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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稻农的调研数据#运用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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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计量

经济分析方法#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实施的偏向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论表明&农户实施劳动偏向

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比例最高#且超过
I'\

#而实施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比例最低%气候变化感

知)土地转入)户主性别)家庭农业劳动力)接受生产培训等因素对农户实施不同要素偏向型的气候适应性行为产

生显著影响#其中#感知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的农户比未感知到的农户在实施劳动和技术偏向型气候适应性行为

的概率上分别高出
!$A#\

和
#FAF\

#发生土地转入的农户实施劳动和技术偏向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概率要比未

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高出
#"A$\

和
GA'\

$最后提出了降低适应气候的制度成本)拓宽气候信息服务路径等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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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给农业带来的影响严重而深远(

#

)

*如

果不采取及时和适宜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气候变化

不仅会对一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还将引发贫困

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

)

!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自然

也不例外*根据测算!如果不采取任何适应性的发

展策略来应对!受气候变暖所导致的病虫害增多以

及旱涝等因素影响!到
!"H"

年!中国的种植业生产

能力将会因气候变化下降
'\

"

#"\

(

H

)

!因而积极

促进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针对

当前严峻的形势!国家相继出台了政策文件并部署

工作来加强和引导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早在

!""G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制定的4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方案5

(

%

)

!就将农业列入适应气候变化的重

点领域!并提出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

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等指导性意见*而在学术界!

针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产业应对的研究也逐渐兴

起!包括对资源要素和灾害风险的管理(

'&G

)

'气候适

应性行为与策略的特征等(

F&#"

)

*

根据定义!适应气候变化指的是通过调整自

然和人类系统以应对实际发生或预估的气候变化

或影响的过程(

##

)

!在实际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突出

体现在出于风险规避的要素调整行为"例如对于

水的-增.与-排.#*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经营制度下!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也是

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决策单元!在-调整自

然和人类系统.过程中扮演切实行动者的角色*

同时!研究表明!农户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能

够取得显著的效果*冯晓龙等(

#!

)对陕西苹果种植

户的研究分析表明!采用气候适应措施将显著增

加农业产出的同时降低风险*

1̂-1+-Q-,2

等(

#H

)通

过模拟发现!如果所有农户都能采取调整农时和

种植品种等方式来适应气候变化!那么整个澳大

利亚的小麦产量将相对提高
#\

*所以!推进农业

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引导农民采取适宜的适

应性行为*

由于个体特征与禀赋等要素的不同!农户在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方面异质性较为明显(

#%

)

!很多

因素都可能对适应行为的发生产生影响*相关研

究已经发现的因素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认

知(

#'&#I

)

&户主性别和受教育程度(

$

!

#G

)

&农户家庭禀

赋如总收入(

#F&#$

)

'劳动力数量(

!"&!#

)

'耕地总面积(

!!

)

等&社会资本如气象信息获取渠道(

#F

!

!H

)

'加入农业

合作社(

!#

)等*此外!环境因素(

F

)以及土地产权属

性等制度因素(

!%

)也被认为会影响农户适应气候变

化*但是!现有研究未能注意到的一点是!农户异

质性也会使得其气候适应行为呈现了不同的要素

偏向特征*如果对推进气候变化适应实行-一刀

切.的政策!将有可能造成激励不足或者过剩的后

果!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家庭劳动禀

赋较高的农户可能对偏重资本的适应性行为兴趣

不大!进而造成资本型气候适应行为的推广同时

存在政策供给过剩和农户切实需求无法满足的

怪象*

因此!明确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偏向特征!理

解农户采取不同类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驱动因素

和影响机理!有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高农户

与气候适应之间要素匹配的程度!改善农户适应

气候变化的效果与效率!对推动和引导农户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利用

来自湖北省
#"

个代表性地区的
F%G

个水稻种植

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探究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

性行为的偏向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有效引

导农户采取适宜措施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科学合理

的政策建议*

)

!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

本研究区域范围限定于湖北省*湖北省位于

长江中下游!是我国水稻主产省份之一!其气候类

型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因此该地

区的水稻极易受到高温或旱涝的影响*近年来!

气候变化引发的后果给湖北省农业造成了严重后

果*以
!"#I

年为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梅雨

期间湖北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进而引发局部涝

灾!农作物累计受灾面积达到
!%'

万
1Q

!

!其中成

灾面积近
##!

万
1Q

!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

亿

元&当年的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湖北超过
!"""

万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F""

亿元(

!'

