户也通

过生计适应影响海洋生态环境。 迄今为止，关于渔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生计适应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成果较少，基于家庭调

查的实证研究更鲜见于报道。 文章选取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典型渔区———福建省霞浦县牙城镇，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ＰＲＡ），基于 １５８ 份渔户家庭的有效数据，构建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揭示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

数与生计资本的内在关联，并进一步探究渔户的生计适应策略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 结果表明：（１）渔户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的感知较为强烈；（２）渔户的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本呈现一定的相关性；（３）渔户主要调整了生计生产方式和多样

化收入经营两方面策略；（４）渔户生计适应策略的调整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渔户

生计安全、防范气候变化风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为当地及其他典型渔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渔户；气候变化；生计资本；适应；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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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公认的事实［１］，并将进一步引发极端天气和气

候事件的扩展［２］，尤其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对

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３］，对资源依赖性强的农林牧渔产业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国内外

学者较早关注了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并在不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 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一般基于大尺度，如较多地关注气候变化对全球及某

些国家海洋环境的影响［４⁃５］；研究内容比较集中，主要是关注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中海洋温度［６］、海平面

上升［７］、海洋酸化［８］以及海洋表面风力［９］的影响等。 在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外学者

更多地关注农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如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气候变化风险给该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

果，特别是农业和粮食安全，农民通过扩展服务、获得信贷、牲畜养殖来实现生计适应［１０］；在尼泊尔山区农村，
人们依赖与气候相关的雨养农业为生，气候变化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更为严重，农民通过种植不同的灌溉作物

和出售牲畜来实现对其的适应［１１］。 国内学者也在该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阎建忠、吴莹莹等通过对青

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的研究，认为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农民的生计适应受生计资本的影响，农牧民通过打

工、经商等方式实现生计的多样化［１２］；谭智心考察了山东省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其适应行为，认为农民

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会直接影响农民采取何种适应措施［１３］；刘华民、王立新等通过对鄂尔多斯地区农牧民

的调查，揭示了降水量的减少和干旱发生的频率直接影响当地农牧民的生计，提出农牧民通过生物措施和生

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１４］。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学者们较多地关注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因子的变化，而对

居住在近海并对海洋生态产生重要生态效应的渔户生计的探讨很少；较多地研究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的影响与

适应，而对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渔户的研究极少，基于家庭调查的实证研究更鲜见于报道。 基于此，本文选取

福建东南沿海典型渔区———福建霞浦县，通过渔户问卷调查，探讨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渔户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与生计适应策略及其产生的生态效应，希望为促进渔户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１　 区域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区域概况

霞浦县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中部，福建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接福安，北邻福鼎、柘荣，西南与宁德、罗源、
连江隔海相望，县境东西宽约 ６０ ｋｍ，南北长约 ７０ ｋｍ，陆地面积 １４８９．６ ｋｍ２，海域面积 ２９５９２．６ ｋｍ２ ［１５］，全县人

口 ５３．１５ 万人［１６］。 霞浦境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海洋气候影响，季风特点明显。 春多雨水，夏多

台风，冬暖夏凉，霜雪少见［１１］。 依据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１９７４—２０１４ ａ 的气温、降水日值数据集分

析得出近 ４０ ａ 来福建霞浦气温明显增加，平均增幅分别为 ０．２１℃ ／ １０ａ（图 １ 所示）；降水也呈现增幅态势，平
均增幅为 １７７．５ｍｍ ／ １０ａ，但波动性较大（图 ２ 所示）。 灾害性天气以台风、暴雨为主，对渔户影响较大的台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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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现 ３ 次［１１］。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ａ 霞浦年均温曲线图

