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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是解决农户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 采用参与式的农村评估法（ＰＲＡ），以地

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

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１）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最为

匮乏，且生计资本值存在一定差异。 （２）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

户在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 （３）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

动能力（Ｈ１）、人均耕地面积（Ｎ１）、人均年收入（Ｆ１）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Ｓ２）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指标。 除 Ｎ１ 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影响因素；杭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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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科学命题之一［１］。 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

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其生计策略决定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效率，并对生态环境有着深远影

响［２⁃６］，而农户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又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状况［７］。 因此，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

响，对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减少贫困，缓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阎建忠［８］、赵雪雁［９］ 和王彦星［１０］ 等研究认为农户

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影响着其生计策略的选择，并提出不同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意义不同［１１⁃１２］。 已有

研究结果多侧重于相关性研究，具体的、量化的研究成果较少，未能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进行

甄别，同时对政策导向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关注不足。 此外，在具体研究中一般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以

农为主和以非农为主两类，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１３⁃１５］。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
受禁（休）牧、生态移民等生态政策的影响，杭锦旗农户在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同时，还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以增

加收入，兼业化较为普遍。
鉴于此，本文采用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研究对象，将农户分为纯农

户、农兼户、兼农户和非农户四种类型，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和相关的统计资料，就如何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由纯

农型向农兼型、兼农型转化进行深入地量化分析，旨在甄别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积极引导农户

提高兼业化水平，确保农户在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减轻生态压力、降低生计脆弱性、提高农户对生

态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同时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杭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地跨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东西长 １９７ｋｍ，南北宽

１６１ｋｍ，土地总面积约 １８８．１１×１０４ｈｍ２。 杭锦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半农半牧旗，也是自治

区级贫困旗，农牧业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 ８１．１２％。
杭锦旗地处温带干旱草原、荒漠草原过渡带，气候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雨量 １４４．６—３３６ｍｍ，且

主要集中在 ７—９ 月，而年蒸发量高达 ２６３０ｍｍ。 旗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北部黄河冲积

平原、中北部库布其沙漠、中南部硬梁区和南部毛乌素沙地。 其中，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占全旗总面积

７３％。 区域气候干旱、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１６⁃１９］，被列为国家近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旗县。
为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２００１ 年以来杭锦旗相继实施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日元贷款风

沙治理、禁（休）牧、生态移民、草原生态补助奖励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项目［２０］。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ＰＲＡ）进行农户调查，以获取研究所需数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杭锦旗独贵

塔拉镇进行了农户生计状况的预调查，随后根据预调查的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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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正式调研。 在调研中课题组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杭锦旗选取了 ５ 镇 １ 苏木 １ 管委会的 ３１ 个

行政村（嘎查），以农户为单位进行入户调查。 涉及的调查区域占杭锦旗乡镇总数的 １００％、行政村总数的

４０．７８％，调查点分布见图 １，共调查了 １９８ 户农牧民家庭，收回有效问卷 １９０ 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９５％。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２）生计策

略，包括当前农户所从事的农业和非农生计活动。

图 １　 研究区及调查点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计资本测算

（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ＤＦＩＤ）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参考国内外学者开展的生计资本量化研究成

果［８⁃９，２１⁃２２］，根据杭锦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上述

研究中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设计了适用于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１）。 其中，人力资本指农

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和劳动能力等，采用以年龄和健康状况为主要标志的家庭成员整体劳动能

力（Ｈ１）和成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Ｈ２）来测量；自然资本指农户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杭锦旗农

户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生，采用农户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Ｎ１）和草地面积（Ｎ２）作为自然资本的测量指标；
物质资本指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牲畜是杭锦旗农户物质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采用农户人

均住房价值（Ｐ１）、固定资产价值（Ｐ２）以及牲畜数量（Ｐ３）３ 个指标测量；金融资本指用于购买生产和生活用

品的现金以及可获得的贷款，杭锦旗农户的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现金收入和从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
采用家庭现金收入（Ｆ１）和信贷能力（Ｆ２）两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是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

网络，遇到困难时，亲朋好友提供援助对杭锦旗农户的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农户遇到困难时，亲朋