)

*湖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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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大省!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因而是研究气

候适应行为的合适区域*本研究最后所选取的研

究区域为在湖北省内随机抽取的
#"

个地区!基本

覆盖了湖北省水稻种植的
H

大主产区!分别是江

汉平原与鄂东单双季稻板块"公安'潜江'赤壁'枝

江'武穴#!鄂中丘陵与鄂北岗地单季稻板块"钟

祥'曾都'枣阳#以及鄂东北粳稻板块"新洲'麻

城#*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源自课题组成员于

!"#I

年
G

"

$

月在上述湖北省
#"

个具有代表性的

县"区'市#进行的农户抽样调查*抽样方法是$首

先在每个样本县"市#随机抽取
!

"

H

个乡镇"街

道#!然后在每个样本乡镇"街道#又随机抽取
!

"

H

个行政村!最后在每个行政村随机选择
!"

户农户

的户主进行访问*其中!考虑到
!"#I

年各地区的

受灾程度的不同!在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随机抽

取的样本乡镇数以及在相应乡镇抽取的样本行政

村数均比受灾较轻地区多
#

个*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了家庭基本信息!

!"#'

年度家庭经营情况!气候

变化感知'认知与适应行为等
H

大部分!调查采用

与农户面对面问答的方法获取信息*本研究一共

对
#!""

个水稻种植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最后!剔

除未回收'农户不认真作答!以及相关变量数据缺

失的样本外!本研究共使用
F%G

份有效农户问卷

的数据*

)*,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建立
W2,-+

;<

+)@26

模型来对农户

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

W2,-+

;<

+)@26

模型可以表示为$

6

"

U

Z

#

`

X

#

!

X

!

!7

X

C

#

Z6

"

(

"

\

(

#

X

#

\

(

!

X

!

\

7

\

(

C

X

C

# "

#

#

式中$

Uc#

代表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Uc"

则表示农户没有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6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X

#

!

X

!

!

AAAX

C

为影响农

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解释变量!

(

"

为常数

项!

(

#

!

(

!

!7

(

C

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

!

变量选取与赋值

+*)

!

气候适应性行为

气候适应性行为是农民在面临气候变化及其带

来的不确定因素的情境下!所采取的能够减低农业

生产风险!进而保障产量与维持生活的应对行为*

经过调研前的文献资料查阅以及与农户的讨论!纳

入本研究范围内的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一共有

I

种"表
#

#*虽然这
I

种适应性行为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发挥适应气候变化的功能!但从生产要素理论

来看!它们自身具备了不同的属性*从农户的生产

行为理论出发!为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压力!农户的生

产要素投入通常会发生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仅涉

及投入数量变化(

!I&!G

)

!还应包括生产行为的要素偏

向特征*

表
)

!

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分类

R-@.9#

!

0.-::2/25-62),)/5.2Q-625->-

<

6289@91-82)+:

气候适应行为的偏向特征

D+29,69>51-+-569+2:625:)/

5.2Q-69->-

<

6289@91-82)+:

气候适应性行为

0.2Q-69->-

<

6289

@91-82)+:

资本偏向型

0-

<

26-.&)+29,69>

出资支持或参与修建水利等

基础设施'购买农业保险

劳动偏向型

K-@)+&)+29,69>

调整灌溉或排水'调整农时

技术偏向型

R951,).)

4;

&)+29,69>

调整种植品种'尝试新技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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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生产模型中!资本'劳动与技术是最常

见的要素*因此!本研究将上述
I

种气候适应性

行为按照要素偏向的特征分为
H

类*对于资本偏

向型适应性行为!农户倾向于通过付出一定的经

济成本!既可以是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气候

风险!也可以参与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来

增强气候适应的能力*农户采取劳动偏向型的适

应性行为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生产和管理行为上的

应对!尤其是对水稻生长-水环境.以及劳动时间

上的调整*对于技术偏向型的气候适应性而言!

新品种"如抗旱水稻#和农业新技术"如地膜和秸

秆覆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应对气候

变化所带来自然灾害引发的后果*总而言之!在
H

种要素偏向特征情境下!农户通过不同要素的增

加'替代和调整来响应气候变化*虽然这种分类

并不具有完全严格排他性!比如采用新技术可能

也会需要付出一定经济成本!但上述分类所依据

的是各个气候适应性行为的主要特征内涵!体现

的是关键要素的偏向特征*

在后续研究中!本研究定义只要农户采用了至

少
#

种该类型的适应性行为或措施!则被认为实施

了该偏向特征型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体现在模

型估计中!本研究设置
H

个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农

户是否实施了该种类型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只

要农户采用了至少
#

种该类型的适应性行为!则将

其赋值为
#

!否则为
"

*

+*+

!

