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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上游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

王小兰,余 珂,侯兰功
(西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 绵阳621010)

摘要:为厘清岷江上游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从人力、自然、
物质、金融和社会五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综合加权求和

法、耦合协调模型和Pearson相关系数法对该地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性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不均衡,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相

对较高,社会资本水平最低;各类型农户生计稳定性存在差距,兼农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

性均为最高,纯农型农户自然资源依赖性最高,各类型农户收入依赖性差距不大;岷江上游农户生

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和差异类型属于濒临失调且生计资本滞后型;各类型农户耦合协调

度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贷款机会这一因素对各类型农户均有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岷江

上游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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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andcoordinationanalysisoflivelihood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of
farmersin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China

WANGXiaolan,YUKe,HOULangong
(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Mianyang621010,China)

Abstract:Toclarify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relationshipbetweenlivelihoodcapitalandlive-
lihoodstabilityofdifferenttypesofruralhouseholdsin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Chi-
na.Theindicatorswereselectedfromthefivedimensionsofhuman,natural,material,financial
andsocialtoconstructth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farmers’livelihoodcapital,withthecou-
plingcoordin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livelihood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intheupper
reachesoftheMinRiveranalyzedbytheentropymethod,thecomprehensiveweightedsumma-
tionmethod,the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andthePearsoncorrelationcoefficientmethod.
Theresultsshowthattheleveloflivelihoodcapitalofvarioustypesofruralhouseholdsintheup-
perreachesoftheMinRiverwasunbalanced,withthelevelofhumancapitalandfinancialcapital
beingrelativelyhigh,andthelevelofsocialcapitalbeingthelowest.Therewasacertaingapin
thelivelihoodstabilityofeachtypeofruralhousehold,thelivelihooddiversityandincomediver-
sityofconcurrentagriculturalfarmerswerethehighest,thedependenceofpure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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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onnaturalresourceswasthehighest,andtheincomedependenceofvarioustypesofrural
householdswasnotlarge.Thecouplingcoordinationandcouplingdifferencetypeoflivelihood
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ofruralhouseholdsin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belongs
tothetypeofnearingimbalanceandlagginglivelihoodcapital.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the
influencingfactorsfor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amongdifferenttypesofruralhouseholds,
withthefactorofaccesstocredithavinganimpactonalltypesofruralhouseholds.Thisstudy
can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decision-making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armers’live-
lihoodsin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China.
Keywords:livelihoodcapital;livelihoodstability;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Pearsoncorrela-

tioncoefficient;theupperreachesofMinRiver,China

  新时期探讨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对阻止农户返

贫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4]。“可持续生

计”的概念源于Sen[5]和Chambers等[6]对贫困的创

造性研究,它是指人们长期寻求和改善生活条件的

生计活动过程[7]。20世纪90年代,多个组织对可

持续生计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英国国际发展

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为广

泛,该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完善的指标体系来探究农

户在脆弱性背景下其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状

况等的表现及内在联系,为我国的农户可持续生计

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8]。生计资本是指农户

家庭拥有的资源基础,包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

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构成了资产存量,可以进行资本

的积累和交换[9]。生计稳定性是指当农户遇到自身

扰动和外部冲击时,抵御外界风险与维持自身生计

平衡的能力,也是衡量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发展指标[10]。耦合协调模型反映了两个及多个系

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协调程度。基于可持

续生计分析框架,当农户生计资本越丰富,生计资本

持有量越多,农户用于抵御外部冲击和维持自身发

展的能力就越强,则农户生计稳定性越高;当农户生

计稳定性表现越好,外界冲击对其造成的生计风险

就越小,农户遭受的损失就越少,则农户生计资本累

积的机会越大。因此,在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中,
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稳定性提升的基础,生计稳定

性是农户生计资本累积的表征,二者互相促进,互相

影响。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生计资本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不同地域农户生计

资本的构建与测度[11-13]、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的选择[14-16]、生 计 脆 弱 性 对 农 户 生 计 资 本 的 影