Ｆｉｇ．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Ｘｉａｐｕ

　 ∗数据来源：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由于霞浦不属于国

家标准站，这里用调查区域近邻且气象条件大致相同的福鼎站站

点数据代替

霞浦县海洋资源丰富，是全国拥有县级最大海域

（２．９８ 万 ｋｍ２）、最长海岸线（４８０ ｋｍ）、最广浅海滩涂

（６９８ ｋｍ２）、最多岛屿（１９６ 个）的沿海县。 霞浦县海洋

渔业资源丰富，其中贝类年产量达 ６．５ 万 ｔ，藻类年产量

近 ２０ 万 ｔ，产值 ６５．５ 亿元［１７］。 霞浦县积极利用当地滩

涂资源进行特色开发，其中滩涂养殖、种植业发达，被誉

为“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大黄鱼之

乡” ［１８］。
本次研究网点选取了位于霞浦县东北部的牙城镇，

全镇辖 ２６ 个村（居），１９５ 个自然村，其中沿海 １１ 个村

（居），山区 １５ 个村。 全镇总面积 １０８．９ ｋｍ２，海岸线长

３５ ｋｍ，耕地面积 １６９３ｈｍ２，其中水田 １２５０．２ ｈｍ２，浅海

滩涂 １２５３ ｈｍ２ ［１６］。 牙城镇以出海捕捞和近海养殖为

主，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性大，水产品丰富尤其盛产名优

海产品同时牙城镇受台风、高温热浪等气候极端事件影

响大，是个典型渔区，选取这一研究地点，更有利于为其

他渔区的研究提供借鉴。
１．２　 研究方法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ａ 霞浦年降水量曲线图

Ｆｉｇ．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Ｘｉａｐｕ

１．２．１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ＰＲＡ），先进行问卷预调查，然后完善问

卷。 问卷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气候变化对渔户的影响及

其感知，包括渔户对气候、降水、海平面、气候变暖及原

因、极端气候事件的感知以及气候变化对渔户的影响等

问题，充分了解渔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识；二是渔

户生计资本调查表，包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

资本内容，获取渔户的基本资产状况，作为生计策略调

整的基础；三是渔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生计策略调查表，
便于掌握渔户对气候变化做出的适应情况。 在调查中，
为了弥补问卷数据的不足，对部分案例进行了深度

访谈。
１．２．２　 指数构建与相关分析方法

为分析气候变化对渔户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和了

解渔户的生计资本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试图构建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气

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主要反映气候变化对渔户的生产、生活以及遭受经济损失的程度，指数越高，说明气候变

化对渔户的影响越大、渔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越强烈。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主要是对渔户的各项资本的赋值与

计算，反映渔户的基本生计情况。
（１）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

本文中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是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的与气候变化影响感知［１２，１９⁃２０］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研究区内的实际情况，把气候变化对渔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和是否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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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纳入问卷题目中，采用实地调查和专家咨询、推荐相结合，构建了这一指标。 该指数不仅能反映渔户对气候

变化的感知程度，还能对其影响的结果进行合理评价。 关于这两方面问题，依据调查区域的实际情况和专家

意见对各问题的答案进行了相关定义并赋值（如表 １ 所示），并采用标准分数法对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
算方法见公式（１），得出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Ｃ），计算方法见公式（２）。

Ｚ ＝
ｘｉ － μ
σ

（１）

式中， ｘｉ 为样本变量值， μ 为平均数， σ 为标准差。
Ｃ＝Ｃ１×０．６＋Ｃ２×０．４ （２）

式中，Ｃ１为气候变化对个人和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程度指标，Ｃ２为渔户夏季（近期）是否有因气候变化而遭

受经济损失指标。

表 １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赋值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测度问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ｉｍｐａｃｔ

您觉得气候变化对您个人和家庭生产和生
活有没有影响

影响非常大 ＝ ５，影响比较大 ＝ ４，有一些影响 ＝
３，影响不大＝ ２，丝毫没有影响＝ １，不知道＝ ０

您和您的家人夏季（近期）是否有因气候变
化而遭受经济损失

是＝ ２，否＝ １，不知道＝ ０

（２）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生计资本，是指社区、农户或村民维持生存或求得发展所需各类资本的总称［２１］。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ＦＩＤ）的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生计资本包括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

社会资本五个部分。 依据 Ｓｈａｒｐ［２２⁃２３］等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本研究设计了适用于霞浦县渔户生计资产

的测量指标、赋值及计算方法，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渔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资产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ｔｓ

测量指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赋值及计算方法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人力资本（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１＝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指标 非劳动力（１４ 岁以下，６０ 岁以上）＝ ０，半劳动力（能
简单操作的妇女和老人）＝ ０．５，全劳动力＝ １

Ｌ２＝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指标
文盲或从没受过教育＝ ０，小学 ＝ ０．２５，初高中 ＝ ０．５，
大专及以上＝ １

