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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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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利用浙江省临安% 开化% 永康% 龙泉等
7

个县"市&的调查数据! 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

略% 生计后果等
.

个方面比较分析了农业收入为主农户'

!

类农户&和非农业收入为主农户"

"

类农户&的生计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 在浙江山区!

4

类农户的生计资本各具优势!

!

类农户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较为丰裕! 最欠缺金融

资本)

"

类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较为丰裕! 最欠缺自然资本( 与
!

类农户相比!

"

类农户劳动时间更少! 收

入更高! 来源更加多样化! 贫困发生程度更低!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 但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也更大( 在应对风

险和压力选择上!

4

类农户做出的选择基本一致! 应对风险主要采取借钱% 动用储蓄等较为传统的方式! 面临的主

要生活压力是改善住房和医疗费用支出( 总体来说!

"

类农户的生计状况要好于
!

类农户( 图
6

表
5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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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发展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山区发展滞后是全球普遍的现象" 农户作为山区最小的生计

单位和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济决策主体" 其生计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良好的生计是帮助山区农户脱

贫# 实现山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浙江省是一个 $七山一水二分田% 的省份" 虽属中国沿海发达地

区" 但区域发展不平衡" 山区发展显得相对滞后" 农户由于缺乏优质的生计资本#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

会保障制度等" 生计状况不容乐观! 同时"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尤其是浙江省经济

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山区" 山区劳动力转移现象日趋普遍" 农民收入和职业发生了较大分

化! 农户分化以后"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生计状况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而
!"

世纪
&%

年代随着可持续生计的提出" 为学者们开展研究提供了借鉴" 部分学者着重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户的生计

资本" 如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农户'

#

(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区农户 '

!

(

#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

资本状况'

'

(等+ 部分学者着重研究了农户的生计策略" 如闫建忠等'

(

(对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多

样化状况进行了分析+ 部分学者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后果等方面研究了农户的生计状况" 如西

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

)

(

# 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

*

(

+ 有学者对不同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了比较

分析" 如史俊宏等'

$

(对内蒙古牧区的迁移户与未迁移户的生计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唐珂等'

+

(对西安周

至县退耕户与非退耕户的生计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对相对较

为发达的浙江山区农户生计状况的研究较为薄弱! 本研究基于浙江省
(

个山区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后果等
'

个方面对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

研究框架

生计是一个家庭在利用自身的能力和资产的情况下" 为了获得维持家庭生产和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

资料而采取的活动'

,

(

! 随着对生计问题研究的深入" 国外学者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即当农户在面

临风险# 应对冲击后" 还能恢复和保障家庭生产发展" 不损坏自然基础" 并为下一代提供生存机会'

&

(

!

该概念不仅强调了生计的持续性" 还强调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 在可持续生计概念基础上" 国外学者

和组织又探索了多个生计分析框架, 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

,"

(

"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

(和美国非政府组织

)

-./0

*提出的以基本需要和权利为基础的生计途径等'

)

(

" 但以英国国际发展署)

1231

*提出的可持续生

计分析框架应用最广泛!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对农户生计" 尤其是农户贫困问题的各种复杂因素进行

梳理分析的一种方法" 旨在分析农户生计状况以减少农户生计脆弱性" 帮助改善生计! 主要包括脆弱性

背景# 生计资本# 结构过程# 生计策略# 生计后果等
)

个部分" 认为农户是在脆弱性背景下谋生的" 农

户所能获得和利用的资产受到社会# 机构和组织环境的制约" 从而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以满足其生计目

标" 不同的生计策略产生不同的生计后果" 而生计后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 同时机构和组织环境的制

约又对农户脆弱性背景产生影响)图
#

*!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本研究主要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及生计后果等
'

个方面来分析浙江山区农

图
#

英国国际发展署!

1231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

245678 , 96:;<4=<>?8 ?4@8?4ABBC D7<E8FB7G

!

贫困减少

福利改进

脆弱性减少

食品安全增加

自然资源利用

更稳定

冲击

趋势

季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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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户的生计状况! 生计资本是家庭或个人所拥有的资产状况" 包括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

资本# 金融资本! 生计策略是农户为改善其生活状况和获得一定效益的生计产出" 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

行配置和利用的过程$

#$

%

" 包括生产活动# 劳动力和时间投资等! 在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下" 生计活动呈

现出多样性" 并相互结合呈现出不同的生计后果$

%!