响[17-18]、自然资源对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19-20]以

及政策支持背景下移民和原住民生计资本的对比分

析及其后续发展建议[21-22]、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资

本的影响[23-24]等。在生计稳定性方面,文献[25]进

行了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生计稳定性的评价,文献

[26]分析了半城镇化农民的生计稳定性表现。而对

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围

绕移民与原住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关系

及其对比[27-30]展开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生计资本的研究较为

广泛,但对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关系的研究还不

够全面,多以生计资本占有量、生计稳定性表现及二

者的耦合协调程度为对象进行分析,鲜有文章关注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发展的主

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鉴于此,本文以岷江上

游为例,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指

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研究区域生计资本、生
计稳定性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进行评价研

究,并对不同类型农户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

探究,旨在科学评价岷江上游地区生计发展现状及

可持续生计发展潜力,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为不

同类型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发展提供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岷江上游区域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和青藏高原

东缘地带,地处东经102°32'至104°14'、北纬30°45'
至33°16',流域面积约2.46万km2,与松潘县、黑水

县、茂县、理县和汶川县等五县的行政辖区基本吻合

(见图1)。该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物种丰

富,河流交错,人员分布广泛,主要聚集了藏族、回
族、羌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随着脱贫攻坚政策下

扶贫项目的持续推进,岷江上游地区农户生活条件

有所改善,但该区域仍是相对贫困人口集中的生态

脆弱地区,其中黑水县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
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22》,岷江上游区域农业人口

数量约17.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4.34%,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734元/年,远低于我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883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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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岷江上游的地理位置

Fig.1 Geographicallocationof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2)3995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的选取

本文 结 合 DFID 提 出 的 可 持 续 生 计 分 析 框

架[31-32]以及岷江上游实际情况[33],从人力资本、自
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维度共

选取22个指标,构建岷江上游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

标体系。其中,人力资本选取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

程度等7个评价指标;自然资本选取耕地面积和园

地面积2个评价指标;物质资本选取畜禽数量、住房

现值等5个评价指标;金融资本选取家庭人均年收

入、获得借款的机会等5个评价指标;社会资本选取

提供就业机会的亲友数等3个评价指标。

2.2 数据来源

依据2021年四川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情况,分
别从中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中选取汶川县和黑水县作为

样本县,再从每个样本县中选取经济水平高、中、低的乡

镇作为样本乡镇,然后在样本乡镇中选取经济水平高、低
或高、中、低的行政村作为样本村,再在不同的样本村中

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农户作为样本农户;在预调研的基

础上完善问卷,从而得到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成熟问

卷,并于2022年1月开展正式的入户调研,调研问卷

共发放406份,回收有效问卷395份,有效率高达

97.29%,各样本村分布及问卷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各样本村分布及回收有效问卷数量

Tab.1 Distributionofsamplevillagesandnumberof
validquestionnairesrecovered

样本县 样本乡镇 样本村
样本数

量/份

黑水县

沙石多乡 羊茸村、甲足村 52

扎窝乡 克别村、若多村 49

色尔古镇 色尔古村 38

汶川县

水磨古镇 老人村、衔凤岩村、陈家山村 80

绵虒镇 三官庙村、两河村、高店村 90

雁门乡 芤山村、青坡村、通山村 86

2.3 农户类型划分

参考既有研究中有关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

果[30,3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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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类型

划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其中,纯农

型指非农收入为0的农户;农兼型指非农收入占比介

于0~50%的农户;兼农型指非农收入占比介于50%~
90%(含50%、90%)的农户;非农型指非农收入占比大

于90%的农户。通过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整理可知,研
究区非农型农户所占比重最高,占64.56%,共25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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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农型次之,占15.44%,共61户;农兼型第三,占

14.68%,共58户;纯农型最低,占5.32%,仅21户。

2.4 研究方法

2.4.1 熵值法和综合加权求和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相比层次分析法

(AHP)等主观赋权方法,其减少了人为干扰,拥有

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故本文采用熵值法来计算

生计资本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计算过程见式(1)
和(2),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1)数据标准化: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生计资

本各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其对应的标准化数值Xij。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Ej =- 1
ln395∑

395

i=1

Xij

∑
395

i=1
Xij  ×ln Xij

∑
395

i=1
Xij  




 




 (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Wj:

Wj = 1-Ej

∑
22

j=1

(1-Ej)
(2)