Ｌ３＝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指标 家庭有慢性病人＝ １，无＝ ０

自然资本（Ｎ） Ｎ１—捕鱼指标 依据捕渔期和捕捞范围赋值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２—养殖指标 计算人均渔业养殖和紫菜养殖面积

物质资本（Ｐ） Ｐ１—房屋资产指标 计算每个家庭的房屋资产价值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２—大型生产工具指标 计算人均渔网张数（渔船数量）

金融资本（Ｆ） Ｆ１—家庭收入指标 计算家庭人均现金收入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２—借贷指标 向亲戚朋友借款或银行贷款＝ １，无＝ ０

社会资本（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１—是否有亲戚担任村级干部、公务员
或在事业单位上班指标

是＝ １，否＝ ０

Ｓ２—是否参加互助组织和获得医保指标 是＝ １，否＝ ０

生计资产总值（Ｗ）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ｓｓｅｔｓ 各项生计资本总和 Ｗ＝Ｌ＋Ｎ＋Ｐ＋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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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和生计资产及各项生计资本的相关分析，试图说明渔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

知及其与生计资本的内在关联，为渔户适应气候变化，调整生计策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供依据。
１．３　 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对霞浦县牙城镇的渔户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调查员

经过专业培训，每个调查员都分配了一位当地向导来进行引导和语言翻译，问卷全部进行面对面填写，每份问

卷调查持续时间超过 ３０ 分钟，部分家庭进行了回访和深度调查。 此次调查共发放和收回问卷 １６８ 份，其中有

效问卷 １５８ 份，有效率 ９４．０％。 问卷内容输入计算机，形成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 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

进行分析。 由于牙城镇当地村落居民实行有规模地向镇上集聚，镇上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 ３８．２４％［１５］，因此

镇上的村民为主要的调查对象，涉及的村落包括前街村、牙城村、西门村、梅花村、洪山村、后街村、邱里村、石
垇村。 受访者的样本属性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受访者的样本属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频率（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频率（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年龄 ＜２６ ３ １．９ 教育水平 小学以下 １１５ ７２．８

Ａｇｅ ２６—３５ １６ １０．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初中 ３６ ２２．８

３６—４５ ４９ ３１．０ 高中 ５ ３．２

４６—５５ ４７ ２９．７ 大专、大学 ２ １．３

家庭人数 ＞５５ ４３ ２７．２ 家庭收入 ＜１０ １２２ ７７．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ｉｚｅ ＜３ ２６ １６．５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０—２０ ２１ １３．３

３—５ ７９ ５０．０ ２０—３０ ８ ５．１

６—８ ４２ ２６．６ ＞３０ ７ ４．４

＞９ １１ ７．０

在牙城镇所调查的 １５８ 户渔户中，９１．１４％的受访者为男性户主。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 ４８．５ 岁，其中 ７２．
８％的渔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家庭人均年收入为 ２．１９ 万元。 家庭平均人口为 ５．１ 人，家庭人均 １４—６０ 岁

的劳动力为 ２．２ 人，样本总体上符合所在区域的基本情况。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渔户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感知较为强烈

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气候要素变化和气象灾害对生计要素的影响［２４］。 数据显示，渔民对气候变

化感知最为明显的是气温变化与高温（热浪），达到了 ８９．９７％；其次是对台风的感知度为 ８１．６５％；感知到的其

他气候变化类型依次是降水变化（６５．２０％），海平面变化（５０．００％），干旱（３２．９１％），洪水（２２．７８％）和寒潮

（２３．４２％）（表 ４）。 当地渔民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９６．８％的受访渔户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和

家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５６．３％的受访渔户认为夏季（近期）因为气候变化而遭受到经济损失。
这表明，渔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其对生产生活与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认识较为强烈，并具有一致性。
２．２　 气候变化影响强度与渔户各类生计资本密切相关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产总值达到显著相关水平，而与自然资本达到极显著相关水平（表 ５），
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牙城镇渔区的渔户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 问卷数据显示，渔业收入占渔民总收入

的 ８２．９％，与这一结论完全符合。 渔户的生计资本越丰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