%

" 合理利用和配置家庭生计资本可以实现良好的生计

后果" 如贫困减少# 福利改进# 食品安全增加等!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

%

" 结合调查实

际" 从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 用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等
!

个方面来表示人力资本" 用农户拥有的林地和耕地

数量及其质量来表示自然资本" 用家庭住房# 自有物质资产和对村内基础设施看法等
!

个指标来表示物

质资本" 用农户参与社会组织数量# 经常走动的亲戚数# 家庭成员是否为村干部来表示社会资本" 用年

现金纯收入# 家庭存款和借贷机会等
!

部分来表示金融资本! 从农户家庭收入来源# 劳动时间安排# 应

对风险的策略等
!

个方面来分析农户的生计策略! 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

个部分" 其中经营性收入包括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和自营工商业收入! 劳动时间

安排从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的配置状况进行分析! 应对风险策略主要分析农户近
' )

遭

遇风险或损失时所采用的风险应对策略! 从贫困结果# 生活满意度及对未来生活前景的看法# 当前面临

的主要压力#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户的生计后果! 贫困结果分析依据的贫困线是浙江

省
*+#*

年最新扶贫标准" 即人均纯收入
" ,++-++

元" 并利用物价水平进行修正" 将人均纯收入不超过

" .!/-++

元的农户纳入贫困户! 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是指农户在当前生活中面临的主要压力" 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主要从能源和化肥农药使用情况
*

个方面进行分析!

*

数据来源与农户类型划分

!"#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在考虑区域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情况下" 在全省
'!

个山区县&市#

区'中选取临安# 开化# 永康# 龙泉等
"

个样本县&市'! 样本乡镇及样本村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

取! 即对样本县&市'所有乡镇按
*+%!

年的人均纯收入进行排序" 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 每组随机

抽取
%

个乡镇" 总共选取
/

个乡镇" 再采用同样方式每个乡镇选取
*

个村" 总共
%,

个村! 样本农户采

取随机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 即在每个村庄中" 采用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

个样本农户" 总共
%0$

户! 剔除存在异常数据的农户" 实际有效样本
%/0

户" 有效问卷率为
0/-"1

! 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家庭人

口基本情况# 劳动力就业情况# 林地和耕地资源状况# 家庭资产状况# 农林业生产状况# 收入及消费状

况# 家庭网络# 生计满意度评价以及生计风险应对策略等!

!"!

农户类型划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将中国农户划分为纯农业户# 农业兼业户# 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等

"

类! 纯农业户指家庭收入中
0'1

以上来自于农业的农户" 农业兼业户指家庭收入中
'+120'1

来自于

农业收入的农户" 非农兼业户指家庭收入中
'12'+1

来自于农业的农户" 非农业户指家庭收入中
'1

以

下来自于农业的农户! 考虑到农户分化最主要的表现" 本研究将农户分为农业收入为主农户&以下简称

!

类农户'和非农业收入为主农户&以下简称
"

类农户'! 其中
!

类农户指家庭收入
'+1

及以上来源于农

业的农户"

"

类农户指家庭收入
'+1

以下来源于农业的农户!

%/0

户有效样本中"

!

类农户
"0

户"

"

类农户
%"+

户!

!

生计资本比较分析

$%&

生计资本指标测算及具体指标确定

!-%-%

生计资本指标测算步骤 生计资本指标测算步骤包括(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指标权重确定和单项

生计资本水平计算! 首先" 在对农户各项生计资本进行指标设定及赋值的基础上" 借鉴李小云等$

%'

%

# 蔡

志海等$

%

%的研究方法" 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农户各项具体指标进行处理"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

!

!

"#

&$

#345

$

#3)6

&$

#345

!

曹淑英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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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表示第
"

个农户第
#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

"#

表示第
"

个农户第
#

项指标实际的变量值"

$

#&'(

表示第
#

项指标中的最大值"

$

#&)*

表示第
#

项指标中的最小值# 其次" 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第
+

步" 计算第
"

个农户第
#

项指标的比重#

%

"#

,!

"#

-

&

" , #

!

!

"#

#

其中!

%

"#

表示第
"

个农户第
#

项指标值的比重"

&

表示样本数量# 第
!

步" 计算信息熵值与信息效用值#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表示第
#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

为常数"

(,#-/*&

"

)

#

为第
#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第
0

步" 计

算指标权重#

*

#

,)

#

-

&

" , #

!

)

#

#

其中!