在得到各评价指标权重值的基础上,计算农户

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CP:

CP =∑
395

i=1
XijWj (3)

式中:i为第i户农户;j为第j项生计资本;Xij为标

准化的每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Wj为第j项生计资

本指标权重。
分别对式(3)中的五类生计资本取均值(CP ),

最终求和得到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LCI:

LCI=∑
5

P=1
CP (4)

表2 岷江上游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indexsystemoflivelihoodcapitaloffarmersintheupperreachesoftheMinRiver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含义 权重

人力资本

户主年龄 H1/岁 农户户主的实际年龄 0.0359

户主受教育程度 H2 文盲为0,小学为0.25,初中为0.5,高中为0.75,中专及以上为1 0.0553

劳动力数量 H3/个 年龄在16~64岁,排除上学学生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数量 0.0418

劳动力平均年龄 H4/岁 家庭中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年龄 0.0448

劳动力健康状况 H5

家庭中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健康状况,1为很不好,2为不好,

3为一般,4为好,5为很好
0.0576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H6 各个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 0.0567

劳动力职业技能 H7/个 家庭中拥有某项职业技能的劳动力数量总和 0.0323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N1/(hm2·人-1) 人均耕地面积 0.0402

园地面积 N2/(hm2·人-1) 人均园地面积 0.0461

物质资本

畜禽数量P1 牛(马)为1,羊为0.8,猪为0.5,鸡(兔子、鸭子)为0.2,蜜蜂为0.1 0.0075

住房现值P2/(万元) 家庭所有住房的现值总和 0.0151

生产工具现值P3/(万元) 家庭所有生产工具的现值总和 0.0052

交通工具现值P4/(万元) 家庭所有交通工具的现值总和 0.0071

耐用品现值P5/(万元) 家庭所有耐用品的现值总和 0.0092

金融资本

家庭人均年收入F1/(万元·人-1) 家庭当年人均纯收入 0.0101

获得借款的机会F2 是否向亲戚朋友借款,否为0,是为1 0.2143

获得贷款的机会F3 是否向银行、信用社贷款,否为0,是为1 0.1791

获得高利贷的机会F4 是否有高利贷,否为0,是为1 0.0301

获得捐款的机会F5 是否收到捐款或汇款,否为0,是为1 0.0600

社会资本

提供就业机会的亲友数S1/个 寻找外出务工机会时可求助的亲友数 0.0323

提供经济援助的亲友数S2/个 急需大笔开支时可求助的亲友数 0.0092

公职人员数S3/个 家人或亲戚中公职人员数 0.0101

注:表中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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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生计稳定性测算

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27-29],本文从多样性和依

赖性两个方面来测度农户生计稳定性。生计稳定性

指数包括生计多样性指数、收入多样性指数、收入依

赖性指数和自然资源依赖性指数。

1)多样性指数测算

多样性指数包括生计多样性指数和收入多样性

指数。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表示农户从事的生计活

动种类的丰富程度,分为非农业生计活动和农业生

计活动两类。其中,非农业生计活动包含转移性收

入(退耕还林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党员/村干部补

贴、退休工资、低保/五保补贴、土地补贴等)、家庭自

营业、地租、房租、借款贷款以及工资性收入;农业生

计活动主要包含家畜养殖、耕地农作物种植以及林

地林木种植。具体测算公式为:

Mact=Ii/I (5)
式中:Mact为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Ii为第i户农户

所拥有的生计活动类型个数;I为农户参与的所有

生计活动类型数量。生计多样性指数越高,农户规

避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生计就越稳定。
农户收入多样性表征农户拥有不同类型收入来

源的个数以及各种类型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的

均衡程度。本文选取香农 威纳(Shannon-Wiener)指
数作为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测量方法[37]。当收入多

样性指数增加时,农户收入来源的种类数量逐渐增

多,在面对未知风险时,其承受能力增强;反之,当收

入多样性指数等于0时,表示农户有且只有一种收

入来源。计算公式为:

Minc=-∑
39

n=1
RnlnRn (6)