土地流转

由于土地经营的规模禀赋效应!因土地流转而

导致的规模扩大会降低适应气候变化的边际成本!

使要素替代和需求发生变化*因此!土地流转可能

会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实施的偏向特征产生

影响*在本研究中!为了将转入户与转出户分别进

行比较!以-不流转.为参照!设置了-转入.与-转出.

!

个虚拟变量/

*

+*,

!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户主对气候变化有所感知的农户越有可能规避

和分散气候风险!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若户

主对气候变化有所感知!则赋值为
#

!反之则为
"

*

此外!在测量农户的气候感知时!本研究采用的提问

是-您是否感觉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而非温度变

化感知*

+*-

!

户主的个体特征

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务农年限

共
%

个变量*户主一般是农户家庭中生产的决策

者!或者在家庭生产与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

此农户的个体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气候适应

性行为的实施(

$

!

#G

)

*

+*9

!

家庭与生产经营特征

该类解释变量包括了农业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

生产培训'水稻耕地面积'稻田肥力以及家庭总收入

等共
'

个变量*家庭特征中的劳动力和经济资本会

极大地提升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

)

!生产培训

丰富了农户气候适应的策略空间!从而提高农户采取

适应性行为的可能性!而具备不同生产要素禀赋的农

户所采取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偏向特征也会存在差异*

+*2

!

社会资本

包括了是否与其他农户交流'是否加入农业合

作社以及气候信息获取是否容易共
H

个变量*及时

和准确地获取气候信息和应对方式!不仅能够有效

地提高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还能促使农户合理地

评估自身的适应能力(

!!

)

!从而实施有效的适应性行

为*此外!加入农业组织也能够提高农户采用气候

变化适应性行为的积极性(

!#

)

*

+*I

!

地形与交通条件

包括农户所在地区是否属于平原'家庭住址距

离最近公路%村村通的距离共
!

个变量*地形条件

会通过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实施条件'难度和成

本等因素来影响农户的决策!而交通条件不仅会改

善农户对适应气候所需生产要素和信息的获取路

径!还能降低适应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地形与交

通条件能够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实施及其

偏向特征产生影响*

表
!

介绍了各变量的含义与赋值!同时报告了

基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0

*

G$#

/

0

在筛选样本时!发现极少数农户在土地流转上同时出现了转入和转出的情形!本研究将这一部分农户的样本进行了剔除*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将稻田肥力'土地流转和气候信息获取分别设置数值进行统计!在后续模型中则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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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R-@.9!

!

b-+2-@.9Q9-,2,

4

!

8-.*9-,>>9:5+2

<

62),

变量类型与名称

b-+2-@.96

;<

9-,>,-Q9

变量解释及赋值

b-+2-@.92,69+

<

+96-62),-,>8-.*9

平均值

U9-,8-.*9

标准差

J6-,>-+>>982-62),

资本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0-

<

26-.&)+29,69>->-

<

6289@91-82)+

实施
c#

!不实施
c" "AI! "A%$

劳动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K-@)+&)+29,69>->-

<

6289@91-82)+

实施
c#

!不实施
c" "AII "A%G

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R951,).)

4;

&)+29,69>->-

<

6289@91-82)+

实施
c#

!不实施
c" "A%$ "A'"

气候变化感知

V9+59

<

62),)/5.2Q-6951-,

4

9

您感觉降雨是不是

越来越不规律1 是
c#

&否
c"

"A$' "A!!

土地转入

K-,>6+-,:/9++2,

4

2,

转入
c#

!不转入
c" "A!H "A%!

土地转出

K-,>6+-,:/9++2,

4

)*6

转出!不转出
c" "A"' "A!!

户主个体特征

01-+-569+2:625:)/19->)/1)*:91).>:

!!

性别

!!

9̂,>9+

男
c#

!女
c" "AG" "A%I

!!

年龄

!!

3

4

9

户主实际年龄!岁
''A#I $A!"

!!

受教育程度

!!

P>*5-62),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IAFF HA%'

!!

务农年限

!!

L-+Q2,

4;

9-+:

户主已经参加务农的年数!年
H'A%" ##AF$

家庭与生产经营特征

01-+-569+2:625:)/1)*:91).>

<

+)>*562),-,>Q-,-

4

9Q9,6

!!

农业劳动力数量

!!