*

#

即表示第
#

项指标的权重# 最后" 计算单项生计资本水平#

+,

#

&

&

" , #

!

!

"#

*

#

#

其中!

+

表示样本农户的单项生计资本水平#

01+2!

生计资本具体衡量指标及赋值 参考前人相关研究" 并考虑山区实际情况" 确定生计资本相关指

标" 具体指标及赋值如表
+

所示#

!"#

生计资本测算结果比较分析

通过对样本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计算后" 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总体来看" 山区农户物质资本最丰

裕" 其次为人力资本" 其他
0

类资本均较为贫乏#

!

类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上"

!

类农户的自然资本明显优于
"

类农户%表
!

&# 从具体的指标来看%表
0

&"

"

类农户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 自有物质资产及家庭现金纯收入高于
!

类农户" 差异显著%

,＜%2%3

&#

!

类农户在家庭人均林地数

量' 家庭人均耕地数量' 对村内基础设施的看法及参与组织个数方面优于
"

类农户" 差异显著%

,＜

%2+%

&#

!

类农户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成员接受技术培训' 家庭林地质量' 住房' 借贷机会等方

面得分高于
"

类农户" 在耕地质量' 经常走动的亲戚数量' 家庭成员有担任村干部及家庭存款等方面低

于
"

类农户" 但上述指标差异不显著%

,＞%2+

&# 总体来说"

!

类农户生计资本各有优势" 但可以看出
"

类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优于
4

类农户#

5

生计策略比较分析

为了实现更好的生计目标" 农户一般会对自身的生计资产进行配置和组合" 并采取相关措施避免遭

受损失或减少损失" 从而达到较为满意的生计结果" 而生计策略主要反映在家庭收入来源' 劳动力时间

配置' 家庭遭遇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 为此" 本研究从上述
0

个方面对
!

类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

比较分析%表
5

&#

$%&

收入来源比较分析

从收入水平看"

!%+0

年样本户人均纯收入达
+6 5$32$#

元" 略高于浙江省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 #%62%%

元的平均水平" 其中
!

类农户人均纯收入
#! 073200

元"

"

类农户人均纯收入
#$ 8%$205

元"

"

类农户收入水平明显高于
!

类农户# 从收入来源看"

!%#0

年样本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 自

营工商业收入和种植业收入" 其中林业收入仅占
62579

" 说明浙江山区农户对林业的依赖程度较弱# 从

具体构成来看"

!

类农户收入最主要来源于种植业收入" 其次为工资性收入$

"

类农户收入最主要来源

于工资性收入" 其次为自营工商业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山区农户增收问题实质已转变为农户

的非农就业问题#

$%'

劳动时间安排比较分析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劳动时间配置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劳动时间按
7 :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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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及赋值

$%&'( # )*+(, -(%./0( %*+ +(12*2324* 41 35( '26('2544+ 7%823%'

资本类型 具体衡量指标 指标含义及赋值!

人力资本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对
#9:;<

周岁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学

及以上分别赋值
<

!

<=>?

!

<=?<

!

<=;?

!

#=<<

! 并将家庭所有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赋值

求和#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进行赋值! 整劳动力$

#9:9<

周岁健康劳动力%为
#=<<

! 半劳动

力$

#<:#?

周岁青少年!

9#:;<

周岁老人! 能参加部分劳动的人%为
<=?<

! 非劳动力$

@

周岁

及以下孩童!

;<

周岁以上老人! 不能参加劳动的人%为
<

! 并将家庭成员所有的劳动能力

值求和#

自然资本

林地数量 人均林地面积#

林地质量 以好& 中& 差的林地所占的比例表示! 好赋值为
<=;?

! 中为
<=?<

! 差为
<=>?

#

耕地数量 人均耕地面积#

物质资本
家庭住房

根据人均住房面积& 住房类型& 住房年限进行计算#

人均住房面积
!< -

> 以下 !

!<:?< -

>

!

?<:A< -

>

!

A<:#<< -

>

!

#<< -

> 以上分别赋值

<=><

!

<="<

!

<=9<

!

<=A<

!

#=<<

' 住房类型钢筋混凝土& 砖混材料& 砖瓦砖木& 竹草土坯分

别赋值
#=<<

!

<=;?

!

<=?<

!

<=>?

' 住房年限
? %

以下!

?:#< %

!

#<:>< %

!

><:!< %

!

!<:?<

%

!