式中:Minc为农户收入多样性指数;Rn为第n 种收入

来源下农民纯收入与总收入之比。

2)依赖性指数测度

依赖性指数包括收入依赖性指数和自然资源依

赖性指数。收入依赖性指数指农户家庭对特定收入

的依赖程度。当农户依赖性指数较高,某一种收入

由于遭受外部冲击而大幅度削减或丧失时,农户需

要转移其他收入来弥补外部冲击造成的损失,此时

农户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伤害和自我恢复的难度也

相应增加[38]。计算公式如下:

Dinc=∑
39

n=1

En En -1  
E E-1  

(7)

式中:Dinc为收入依赖性指数;En为农户第n 种收入

来源下的家庭收入;E 为农户家庭总收入。
自然资源依赖性指数指农户依靠自然资源形成

产业收入进行发展的程度。本文农户的农业生计活

动收入主要包括畜牧养殖收入、林地果树种植收入、经
济作物和粮食种植收入等。自然资源依赖性和收入依

赖性均负向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稳定性。计算公式为:

Dsou =EN/E (8)
式中:Dsou为自然资源依赖性指数;EN为农户在自然资

源下进行生计活动的收入;E为农户家庭的总收入。
根据式(5)~(8),测算得到生计多样性指数、收

入多样性指数、收入依赖性指数和自然资源依赖性

指数,利用熵值法赋权和综合加权模型求和,得到生

计稳定性总指数LSI。

2.4.3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一种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或者

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指

系统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程

度[39],耦合协调度则表征两个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

此和谐统一的程度,用以揭示系统从不协调向协调发展

的规律[40]。本文以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两个系统间

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水平来表

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程度。计算公式为:

C=
LCILSI

LCI+LSI

2  
2

















1
2

(9)

D = CT = Cβ1LCI+β2LSI  (10)
式中:C为耦合度;LCI为生计资本总指数;LSI为生计

稳定性总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二者的综合协

调指数;β1、β2为比重,本文认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

定性同等重要,因此取β1=β2=0.5。
根据协调水平实际测算结果,并参考相关文

献[41],将D 划分为4个等级,具体划分依据及类型

如表3所示。

2.4.4 Pearson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又称积差相关系数,被广泛

用于衡量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程度[42]。本文运用

Pearson相关系数来测算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

性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计算公式为:

  r=

N∑XiYi-∑Xi∑Yi

N∑X2
i -(∑Xi)

2
- N∑Y2

i -(∑Yi)
2

(11)
式中:r为相关系数,取值范围为[-1,1];Xi为农户

生计资本及生计稳定性的值;Yi为耦合协调值;N
为各类型农户样本数量。r的绝对值越大,说明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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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Yi之间的相关性越强,线性关系越紧密;反之,当

r=0时,说明 Xi和Yi之间无线性关系。本文采用

SPSS26.0统计软件对各因素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

定性的耦合度做Pearson相关分析,以测算不同类

型农户的影响因素。

表3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和耦合差异类型

Tab.3 Couplingcoordinationandcouplingdifferencetypesoflivelihood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区间 划分依据 耦合差异类型

衰退失调型 0<D≤0.3

|LCI-LSI|≤0.1 同步受阻型

LCI-LSI>0.1 生计稳定性滞后型

LSI-LCI>0.1 生计资本滞后型

濒临失调型 0.3<D≤0.5

|LCI-LSI|≤0.1 同步受阻型

LCI-LSI>0.1 生计稳定性滞后型

LSI-LCI>0.1 生计资本滞后型

初级协调型 0.5<D≤0.7

|LCI-LSI|≤0.1 共同发展型

LCI-LSI>0.1 生计稳定性滞后型

LSI-LCI>0.1 生计资本滞后型

优质协调型 0.7<D≤1

|LCI-LSI|≤0.1 共同发展型

LCI-LSI>0.1 生计稳定性滞后型

LSI-LCI>0.1 生计资本滞后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综合加权模型分别计算不同类型农户