好友提供援助的可能性（Ｓ１）和提供援助的亲友数（Ｓ２）来测量。
（２）生计资本测算

首先，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调查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研究采用正向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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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其公式为：
ｘ′ｉｊ ＝ （ｘｉｊ － ｘｍｉｎ） ／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１）

式中ｘｉｊ是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个测量指标的量化值；ｘ′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个测量指标标准化后的变量数据。

表 １　 杭锦旗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赋值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 ｉｎ Ｈａｎｇ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人力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 ０．４１１ 非劳动力为 ０，半劳动力为 ０．５，全劳动力为 １．０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Ｈ２） ０．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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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耕地面积（Ｎ１） ０．５７３ 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 人）。 其中，旱地赋值为 ０．６１５，水浇地

赋值为 １
草地面积（Ｎ２） ０．４２７ 人均草地面积（ｈｍ２ ／ 人）

物质资本 住房价值（Ｍ１） ０．２３５ 人均家庭住房价值（元 ／ 人）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固定资产价值（Ｍ２） ０．３５０ 人均家庭固定资产价值（（元 ／ 人）

牲畜数量 （Ｍ３） ０．４１５ 马 ／ 骡为 １．０，牛为 ０．８，猪为 ０．３，羊为 ０．２

金融资本 家庭现金收入（Ｆ１） ０．２３０ 人均年现金收入（元 ａ－１人－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信贷能力（Ｆ２） ０．７７０ 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肯定能为 １． ０，较大为 ０． ７５，一般为
０．５，较小为 ０．２５，肯定不能 ０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提供援助的可能性（Ｓ１） ０．５５８ 遇到困难时，亲朋好友提供给您援助的可能性。 肯定为

１．０，较大为 ０．７５，一般为 ０．５，较小为 ０．２５，肯定不能 ０

提供援助的亲友数（Ｓ２） ０．４４２ １０ 个以上为 １，６—１０ 个为 ０．７５，４—６ 个为 ０．５，１—３ 个为
０．２５，０ 个为 ０

其次，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了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和人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使所给出的指

标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２３］。
计算第 ｊ 项指标下第 ｉ 个待评对象指标值的比重 ｐｉｊ ：

ｐｉｊ ＝ ｘ′ｉｊ ／∑
ｍ

ｉ ＝ １
ｘ′ｉｊ （２）

计算第 ｊ 项评价指标的熵值 ｅｊ ：

ｅｊ ＝ － １ ／ ｌｎｍ∑
ｍ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 ｐｉｊ （３）

计算第 ｊ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ｗ ｊ ：

ｗ ｊ ＝ １ － ｅｊ( ) ／∑
ｎ

ｊ ＝ １
（１ － ｅｊ） （４）

最后，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

ＬＣ ＝ ∑
ｎ

ｊ ＝ １
ｗ ｊ ｘｉｊ′ （５）

式中，ＬＣ 为生计资本指数，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是该区样本户的平均值。
２．２．２　 农户生计类型的划分

借鉴前人有关农户生计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２４⁃２７］，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根据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的比重，对农户生计类型进行划分。 其中，无非农收入的农户为纯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小于

５０％的为农兼型，大于等于 ５０％而小于等于 ９０％的为兼农型，大于 ９０％的为非农型。 通过对问卷数据整理可

知，当前研究区纯农户最多，共 ７９ 户，占 ４１．５８％；农兼型次之，共 ５７ 户，占 ３０．００％；兼农户 ４３ 户，占 ２２．６３％；
非农户 １１ 户，仅占 ５．７９％。
２．２．３　 模型建立

本研究采用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 由于非农户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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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小，无法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模拟，因此，因变量仅为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三类，分别赋值为 １、
２、３，以纯农型生计策略作为参照。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构建多项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具体见公式（６）、（７）：

ｌｎ（ｐｙ２ ／ ｐｙ１） ＝ ｂ２１０ ＋ ｂ２１１ ｘ１ ＋，…，＋ ｂ２１ｍ ｘｉ （６）
ｌｎ（ｐｙ３ ／ ｐｙ１） ＝ ｂ３１０ ＋ ｂ３１１ ｘ１ ＋，…，＋ ｂ３１ｍ ｘｉ （７）