?< %

以上分别赋值
#=<<

!

<=A<

!

<=9<

!

<="<

!

<=><

!

<

# 住房指标值
B

$住房面积赋值
!

住

房类型赋值%

">#

住房年限赋值"

#

自有物质资产 以农户拥有的物质资产占
>@

种问卷列举的物质资产数量比例表示#

社会资本

参与社会组织数量 以家庭参加组织个数表示# 组织包括合作社& 宗教组织& 文艺表演队& 老年协会等#

经常走动的亲戚数 以家庭经常走动的亲戚数量表示#

金融资本

现金纯收入 农户
><#!

年的家庭纯收入#

家庭存款 截止到
><#!

年底农户存款$包括银行存款! 民间借贷%的金额#

借贷机会

民间借款( 有赋值为
#

! 没有赋值为
<

#

金融机构贷款( 有赋值为
#

! 没有为
<

#

民间借款和金融机构贷款分别赋予
?<C

的权重#

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 以家庭劳动力接受技术培训状况进行赋值! 有为
#=<<

! 没有为
<

#

耕地质量 以好& 中& 差的耕地所占的比例表示! 好赋值为
<=;?

! 中为
<=?<

! 差为
<=>?

#

#

对村内基础设施看法

包括买农资方便程度& 医疗卫生设施条件& 道路交通设施条件& 儿童受教育条件! 每类

指标赋予
<=>?

的权重# )非常好* )比较好* ) 一般* )不太好* )很不好* 分别赋值

#=<<

!

<=;?

!

<=?<

!

<=>?

!

<

+

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 有人担任赋值为
#

! 没有赋值为
<

+

说明(

!

表中赋值参考文献,

>D#?

-'

$

耕地质量
B

好的耕地比例
#<=;?E

中等耕地比例
#<=?E

差的耕地比例
#<=>?

'

"

计算公式参

考文献,

>

-+

+

$#折算! 发现农户农业劳动时间远低于非农劳动时间! 其中农业劳动时间中近
#F!

用于林业生产! 农户

的非农劳动时间主要用于打工和雇工! 表明浙江山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较高+ 从
>

类农户的差异来看!

%

类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明显高于
&

类农户+ 虽然
%

类农户是以农业收入为主! 但非农劳动时间却大大

高于农业劳动时间! 并且其非农劳动时间略高于
&

类农户+ 究其原因! 一方面
%

类农户种植业收入多来

源于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 如山核桃
!"#$" %"&'"$()*+*

! 香菇
,()&+)-* (./.(*

! 贝母
0#+&+11"#+" %+##'/*"

等! 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贡献非常大' 另一方面! 经营这些经济作物所花费的劳动力要素配置较少! 从

而造成
%

类农户非农时间多于农业时间的现象+

>

类农户的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以农户从事的雇工

为例!

&

类农户平均月收入比
%

类农户高
> <<<=<<

元! 因为
%

类农户只有个体工商户类型! 且规模较

小!

&

类农户除个体工商户外! 还有私营企业主! 其规模大于
%

类农户! 而在打工方面!

&

类农户的收

入也高于
%

类农户! 造成
>

类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差异显著+

曹淑英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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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类型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标值

&'()* ! +,-*),.//01 2'3,4') ,50*6 /7 0,77*8*54 7'89*81

资本类型 总体
!

类农户
"

类农户
!

检验

人力资本
":!!; ; %:#<< % %:!== =

不显著

自然资本
%:#>> ! ":!!? $ ":@;? ; ":""""AAA

物质资本
%:;>= # %:;>$ > %:;># ?

不显著

社会资本
%:#?> = %:#$; % %:#?% %

不显著

金融资本
%:#?B ; %:#=$ > %:#>? B

不显著

说明!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AAA

表示
#C

显著性水平#

"#$

应对风险策略比较分析

总体来看$ 近
? '

农户遭受风险或损失时$

!

类农户最主要的应对策略均首选动用储蓄和借钱等传

统的应对风险方式$ 较少采取相对积极主动的其他规避风险的方式%外出打工等&' 约
>:!@C

的农户认为

面对风险时没有办法解决(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不仅缺乏防范风险的意识( 还缺乏风险处理的积极心

态和手段' 从
!

类农户的差异来看(

!@:<?C

的
!

类农户选择减少消费来应对风险( 该比例是
"

类农户的

@:$?

倍( 这主要与
!

类农户收入及融资水平较低( 消费水平受收入影响较大有关(

!