的5类生计资本指数以及生计资本总指数,结果如

表4所示。

表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指数

Tab.4 Livelihoodcapitalindexfordifferenttypesoffarmers

农户类型 人力资本指数 自然资本指数 物质资本指数 金融资本指数 社会资本指数 生计资本总指数

纯农型 0.1024 0.0078 0.0173 0.1069 0.0015 0.2359

农兼型 0.1340 0.0180 0.0152 0.1125 0.0036 0.2833

兼农型 0.1381 0.0154 0.0175 0.1731 0.0039 0.3480

非农型 0.1354 0.0074 0.0171 0.1216 0.0030 0.2845

总样本 0.1341 0.0106 0.0173 0.1277 0.0031 0.2928

  从表4可以看出,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资

本水平不均衡,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相对较高,
社会资本水平最低。表现为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的

水平和结构占比远高于其他3类资本,占到总生计

资本的87%~90%,社会资本水平最低,占比仅为

1%左右。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是

因为调研区域劳动力数量较多且劳动力健康状况良

好,但整体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不

高;金融资本水平与各样本乡镇收入水平及不同类

型农户的生计水平息息相关;社会资本水平整体偏

低,主要是因为农户外出打工较多,与亲戚的联系较

少,社会关系简单;自然资本水平主要依托于农地占

地面积,由于岷江上游地貌崎岖,山区农地破碎,农
地分布不均,加之部分耕地林地水土流失严重,种植

效率低下,所以自然资本水平较低;随着脱贫政策的

实施,农户的生活方式逐渐有所转变,生活条件逐渐

改善,住房质量、住房现值、交通工具以及生产工具

的现值及数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随着家禽

数量和种类的增加,物质资本水平显著提升。

3.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稳定性及其对比分析

依据不同类型农户的多样性指数、依赖性指数,
采用熵值法和综合加权模型计算得到生计稳定性总

指数,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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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稳定性指数

Tab.5 Livelihoodstabilityindexfordifferenttypesoffarmers

农户类型 生计多样性指数 收入多样性指数 收入依赖性指数 自然资源依赖性指数 生计稳定性总指数

纯农型 0.0840 0.2310 0.6157 1.0000 0.2335

农兼型 0.1456 0.3316 0.5884 0.7529 0.2847

兼农型 0.1562 0.8840 0.5087 0.3304 0.4234

非农型 0.1194 0.4481 0.7467 0.0332 0.3974

总样本 0.1270 0.5455 0.6798 0.2119 0.3929

  由表5可知,岷江上游地区农户生计稳定性差

距不大,兼农型农户生计稳定性最高,纯农型农户生

计稳定性最低,同时,各类型农户的收入依赖性均较

高,不利于生计稳定性的提升。兼农型与农兼型农

户的多样性丰富程度高于非农型和纯农型农户,其
中,兼农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丰富程度和收入多样

性丰富程度均为最高,而纯农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

丰富程度最低,这使得各类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存

在显著差距。从多样性丰富程度来看,研究区域种

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土地利用多样分化,农业生计

多样性较为丰富。通过调研可以发现,农户生计多

样性与收入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差距较大,究其原因,
主要与各类型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息息相关。岷江

上游的水文环境差异巨大,地形环境复杂,耕地面积

不均,不同区域生态退化差异明显,与纯农型农户相

比,非农型农户缺乏大量的土地资源,因此普遍选择

外出务工或家庭经营等活动来维持生计。
各类型农户的收入依赖性程度、自然资源依赖

性程度的差异显著。其中,非农型农户的收入依赖

性最高,纯农型农户的自然资源依赖性最高,这同样

与各类型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息息相关。通过调研

发现,非农型农户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农户选择利用

外出务工来提高金融资本水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但这种策略也存在明显的不确定因素,如易增添家

庭内部问题从而中断务工,影响农户收入,严重破坏

农户的生计稳定性。纯农型农户受自然资源因素干

扰,其工资性收入的自然依赖度越高,抵御风险的能

力就越弱,若恰逢突发自然灾害,会造成农户生计稳

定性的失衡。岷江上游区域受其独特的构造带影

响,地形陡变,自然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地域的水土

流失严重,缺乏有效利用和合理规划。在后续的发

展中,政府应对不同类型农户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促进农户生计多样性的提高;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

会,提高农户生计的稳定性。

3.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

调及其对比分析

  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式(9)和(10)对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

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按照标准将其划分为不同的

耦合协调类型和耦合差异类型,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

Tab.6 Couplingandcoordinationoflivelihood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ofdifferenttypesoffarmers