式中，若农户为纯农型，则定义 ｐｙ１ ＝ １；若农户为农兼型，则定义 ｐｙ２ ＝ ２；若农户为兼农型，则定义 ｐｙ３ ＝ ３。 ｘ１，
ｘ２，…，ｘｉ为解释变量，即生计资本或具体生计资本指标。 ｂ２１０，ｂ２１１，…，ｂ２１ｍ和 ｂ３１０，ｂ３１１，…，ｂ３１ｍ为待估计系数，用
来解释对应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化。 若待估计系数大于 ０，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

的条件下，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若待估计系数小于 ０，表示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

而减少。

３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杭锦旗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Ｈａｎｇ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３．１　 生计资本评价

依据生计资本的指标值与权重，测算出杭锦旗被调

查农户的五类生计资本值，并绘制了生计资本现状图

（图 ２）。 与理想的正五边形生计资本图不同，杭锦旗农

户的生计资本受自然环境、资源赋予、区位条件以及生

态保护政策等影响，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且具体

生计资本值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杭锦旗农户的自然资本（０．１０３４）

最低，这主要是由于杭锦旗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土地沙

漠化趋势严重，同时退耕还林、禁（休）牧、生态移民等

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户可利用耕地、草地面积更加有限，
加之干旱的气候环境使得可利用耕地、草地的质量更

低。 物质资本（０．１５９４）较低，其中，牲畜数量（Ｍ３）在物质资本中占的权重最大，但受禁休牧政策影响当地受

访户户均拥有牛 １．６１ 头、羊 ８１．０８ 只，牲畜数量并不多。 此外，社会资本指数为 ０．３５６２，并不高，这说明农户在

改善生计时外界能给予的帮助是有限的。 在需要时，能提供帮助的亲友数在 ４ 个以上的受访户仅占 ２３．１６％；
遇到困难时，亲朋好友肯定和较大可能提供援助的仅占 ４１．０５％。 人力资本指数为 ０．３８８１，人力资本存量较

小，受访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为 ３．３４，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２．４５；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成年劳动力中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高达 ４２．１５％。 金融资本相对较高（０．４８７７），受访户的人均年现金收入为 １９０９３ 元，受访户中肯

定和较大可能申请到贷款的占 ５７．８９％。 研究区是国家近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旗县，在禁（休）牧、生态移

民和草原生态补助奖励等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项目的实施中，给予了农户一定数额的生态补偿和移民补贴，
同时劳动力向非农生计转移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因而金融资本相对较高。
３．２　 生计策略分析

杭锦旗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 ４ 种生计策略，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具体生计活动安

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表 ２）。
纯农户以种植业（８８．６１％）和畜牧业（８６．０８％）为生。 其中，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５１．１１％，畜牧业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４９．８９％。 农兼户以种植业（９１．２３％）和畜牧业（８７．７２％）为主要生计活动，农业收入占家

庭总收入的 ７２．１３％，同时也有家庭成员从事打工（７７．１９％）、工资性工作（１７．５４％）、经商（７．０２％）和搞运输

（１．７５％）等非农生计活动，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２７．８７％。 兼农户兼有农业和非农生计活动，但以非农

生计活动为主，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６７．７２％，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３２．２８％。 非农户则是将己有的数

量较少的耕地或草地转包或出租给了他人，或者老人在家种植一些玉米用于养羊，以满足家里食肉的需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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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主要从事非农生计活动，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 ９７．７２％。

表 ２　 杭锦旗农户的生计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Ｈａｎｇｊ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生计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活动方式ａ ／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不同类型农户
的收入构成 ／ ％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种植 畜牧 打工 工资性工作 经商 搞运输 农业收入 非农业收入

纯农型
Ｐｕ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８８．６１ ８６．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农兼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９１．２３ ８７．７２ ７７．１９ １７．５４ ７．０２ １．７５ ７２．１３ ２７．８７

兼农型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８６．０５ ７２．０９ ６５．１２ ３２．５６ ９．３０ ６．９８ ３２．２８ ６７．７２

非农型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３６．３６ ３６．３６ ８１．８２ １８．１８ ９．０９ ９．０９ ２．２８ ９７．７２

　 　 ａ 为有该项生计活动的农户数与此类型农户总数的比值

３．３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采用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

表 ３，表 ４ 所示。

表 ３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生计资本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生计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农兼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兼农型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４．６７０∗∗∗ １．２７２ １３．４７３ １０６．６７４ ５．７０５∗∗∗ １．３３５ １８．２７１ ３００．２８０