知越强烈；同时渔户的生计资本越多，尤其是强烈依赖自然资源的资产越多，受到气候极端事件影响所受的经

济损失越大。 大多数渔户以捕捞和养殖为生，这一生产性活动本身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的要求就很高。 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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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走访中了解到，完全靠捕捞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家庭，渔户由于信息滞后或依靠经验预测天气不准确，出
海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往往会受到很大影响，在台风天气尤其如此。 １１ 户养殖紫菜的渔户反映，有些

年份遇上影响较大的极端气候事件，会造成血本无归。 可见，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渔户的生计，渔户的生计风

险及脆弱性很大。

表 ４　 受访者对气候变化类型的感知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气候变化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频率（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气候变化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频率（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气温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４２ ８９．８７ 高温（热浪）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ｅａｔ） １４２ ８９．８７

台风 Ｔｙｐｈｏｏｎ １２９ ８１．６５ 降水变化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１０３ ６５．２０

海平面变化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７９ ５０．００ 干旱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５２ ３２．９１

洪水 Ｆｌｏｏｄ ３６ ２２．７８ 寒潮 Ｃｏｌｄ ｗａｖｅ ３７ ２３．４２

表 ５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产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ｓｓｅｔｓ

相关因子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生计资产总值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ｓｓｅｔｓ

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０．０６５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２∗

显著性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３５１ ０．３５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２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２．３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对渔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感知是采取行动的前提和基础，渔户感知到气候变化对个人和家庭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其生计策略

即随之变动；渔户因气候变化遭受的经济损失越大，就越倾向于调整生计策略、分散资产，从而减少风险（表
６）。 ２９．７５％的渔户调整了捕捞、作物生产方式，３１．６５％的渔户调整池塘、网箱、滩涂、浅海养殖方式，６８．３５％
的渔户调整了出海地点、出海频数，另外分别有 １２．６６％、１４．５６％、１５．８２％的渔户调整了灌溉、化肥和饲料、种
植。 生计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居民采取的一种重要生计策略［２５］，有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２６］。 渔户除了从事

捕捞与养殖外，还外出打工（７９．１２％）和从事家庭手工业（１８．９９％）。 在普通渔户家庭中，家庭主劳动力出海

捕鱼或养殖，女性主要从事家庭手工业，如织渔网等，以增加家庭收入。 渔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对渔户的

生计策略调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分散生计资产有利于渔户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也更有利于渔户主动

地适应气候变化，降低风险。
２．４　 渔户生计调整的生态环境效应

海洋生态环境是敏感、脆弱的，并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２７］。 渔户生计策略调整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长

期适应的结果，同时每一种生计策略的调整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表 ６）。
渔户调整池塘、网箱以及工厂化滩涂、浅海养殖方式，一方面会获得渔业增产、有利于提升渔户生计资产；另一

方面，推广滩涂、浅海养殖方式会导致近海单位面积养殖密度加大，诱发近海生态环境恶化，产生负面生态环

境影响。 渔户调节出海地点、出海方式等，一方面渔户会精准定位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增加渔业产量，但会

造成对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使海洋生态资源和生态链遭受破坏。 渔户调整捕捞、砍伐、生长周期、灌溉

周期、改变种植、养殖方式，顺应海洋生态环境，控制合理变量，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 然而过度使用的化

肥、饲料，通过雨水冲刷进入河道，注入海洋，最终影响海水环境，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渔户通过养

殖鸡鸭牛羊、种植其他农作物、开店、手工劳作、打工等方式，有利于渔户多样化生计经营，从而减少对海洋资

源的过度依赖与获取，对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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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受访者的生计策略调整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生计策略调整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频率（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生态环境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调整池塘 ＼网箱 ＼工厂化 ＼滩涂 ＼浅海养殖方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ｃａｇｅｓ ＼ ｆａｃｔｏｒｙ ＼ ｂｅａｃｈ ＼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ｙ ５０ ３１．６５ ＿

调节出海地点、出海方式等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ａ １０８ ６８．３５ ＿

调整捕捞、砍伐、生长周期与方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４７ ２９．７５ ＋

改变种植、养殖方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ｎ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５ １５．８２ ＋

调节灌溉周期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 １２．６６ ＋

调节化肥、饲料使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ｕｓａｇｅ ２３ １４．５６ ＿

养殖鸡鸭牛羊等 Ｂｒｅｅ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ｈｅｅｐ， ｅｔｃ． ８ ５．０６ ＋