类农户有意愿寻求

政府帮助的比例也偏低'

?

生计后果比较分析

%#&

贫困结果

贫困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当前的农户生计状况' 结果显示%表
?

&! 被调查农户总体贫困率为
!:>?C

(

绝大部分农户生活能得到保障'

!

类农户的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

类农户的贫困发生率为
B:@>C

(

明显高于
"

类农户%

%:$@C

&'

%#!

生活满意度及对生活前景的看法

生活满意度及对生活前景的看法是指农户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度和对未来家庭生活前景看法的一

种主观判断' 总体来看( 绝大多数农户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并且对将来的生活比较乐观' 但仍有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 @ %:@;B = %:==$ ; %:!;% ? %:=?< $ %:@>! @ %:%@; ?AA

整体劳动能力
%:;$$ % %:@!$ B %:;B@ < %:!=; = %:;$? = %:$%> ;

不显著

自然资本
D

林地数量
%:%;< ! %:==; @ %:%>< ! %:=@> ! %:%;! ! %:!$B > %:%<@ ?A

林地质量
%:;>% B %:@=< % %:;$@ @ %:!!= % %:;?$ ! %:@$> %

不显著

耕地数量
%:!;= = %:@;? ; %:=B? ? %:!!= < %:@<= ? %:@$< < %:%%% %AAA

物质资本
E

住房
%:;>! ? %:;BB = %:;<! B %:=?B @ %:;?@ B %:;@; !

不显著

自有物质资产
%:=>! $ %:=<@ > %:!$$ ; %:==! ? %:=<! $ %:==; < %:%%% >AAA

社会资本
F

参与组织个数
%:%=< $ %:?BB ; %:%>> = %:;!! ; %:%=% = %:?;; $ %:%?# !A

经常走动的亲戚户数
%:!=B B %:%>= = %:!=# = %:!#= = %:!;# ? %:#!! ?

不显著

金融资本
G

现金纯收入
%:#B? ; %:#>? % %:#!; < %:!>; > %:!%> > %:!!; ? %:%%$ ;AAA

家庭存款
%:%?! B %:?#? # %:%;$ B %:;;= < %:%?; ? %:;=# !

不显著

借贷机会
%:!B% ; %:=#< < %:!B? B %:!<# ? %:!$B > %:=;; =

不显著

是否受过技术培训
%:#<; % %:$!= < %:!%; # %:?!? ! %:#<% ? %:#=# ?

不显著

耕地质量
%:%;> $ %:=B# ? %:%=> = %:!!=> < %:%?% = %:=>? ?

不显著

对村内基础设施的看法
%:?BB = %:#!% # %:>;! < %:=%< ; %:?>< ! %:!?% < %:%## BAA

家庭成员是否为村干部
%:=%# > %:=;B = %:!>? = %:=>; = %:=#; = %:==% B

不显著

人力资本
H

得分 权重 得分 权重 得分 权重
资本类型 具体衡量指标

总体
!

类农户
!

检验
"

类农户

表
$

生计资本指标标准化得分及权重

&'()* = F2/8* '50 I*,J.4 /7 0,77*8*5 7'89*81

)

),-*),.//01 2'3,4')

说明!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A

(

AA

(

AAA

分别表示
#%C

(

?C

(

#C

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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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农户对当前生活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

的农户认为未来生活可能会变差" 从
)

类农户的

差异来看!

!

类农户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非常满意的比例明显低于
"

类农户!

!

类农户认为将来生

活会越来越好的比例也低于
"

类农户" 这一结果与
!

类农户家庭收入低! 应对风险能力差! 对生产生活

不能预估风险而产生担忧有关"

!"#

面临的主要压力

农户最主要压力来源于改善住房和医疗费用! 相对于这
)

项费用支出! 多数农户认为赡养老人并不

是家庭面临的最主要生活压力! 这一结果与当前农村建房的攀比风盛行# 新农合保障范围有限直接相

关" 从
)

类农户的差异来看!

"

类农户认为子女教育费用压力# 改善住房压力的比例略高于
!

类农户!

这是
"

类农户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住房要求较高造成的"

!"$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从农户能源使用和化肥农药使用两方面进行分析" 能源使用方面!

交通汽油费是农户主要的能源消费支出! 其次为薪柴# 电费支出"

)

类农户在能源使用上存在明显差

异!

!

类农户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支出为薪柴!