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５４０ ２．０６２ ０．０６９ ０．５８３ －６．９３１∗∗ ３．５３３ ３．８４７ ０．００１

物质资本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１９ １．５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１ －０．４２９ １．９４５ ０．０４９ ０．６５１

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７６ ０．７５６ ０．０１０ １．０７９ －１．６４１∗∗ ０．７８６ ４．３５８ ０．１９４

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８２４∗∗ ０．７６３ ５．７０８ ６．１９４ ０．４１２ ０．８８６ ０．２１６ １．５１０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２．７７８∗∗∗ ０．５６７ ２３．９７３ — －１．４１２∗∗∗ ０．５２１ ７．３５０ —

　 　 参考类型：纯农型；∗、∗∗、∗∗∗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０１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３．３．１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每

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 １０６．６７４、６．１９４ 倍。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

资本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无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其

中，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当
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 ３００．２８０ 倍；而自

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

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 ０．００１、０．１９４ 倍。 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

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无显著影响。
可见，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它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

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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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型转化的影响，这可从人力资本的偏回归系数从农兼型（４．６７０）到兼农型（５．７０５）一直增大看出。
３．３．２　 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农户的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人均耕地面积（Ｎ１）、人均年收入（Ｆ１）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

友数（Ｓ２）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 且除 Ｎ１ 外，以上其他生

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当
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Ｈ１、Ｆ１ 和 Ｓ２ 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

１８．０２２、２４．１８８、４．６９６ 倍；而 Ｎ１ 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 ０．０４０ 倍。

表 ４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生计资本指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生计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农兼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兼农型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Ｂ）

Ｈ１ ２．９０８∗ １．５３０ ３．６１３ １８．０２２ ４．１６０∗∗ １．６７６ ６．１５８ ６４．０４２

Ｈ２ ２．１８０ １．５４４ １．９９２ ８．８４３ ２．５４４ １．７２６ ２．１７２ １２．７３４

Ｎ１ －３．２２８∗ １．７５６ ３．３７７ ０．０４０ －８．２７７∗∗∗ ２．９８７ ７．６７７ ０．０００

Ｎ２ ０．２２７ １．７７９ ０．０１６ １．２５４ －１．４２７ ２．４０６ ０．３５２ ０．２４０

Ｍ１ ０．７８４ １．４８２ ０．２８０ ２．１９１ ２．３６４ １．６１１ ２．１５２ １０．６３１

Ｍ２ －０．９０５ １．３３８ ０．４５７ ０．４０５ －１．７８３ １．７７５ １．００９ ０．１６８

Ｍ３ －１．１４９ １．０９１ １．１０８ ０．３１７ －２．４１５∗ １．３３９ ３．２５２ ０．０８９

Ｆ１ ３．１８６∗ １．７３０ ３．３９３ ２４．１８８ ３．３５５∗ ２．０３７ ２．７１２ ２８．６４７

Ｆ２ ０．２２６ ０．６３５ ０．１２７ １．２５３ －０．９２２ ０．６７５ １．８６２ ０．３９８

Ｓ１ ０．５１２ ０．５７６ ０．７９０ １．６６８ －０．９３８ ０．６８５ １．８７６ ０．３９１

Ｓ２ １．５４７∗∗ ０．７２４ ４．５５８ ４．６９６ １．６７６∗∗ ０．８２１ ４．１６７ ５．３４６

截距 －３．２５３∗∗∗ ０．７６６ １８．０２２ — －２．３２３∗∗∗ ０．７５９ ９．３５６ —

　 　 参考类型：纯农型；∗、∗∗、∗∗∗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０１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农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人均耕地面积（Ｎ１）、牲畜数量（Ｍ３）、人均年收入（Ｆ１）和能够提供援助的

亲友数（Ｓ２）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 其中，Ｈ１、Ｆ１ 和 Ｓ２ 对

农户生计类型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当其他解释变量

不变时，Ｈ１、Ｆ１ 和 Ｓ２ 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扩大 ６４．０４２、２８．６４７、
５．３４６倍。 而 Ｎ１ 和 Ｍ３ 对农户生计类型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纯农型生计策略的