农户类型 生计资本总指数 生计稳定性总指数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差异类型

纯农型 0.2359 0.2335 0.999986 0.2347 衰退失调型 同步受阻型

农兼型 0.2833 0.2847 0.999996 0.2840 衰退失调型 同步受阻型

兼农型 0.3480 0.4234 0.995212 0.3838 濒临失调型 同步受阻型

非农型 0.2845 0.3974 0.986203 0.3362 濒临失调型 生计资本滞后型

总样本 0.2928 0.3929 0.989301 0.3392 濒临失调型 生计资本滞后型

  由表6可知,整体上岷江上游农户生计资本与

生计稳定性耦合度很高,且各类型农户的耦合度都

趋近于1,这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协同发

展对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影响显著。岷江上游农户整

体的耦合协调度为0.3392,属于濒临失调且生计资

本滞后型。各类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依次为0.3838

(兼农型)、0.3362(非农型)、0.2840(农兼型)、

0.2347(纯农型)。其中,纯农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和

差异类型为衰退失调且同步受阻型,农兼型农户为

衰退失调且同步受阻型,兼农型农户为濒临失调且

同步受阻型,非农型农户为濒临失调且生计资本滞

后型。这表明,当各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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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生计策略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将有利于农户

生计的改善;同时,生计稳定性的提升速度大于生计

资本的累积速度,但整体差异不大;此外,生计资本

中各类资本的不均衡累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

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增加各类生计资本的累积

量将在后续农户生计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3.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耦合协

调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比分析

  在得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

的基础上,根据式(11),在SPSS26.0软件中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得到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

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如表7所示。

表7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Tab.7 Influencingfactors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oflivelihoodcapitalandlivelihoodstabilityofdifferenttypesoffarmers

影响因素 纯农型 农兼型 兼农型 非农型 影响因素 纯农型 农兼型 兼农型 非农型

户主年龄 -0.462* -0.017 0.003 0.142* 耐用品现值 0.288 0.106 0.223 0.02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624**-0.022 0.054 0.046 家庭人均年收入 -0.283 0.097 -0.069 0.033

劳动力数量 0.361 0.281*0.184 0.117 获得借款的机会 0.387 0.463** 0.702** 0.077

劳动力平均年龄 0.364 0.319*0.348** 0.113 获得贷款的机会 0.480* 0.675** 0.546** 0.131*

劳动力健康状况 0.374 0.334*0.385**-0.008 获得高利贷的机会 — — 0.205 0.10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353 0.282*0.241 -0.021 获得捐款的机会 0.166 — -0.082 -0.008

劳动力职业技能 0.166 0.158 0.093 0.092 提供就业机会的亲友数 0.318 0.056 -0.049 0.086

耕地面积 0.022 0.067-0.077 0.235** 提供经济援助的亲友数 0.229 -0.031 -0.040 0.087

园地面积 -0.007 0.127 0.093 0.177** 公职人员数 -0.053 0.090 0.040 0.110

畜禽数量 0.327 0.228-0.025 0.063 生计多样性指数 0.259 0.355** 0.509** 0.706**

住房现值 0.134 0.131 0.146 0.074 收入多样性指数 0.369 0.403** 0.340** 0.833**

生产工具现值 0.259 -0.120 0.199 0.081 收入依赖性指数 -0.295 -0.459** -0.375**-0.768**

交通工具现值 0.047 -0.130 0.190 -0.138* 自然资源依赖性指数 -0.240 -0.247 -0.162 -0.03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由表7可知,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

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对农户产生的影

响存在差异,仅获得贷款机会这一因素对各类型农

户均有影响。纯农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与户主受教

育程度和获得贷款的机会呈正相关关系,与户主年

龄呈负相关关系,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为0.624,对
纯农型农户影响最大。这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