"

类农户则为交通汽油费! 且除薪柴外!

!

类农户其他能

源消费支出均低于
"

类农户" 调研地区薪柴资源较为丰富! 山区农户薪柴的使用并没有对森林资源造成

破坏! 而农户使用交通工具排放尾气会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因此!

"

类农户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会

明显大于
!

类农户" 化肥农药使用方面!

)

类农户差异不明显! 化肥使用量约为
&&& +,

$

-.

!)

! 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

#)/ +,

$

-.

!)

&

'

#*

(

! 过高的化肥使用量将对生态环境和土壤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危及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

*

主要结论与启示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结合浙江山区实际! 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后果
!

个方面对不同

曹淑英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农户

收入 收入比例
0(

家庭纯收入
0

%元$户!#

&

人均纯收入
0

%元$人!#

&

工资性收

入

财产性收

入

转移性

收入

经营性收

入

种植业收

入
林业收入

畜牧业收

入

自营工商

业收入

总体
&" /&!%!1 #* "1&%1# "/%*! )%&) 1%&$ "$%)1 #)%*' *%"' "%&* )&%&"

!

类农户
!* ))*%"# #) !'&%!! )#%'' )%#/ &%*! 1/%"/ !'%&& #)%$/ #1%/! #%$)

"

类农户
*/ )$)%'# #1 $/1%!" ""%&1 )%*# 1%$$ ""%') 1%)" &%#" #%$! !/%&#

!

检验
/%//1 "233 /%/#' 133 /%/## #33

不显著 不显著
/%/// #333 /%/// #333 /%/// &333 /%/## $33 /%/// !333

表
$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及其应对策略

45678 " 9:;87:-<<= >?@5?8,A <B =:BB8@8C? 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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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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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性水平"

#

包括打零工%没有特殊技能! 临时性工

作&# 打工并拿固定工资# 农村手艺人%有特殊技能要求的! 如裁缝# 理发师等&# 企业管理者%企业不属于自己的!

如厂长# 会计# 科室负责人等&*

$

包括个体工商户%自主经营小型运输业# 服务业# 饮食业等! 雇工
'

人以下&# 私

营企业主%雇工
'

人以上&*

%

包括民间文艺工作者%如乡村文艺表演队等&# 乡村老师# 乡村医生"

&

包括认为没有

风险# 没办法解决等情况"

农户

农业劳动时间
0

%

=

$

5

!#

& 非农劳动时间
0

%

=

$

5

!#

&

总和 其中林业 总和 打工# 雇工'

教科医卫文工作

者%

村镇干部

总体
*&%'' )#%'' '*#%&' !/"%1! ))"%"& )#1%$! ##"%"1

!

类农户
#!1%'' ""%// '$&%'" !&#%)" ))#%1) )!"%// ''%''

"

类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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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应对风险策略比例

0(

动用储蓄 借钱 减少消费 出售资产 找政府 打工 其他&

总体
!$%!# !/%!" #&%#1 / 1%&$ #%!' *%)#

!

类农户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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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

!

生计资本方面! 山区农户的物质资本最丰裕! 人力资本其次!

其他
&

类资本均较为贫乏! 自然资本差异是
!

类农户最主要的生计资本差异#

"

类农户物质资本和自然

资本较为丰裕! 但欠缺金融资本$

#

类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较为丰裕! 但欠缺自然资本#

$

生计策

略方面! 农户收入来源主要为工资性收入! 劳动时间安排主要用于非农就业! 应对风险的策略主要采取

借钱% 动用储蓄等较为传统的方式#

"

类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均高于
#

类农户! 但其工

资水平明显低于
#

类农户! 收入主要来源也仍是种植业收入#

%

生计后果方面! 山区农户总体贫困程度

较低! 大多数农户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意! 对未来的生活比较乐观!

#

类农户在这
!

方面表现均明显优

于
"

类农户# 改善住房和医疗费用压力是农户目前面临的主要压力# 在化肥农药使用上!

!

类农户使用

量均过高! 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但在能源使用上!

#

类农户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支出为交通汽

油费!

"

类农户为薪柴! 因此
#

类农户对大气质量的不利影响将大于
"

类农户# 但总体来说!