选择，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Ｎ１ 和 Ｍ３ 分别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

小 ０．０００、０．０８９ 倍。
可见，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人均耕地面积（Ｎ１）、人均年收入（Ｆ１）和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数（Ｓ２）是

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 并分别分析这四个指标的偏回归系数方向和绝对值可

以发现：Ｈ１、Ｆ１ 和 Ｓ２ 这三个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农户

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４．１６０、３．３５５、１．６７６）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２．９０８、
３．１８６、１．５４７）。 Ｎ１ 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 Ｎ１ 对农户

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８．２７７）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３．２２８）。

４　 结论与讨论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户生计方式单一的问题，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能有

效缓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轻生态压力［１１，２８⁃３１］。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

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

９６９６　 ２０ 期 　 　 　 郭秀丽　 等：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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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１）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且分布欠均衡。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自然资本最为匮

乏；物质资本仅限于维持基本生活，面临风险时难以转化为其他资本以降低生计脆弱性；社会资本相对封闭，
农户在遇到困难时，亲友能提供帮助的数量和可能性较低；人力资本存量有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

资本相对较高，但农户对生态补偿过度依赖，经济自主性有待提高。 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

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农业活动、非农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
（２）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

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赵雪雁［９］、蒙吉军［１２］和韦惠兰［１５］等的研究结论较一致，
即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户生计转型的机会成本，提升农

户的兼业化水平。 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对农户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地划分，并对比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不

同类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

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 究其原因，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有限，冗余人力

资本开始转向非农产业，如外出务工、经商、搞运输等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相对于农兼户，兼农户以二、
三产业为主，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其从事非农活动的概率远远大于从事农业活动的概率。 调查显示，杭锦旗

农户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小，受访户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２．４５，成年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 ４２．１５％，
农户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有限的人力资本制约了农户对非农活动的选择和投入，因此，需提高人力资本，
以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

（３）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人均耕地面积（Ｎ１）、人均年收入（Ｆ１）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Ｓ２）是影

响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 其中，Ｈ１、 Ｆ１ 、Ｓ２ 指标对农户生计

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

大于由纯农型向农兼型转化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Ｈ１）、人均年收入

（Ｆ１）、能够提供帮助的亲友数（Ｓ２）进一步增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兼业化程度更高的生计策略。 究其原因，
拥有较高收入的农户，才有能力以资金换取从事二、三产业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其他设施；能够提供援助的亲

友数越多，农户的信息和资金来源越广，有利于农户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Ｎ１ 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

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由纯农型向

农兼型转化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以农业生产为主

的生计策略。 这是由于拥有较多的耕地，有利于农户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降低耕作成本、提高耕作收益。
这在苏芳［１１］、道日娜［１４］和徐定德［３２］等关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相对于以上研

究，本文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具体生计资本指标，使得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控更具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５　 建议及展望

基于上述结论，杭锦旗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化受到生计资本的影响，但有限的生计资本不利于农户生计策

略转化，而生计转化又跟生态环境治理密切相关，故特别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农户做出科学合理的

决策。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应通过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重点提高杭锦旗农户的人力资本。 在文化教育方

面，应重点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苏木（乡镇）一级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撤乡并镇过程中儿童

上学不便问题，以减少农户的教育相关费用和人力支出、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受教育水平；在技能培训方

面，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户非农就业技能培训，使农户走得出、留得住，提高农户的非农

就业能力；医疗卫生方面，应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尤其是村一级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农户看

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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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加强农村道路、通讯和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并积极鼓励和引导杭锦旗农户发展基于血缘、地缘和业

缘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以增加农户的现金收入、增强农户集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同时释放劳动力、减轻生态压力，更好地执行

国家的生态建设政策，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３）应深入学习、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规，积极推进杭锦

旗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户收入，同时促进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提高农户的兼业化

水平。
综上，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影响着其生计策略的选择。 生计策略又通过影响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能源利

用等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 因此，未来生态环境治理不仅应注重地表植被恢复，更应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加
强对农户的生计资本配置和生计行为的合理引导，以增强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此外，未来研究中需

进一步将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化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定量分析农户生计转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即科学评价农户生计转化的生态效应，这对于调控农户生计策略、减轻生态压力至关重要，也是未来人地系统

科学研究中需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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