X*Q@9+)/-

4

+25*.6*+-..-@)+:

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人
!A"" "AG%

!!

水稻生产培训

!!

R+-2,2,

4

)/

<

.-,62,

4

+259

您是否参加过水稻生产培训1

是
c#

&否
c"

"A!# "A%#

!!

水田面积

!!

3+9-)/

<

->>

;

/29.>:

水田总面积!

1Q

!

#A"# !A%$

!!

家庭总收入

!!

L-Q2.

;

6)6-.2,5)Q9

!"#'

年家庭总收入"元#的

自然对数

#"AIG "AFI

!!

稻田肥力

!!

L9+62.26

;

)/+259

<

->>

;

差
c#

&一般
c!

&好
cH !A#G "AG#

社会资本

!!

农户交流

!!

0)QQ*,25-62),

您经常与其他村民交流水稻

种植经验吗1 经常
c#

&不经常
c"

"AGI "A%H

!!

加入农业合作社

!!

()2,2,-5))

<

9+-6289

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1

是
c#

&否
c"

"A"G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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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变量类型与名称

b-+2-@.96

;<

9-,>,-Q9

变量解释及赋值

b-+2-@.92,69+

<

+96-62),-,>8-.*9

平均值

U9-,8-.*9

标准差

J6-,>-+>>982-62),

!!

气候信息获取

!!

3559::6)5.2Q-692,/)+Q-62),

您获取气候信息是否容易1

不容易
c#

&一般
c!

&容易
cH

!AI' "IF

地形与交通条件

R9++-2,-,>6+-//255),>262),:

!!

是否平原

!!

V.-2,

农户是否位于平原地区1

是
c#

&否
c"

"AG# "A%'

!!

公路距离

!!

C2:6-,596)>+289Z-

;

距离最近公路%村村通的

距离!

[Q

"A'# "A$I

,

!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偏向特征分析

表
H

汇总了样本农户中!不同要素偏向型气候

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实施情况*

就整体样本农户而言!实施劳动偏向型气候

适应性行为的农户比例最高!达到了
I'AFF\

!而

技术偏向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实施比例最低!仅

不足
#

%

!

*此外!无论是将农户按照性别'土地流

转情况'水田面积进行分类后!其实施劳动偏向型

气候适应性行为的比例依然最高!资本偏向型次

之!而技术偏向型最低*出现这种偏向特征分布

的可能原因是!当农作物暴露在气候变化所带来

的风险"如气温变化!降雨增多!干旱等#之中时!

农户对农业生产进行相机调整"推迟播种'提前收

割等#以及采取一定的措施缓解农作物的生长压

表
,

!

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偏向特征

R-@.9H

!

D+29,69>51-+-569+2:625:)//-+Q9+:

0

->-

<

6-62),6)5.2Q-6951-,

4

9

分类

0-69

4

)+

;

特征

01-+-569+2:625

样本数

:-Q

<

.9:

资本偏向型 劳动偏向型 技术偏向型

户数

:-Q

<

.9:

比例%
\

V+)

<

)+62),

户数

J-Q

<

.9:

比例%
\

V+)

<

)+62),

户数

J-Q

<

.9:

比例%
\

V+)

<

)+62),

全部样本

R)6-.:-Q

<

.9

F%G '!# I#A'# ''F I'AFF %## %FA'!

户主性别

9̂,>9+)/19->)/

1)*:91).>

男
'$# H$G IGA#G H$$ IGA'# H"H '#A!G

女
!'I #!% %FA%% #'$ I!A## #"F %!A#$

土地流转

K-,>

6+-,:/)+Q-62),

没有流转
I#! H'' 'FA"# HG$ I#A$H !F" %'AG'

转入
#$! #%H G%A%F #'! G$A#G ##" 'GA!$

转出
%H !H 'HA%$ !G I!AG$ !# %FAF%

水田面积

3+9-:)/

<

->>

;

大规模!

&

!1Q

!

GF IH F"AGG IH F"AGG %$ I!AF!

中等规模!

&

"AIIG1Q

! 且
*

!1Q

!

!!' #IF G%AIG #I$ G'A## #!F 'IAF$

小规模!

*

"AIIG1Q

!

'%% !$" 'HAH# H!I '$A$H !H% %HA"#

!!

注$由于
#

个农户可能同时实施多种适应行为!因此
H

种适应行为的农户之和超过样本总数*

X)69

$

:2,59),9/-+Q9+Q-

;

2Q

<

.9Q9,6Q*.62

<

.9->-

<

6289@91-82)+::2Q*.6-,9)*:.