#

类农户

的生计状况要优于
"

类农户#

增加山区农户收入% 改善山区农户生计状况是促进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统筹全省区域协调发

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浙江山区劳动力转移比较普遍的情况下! 传统的体力劳动优势不再明显! 应积极

增加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农民素质和非农就业能力! 同时建议农户因地制宜种植经济效益较高

的作物! 促进增收$ 除此之外! 建议加大对农民的农业知识推广力度和环境保护宣传! 走生态% 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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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面临的主要压力
\]

能源使用
\

(元+户^Z

) 化肥农药使用
\]

赡养

老人

子女婚

嫁

子女

学费

改善

住房

医疗

费用
没压力 薪柴

煤% 煤气%

沼气
电费

交通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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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农药 除草剂

总体
S*$) ZZ*ZZ Z(*&S &&*G) &Z*!! &*$" F)(*S$ SF$*$G GS(*G$ ! !$G*"$ (((*)G Z$*(( ZZ*Z"

"

类农户
)*Z! Z!*!S Z!*!S &"*)Z &S*)F S*"G ZSGS*&G &$"*SS )(F*(F (SS*SF ()$*$( Z)*F( Z!*S(

#

类农户
S*!G Z"*$Z Z)*S& &(*"" &"*"" &*($ $G&*G$ (S!*&( FZZ*"$ ! GGS*G! (("*F( Z)*G" Z"*(G

4

检验 不显著
"*""" Z_`` %*%%) Z``` %*%%$ )```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说明"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计算$

`

!