加,纯农型农户生计策略的抉择趋于保守,改变现状

的能力变差,因此应该提高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进而

提高纯农型农户的学习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同时

应增加其获得贷款的机会,以在短时间内提升农户

的资金累积。农兼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与劳动力数

量、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受教

育程度、获得借款的机会、获得贷款的机会、生计多

样性和收入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只与收入依赖性

呈负相关关系,其中获得贷款的机会为0.675,对农

兼型农户影响最大。农兼型农户要注重家庭劳动力

的培养和提升,以增加劳动力的质量,同时要更加重

视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

对单一收入的依赖性。兼农型农户是发展潜力最大的

农户类型,其耦合协调度与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健

康状况、获得借款的机会、获得贷款的机会、生计多样

性和收入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只与收入依赖性呈负

相关关系,其中获得借款的机会为0.702,对兼农型农

户影响最大。兼农型农户应注重劳动力的健康状况,
以加快农户生计资本累计速度,同时应增加生计活动

的类型,提升信誉,以获得银行的借贷机会,从而周转

资金进行其他活动。非农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与户主

年龄、获得借款的机会、耕地、园地面积、生计多样性

和收入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交通工具现值和

收入依赖性呈负相关关系,其中收入多样性指数为

0.833,对非农型农户影响最大。这与非农型农户生

计策略的选择息息相关,非农型农户不应该完全摒

弃农业生计类型的选择,而应拓宽收入渠道,丰富收

入的多样性,降低对单一收入的依赖性;交通工具现

值则影响着非农型农户进城务工的便捷程度。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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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社会资本水平

最低,表明农户各生计资本水平的差异化是普遍存

在的。整体上,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总生计资本

的87%~90%,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二者差距不

大,社会资本在总生计资本中占比最低,仅为1%左

右,还需进一步提升。

2)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稳定性差距不大,
其中,兼农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和收入多样性均为最

高,纯农型农户自然资源依赖性最高,各类型农户收

入依赖性均较高,不利于生计稳定性的提升。兼农

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最多,收入来源最丰富,收入

的多样化选择反映了兼农型农户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最大;纯农型农户拥有一定数量的农田,且以农业收

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自然资源依赖性高。

3)岷江上游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

协调发展类型属于濒临失调且生计资本滞后型;各
类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依次为0.3838(兼农型)、

0.3362(非农型)、0.2840(农兼型)、0.2347(纯农

型)。随着生计资本的增加,农户的生计稳定性也稳

步增加,其提升速度比生计资本的累积速度略快,但
二者相差不大。

4)岷江上游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

性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对农户产生的影响存在差

异,仅获得贷款机会这一因素对各类型农户均有影

响。对于各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应重点关

注不同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因地制宜

地提出解决策略。

4.2 建 议

研究发现,岷江上游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不

均衡,社会资本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而生计稳定性也

需进一步巩固加强,在二者耦合协调的过程中,应注

重生计资本的累积和不同类型农户的差异。在后续

发展中:1)政府应加强农户专业技能、技术的培训以

提高农户生存技能,增添现代化农业配套工具,加强

产业融合,以高新科技带动第一产业发展,融合二、
三产业发展,打造岷江上游特色产业链。2)加强农

户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企业提供多方面的就业机

会,拓宽农户生计渠道,使单一收入结构向多元收入

结构转变,减少农户对单一收入和自然资源的依赖

性,使生计资本综合化、增量化,提升农户生计稳定

性。3)岷江上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可与当地少数

民族文化相结合,打造特色文旅,同时多方宣传推

广,实现当地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当地的

农业特色,发展特色农产品,提高土地利用率,在不

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绿色经济,全方位、多种类、

高效率地进行土地管理。4)鼓励人才回归,增加基

层干部人数,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生计资本

和生计稳定性的均衡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影响

重大,村庄人口基数大、多民族聚居、地形复杂等问

题,需要通过村庄基层的人才引进、政府的鼎力支

持、村庄基础环境的改善以及村庄农业技术的提高

等多方面手段来解决。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

本评价指标体系,对岷江上游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

与生计稳定性水平进行了测度,对二者的耦合协调

状况进行了探究,并就岷江上游地区农户生计的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由于本文采用的是

2021年的数据,故只能反映当年生计资本及生计稳

定性的水平,同时,调研的样本县数量不多,代表性

不足。在后续研究中,应对农户进行不同年份的动

态的跟踪调研,对岷江上游地区农户不同时间的生

计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扩大样本县的数量及

样本农户数量,体现岷江上游各县生计资本、生计稳

定性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为农户生计发展和

生计策略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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