开店收入（如小吃店、便利店、快乐农庄、森林人家等）
Ｓｈｏｐ ｉｎｃｏｍｅ （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ｎａｃｋ ｂａ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ｓｔｏｒｅｓ， ｈａｐｐｙ ｆａｒ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ｔｃ．）

９ ５．７０ ＋

种植其他农作物（果树、蔬菜、中药等）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ｏｐｓ （ ｆｒｕｉｔ，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ｔｃ．） １５ ９．５０ ＋

家庭手工业收入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ｃｏｔｔ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９ １８．９９ ＋

打工（本地、外地）Ｗｏｒｋ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１２５ ７９．１２ ＋

　 　 “＋”为生计策略调整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为负面影响

３　 结论、讨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结论与讨论

（１）渔户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感知较为强烈。 首先，渔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最为敏感的是气温变化、
高温（热浪）和台风，其它依次是降水变化、海平面变化、干旱、洪水、寒潮。 其次，绝大多数（９６．８％）的受访渔

户认为气候变化对个人和家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超过一半（５６．３％）的受访渔户认为夏季（近
期）因气候变化而遭受到经济损失。 渔户对气候变化极其影响的高强度感知反映了渔户在生产生活中对气

候变化的高度关注，也从侧面凸显了所研究区域渔户的生计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２）受访渔户的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产的相关关系达到显著水平。 五项生计资本中，仅有自

然资本与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达到极显著相关水平，其他四项未达到显著水平。 自然资本是渔户生计资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户的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自然资产的极显著相关水平，某种程度上表明渔户对自然

资源的强烈依赖，但也可能加大渔户家庭的生计风险，这也是渔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强烈的原因之一。
海洋是受气候变化影响高度敏感的区域，渔户依靠海洋为生，需要高度关注气候变化极其影响。 但以捕捞为

生的受访家庭，受捕捞时间和捕捞区域以及天气变化的限制，家庭收入具有不稳定性；而以滩涂养殖和海水养

殖的渔户家庭，又容易受到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据受访者反映高温热浪是经历最频繁的气候灾害，台
风是最具破坏力的气候灾害。 在应对这些气候灾害时，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渔户生计，但渔户

仍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让他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降低风险。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

为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就会越高，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就越敏感，
两者都应该与气候变化影响指标存在密切联系。 但这些预期并未在本研究显现，这可能是因为渔户利用教育

水平和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具有不对称性，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３）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高渔户风险防范能力。 家庭社交网络对渔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度有一定的影响。

使用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是渔户获取气候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７２．７８％和 ２８．４８％的受访渔户是通过电视、
网络渠道获知气候变化信息。 渔户亲戚中从事公职人员，往往都具备良好的教育水平，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

７　 １ 期 　 　 　 吴小影　 等：气候变化对典型渔区的影响、生计适应及其生态效应研究———基于渔户感知的视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感知更为明显。
（４）基于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感知，渔户将主动调整其生计策略，这一行为不仅对渔户生计资产产生

深刻影响，也将显著提高其适应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研究区域渔户生计策略的调整，主要包括对捕捞、养殖的

周期、方式进行调整和多样化经营收入两方面。 渔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将成为渔户采取合理适应策略、
降低气候变化影响、保护生计的依据。 但如何引导渔户更加科学地了解气候变化，使其更加主动地适应气候

变化，更好地规避风险，保护生计资产，应当引起关注。
（５）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将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传导到渔户的生计调整，而渔户的生计

反过也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 至于其影响的大小、范围、程度则需要更多案

例的检验与更长时间的探索、监测。
３．２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政府部门应当设法增强渔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识，重点关注偏远渔区妇女、老
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关注和摸清乡镇渔户的资本情况，加大渔户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的资金投入与建设，增加

小额低息贷款和保险，提升渔户的资本总值；引进耕种、养殖和捕捞技术，开展技术培训，针对不同渔户进行差

异化扶持，确保渔户精准调整生计策略；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技术，发送和传播气候变化信息，及时

推送气候信息，提高渔户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建立海洋渔业监测系统，对海洋环境进行动态监测，开展海洋

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耦合关联的分析评估和预测，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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