``

!

```

分别表示
Z%]

!

(]

!

Z]

显著性水平#

农户

贫困比例
\]

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度
\]

对将来的生活前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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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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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说

总体
!*)( F$*&( Z!*$% S)*%& !Z*)F Z)*F& !*)( $(*Z& Z(*&S !*)( )*GG

"

类农户
G*Z) FZ*GS Z%*!% &)*$& !G*($ !%*SZ S*%G )&*!$ !)*(& !*%S G*Z)

#

类农户
%*$Z FF*!F Z&*($ SF*!F ZF*!F Z(*$Z !*ZS $F*!F ZZ*S& !*G) )*S&

4

检验 不显著
%*%!Z Z`` %*%FS (`

Z)G



第
!"

卷第
#

期

#$%&

!

"

" 闫建忠# 吴莹莹# 张镱锂# 等
!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

'

"

!

地理学报#

$()*

#

!"

$

$

%&

$$+ "

,!!-

./0 '123456378 9: .137;1378 <=/0> .1?18 !" #$& @1AB?1566C C1ABDE1F1G2H163 6F IB2E23HE 23C 36J2CE 6F B2EHBD3 HD23#

EBGH 13 K1LBH23 M?2HB2N

!

'

"

- %&"# '!()* +,-8 ,((*8 !"

$

,

%

O ,,+ " ,!!-

!

P

" 黎洁# 李亚莉# 邰秀军# 等
!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

"

!

中国农村观察#

,((*

$

P

%&

,* Q !R8 *%-

@S '1B8 @S .2?18 K/S T1NUN38 !" #$. V3 H5B DND2? 56NEB56?CE ?1AB?1566C 13 H5B WBEHBD3 I66D 2DB2E 2FHBD H5B E?6II137 ?23C

G63ABDE163 ID67D2J W1H513 H5B ENEH2132L?B ?1AB?1566C 232?;E1E FD2JBW6DX FD6J H5B DND2? 56NEB56?CE ENDAB; 13 H5B

<56N451 Y6N3H;8 Z523[1 MD6A13GB

!

'

"

- /0,-# 12*#$ +2*38 ,))*

$

P

%

O ,* " !R8 *%-

!

%

" 李继刚# 毛阳海
!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状况分析!

'

"

!

西北人口#

,)+,

#

##

$

+

%&

\*

" R"-

@S '172378 ]/V .237521- ZNEH2132L?B ?1AB?1566C 232?;E1E FD2JBW6DX 23C I2EH6D2? 2DB2E K1LBH I6ABDH; I6IN?2H163 ?1A137

G63C1H163 232?;E1E

!

'

"

- 4(*"05!6" 7(82$8 ,)+,8 ##

$

+

%

O \* " R"-

!

\

" 史俊宏# 赵立娟
!

迁移与未迁移牧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基于内蒙古牧区牧户的调研!

'

"

!

农业经济问题#

,)+,

#

##

$

*

%&

+)" " +)*

#

++,-

Z=S 'N356378 <=/V @1UN23- ^JI1DG2? G6JI2D2H1AB 232?;E1E 63 ?1AB?1566C G63C1H163 6F I2EH6D2?1EHE FD6J J17D2H163 23C

363B#J17D2H163O L2EBC 63 13ABEH172H163 C2H2 6F I2EH6D2? 2DB2E 6F S33BD ]6376?12

!

'

"

- 9662 :)*,& ;&(-8 $(+$8 ##

$

*

%

O +("

" +(*

#

++$-

!

R

" 唐轲# 周易# 张志强# 等
!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退耕户与非退耕户生计状况分析!

'

"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

$%

$

"

%&

$"" " $"R-

K/0> _B8 <=V: .18 <=/0> <51`12378 !" #$. Y6JI2D2H1AB 232?;E1E 6F ?1A137 G63C1H163 2J637 DND2? 56NEB56?CE 13

Z@YM 2DB2 L2EBC 63 H5B ENEH2132L?B ?1AB?1566C FD2JBW6DX

!

'

"

- < 4(*"05!6" =(* >-,38 $(+!8 $%

$

"

%

O $"" " $"R-

!

*

"

Y=/]a^bZ b8 YV09/. > b- +26"#,-#?$! 12*#$ @,3!$,0((A6O 7*#&",&#$ /(-&!8"6 B(* "0! $+6" /!-"2*C

!

b

"

- aD175H63O

S3HBD32H1632? 92HBD ]2327BJB3H S3EH1HNHB8 +**+O + " $*-

!

+(

"

^@@SZ c- 12*#$ @,3!$,0((A6 #-A D,3!*6,"C ,- D!3!$(8,-) /(2-"*,!6

!

]

"

- 0BW .6DXO V[F6DC :31ABDE1H; MDBEE8 $(((-

!

++

"

ZYVV0^Z S- +26"#,-#?$! 12*#$ @,3!$,0((A6O : =*#E!5(*F B(* :-#$C6,6

!

b

"

- aD175H63O S3EH1HNHB 6F dBAB?6IJB3H ZHNC#

1BE8 +**R-

!

+$

" 蒙吉军# 艾木入拉# 刘洋# 等
!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 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

!

'

"

!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R-

]^0> '1UN38 /JDN??28 @S: .2378 !" #$G ZHNC; 63 DB?2H163E51I LBHWBB3 ?1AB?1566C G2I1H2? 23C ?1AB?1566C EHD2HB7; 6F

F2DJ137 23C 7D24137 56NEB56?CEO 2 G2EB 6F :[13 a233BD 13 VDC6E

!

'

"

- :&"# +&, 4#" >-,3 7!F,-8 $(+!8 "&

$

$

%

O !$+ "

!$R-

!

+!

"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等
!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

"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

#

'&

$

%

%&

++* " +$P-

Z: c2378 M: T13C6378 T: <5637J138 !" #$G /32?;E1E 2L6NH H5B DB?2H163E51I LBHWBB3 ?1AB?1566C G2I1H2? 23C ?1AB?1566C

EHD2HB71BEO H2XB >23456N 13 <5237;B Y1H; 2E 2 B[2JI?B

!

'

"

- /0,-# 7(82$ 1!6(2* ;-3,*(-8 $((*8 '&

$

%

%

O ++* " +$P-

!

+"

" 许汉石# 乐章
!

生计资本( 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

'

"

!

农业经济问题#

$(+$

$

+(

%&

+(( " +(P-

T: =23E518 .:^ <5237- @1AB?1566C G2I1H2?8 ?1AB?1566C D1EXE8 23C D1EX J2327BJB3H EHD2HB7; 6F H5B IB2E23H 56NEB56?C

!

'

"

- 9662 :)*,& ;&(-8 $(+$

$

+(

%

O +(( " +(P-

!

+P

"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等
!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本土化应用!

'

"

!

中国农村经济#

$((\

$

"

%&

!$ " !*-

@S T126;N38 dV0> e12378 b/V T126?6378 !" #$G /32?;H1G2? JBH56C 23C ?6G2?142H163 2II?1G2H163 13 F2DJBD AN?3BD2L1?1#

H;

!

'

"

- /0,- 12*#$ ;&(-8 $((\

$

"

%

O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

农业部关于印发)到
$($(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

^afV@

"

! $)+P#)!#+R

!

$)+%#)P#+\

"

! 5HHIOffWWW-J62-76A-G3f4W??JfH477fH4f$)+P)!fH$)+P)!+Rg""""\%P-5HJ-

曹淑英等& 农户分化背景下浙江山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