;

!

619,*Q@9+)//-+Q9+::*QQ2,

4

H->-

<

6289@91-82)+:

9?599>6196)6-.:-Q

<

.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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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时排水'增加灌溉等#!不仅能够发挥及时应

对和有效补救的作用!而且还不需要农户承担过

高的经济成本或者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技术!因此

劳动偏向型的适应性行为实施的比例最高*相较

之下!资本偏向型和技术偏向型气候适应性行为

的实施需要农户具有更高禀赋"资金'知识等#!其

中!尤其技术对农户个人和家庭的要求更高!因而

实施农户的比例最低*

,*+

!

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
TC=4<

UE

<V5CS

模

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运用
J6-6-#!A"

软件对
W2,-+

;<

+)@26

模

型进行拟合!表
%

分别报告了农户采用资本偏向型'

劳动偏向型以及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

估计结果中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和
H

值*从模型整体

的估计结果来看!卡方检验
6

值均
8

"A"#

!因此拟

合效果较好*

,*,

!

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

影响分析

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实施劳动和技术偏向型气

候适应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资本

偏向型的适应性行为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平均而

言!感知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的农户比未感知到的

在实施劳动或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概

率上分别高出
!$A#\

和
#FAF\

*这说明了气候变

表
-

!

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R-@.9%

!

T9

4

+9::2),+9:*.6:)/2,/.*9,52,

4

/-56)+:),/-+Q9+:k->-

<

6289@91-82)+6)5.2Q-6951-,

4

9

变量名称

b-+2-@.9,-Q9

资本偏向型

0-

<

26-.)+29,69>

劳动偏向型

K-@)+)+29,69>

技术偏向型

R951,).)

4;

)+29,6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气候变化感知

V9+59

<

62),)/5.2Q-6951-,

4

9

"A"F%! #A#I "A!$##

###

%A!G "A#FFH

##

!A'"

土地流转"以-不流转.为参照#

K-,>6+-,:/)+Q-62),

"

W-:9>Z261

-

X)

.#

转入

R+-,:/9+2,

"A"'%H #A!H "A#"FF

###

!A'$ "A"G'#

#

#AG%

转出

R+-,:/9+)*6

d"A"G"F d"A$F d"A"HG$ d"A'% "A"#F% "A!H

性别

9̂,>9+

"A"$$F

###

!AG' d"A"!'I d"AG" "A"#'# "AHF

年龄

3

4

9

d"A""#" d"AH' "A""#% "A%I "A""#I "A'!

受教育程度

P>*5-62),

"A""I! #A#G "A""II #A!' d"A"""! d"A"H

务农年限

L-+Q2,

4;

9-+:

"A"""I "A!$ d"A""!" d"AFG d"A""!G d#A#%

农业劳动力

X*Q@9+)/-

4

+25*.6*+-..-@)+:

d"A"%I#

##

d!A!! "A"'G'

###

!AIG "A""!# "A"$

生产培训

R+-2,2,

4

)/

<

.-,62,

4

+259

"A!%$%

###

'A'H "A"$##

##

!A"$ "A!H$%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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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变量名称

b-+2-@.9,-Q9

资本偏向型

0-

<

26-.)+29,69>

劳动偏向型

K-@)+)+29,69>

技术偏向型

R951,).)

4;

)+29,6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边际效应

U-+

4

2,-.9//956

H

值

H8-.*9

水田面积

3+9-)/

<

->>

;

/29.>:

"A"''!

##

#A$F d"A""HF d"A%H "A"#!H "A$'

家庭总收入

L-Q2.

;

6)6-.2,5)Q9

d"A"#G$ d"AF% "A"HG$

#

#A$% d"A"%FG

##

d!A!'

稻田肥力"以-差.为参照#

L9+62.26

;

)/+259

<

->>

;

"

W-:9>Z261

-

@->

.#

!!

好
)̂)>

"A#!"I

###

!AI%

"A#GG$

###

%A#H

"A#!HH

###

!A'F

!!

一般
0)QQ),

"A"HGI "AFF

"A#!G%

###

HA#H "A"GHG #AI!

农户交流
0)QQ*,25-62), d"A"%HF d#A#G d"A"'HG d#A%H "A"#%H "AHI

农业合作社

()2,2,-5))

<

9+-6289

"A""FF "A## "A!'#F

###

!A$G "A"FH% #A!"

气候信息获取"以-困难.为参照#

3559::6)

5.2Q-692,/)+Q-62),

"

W-:9>Z261

-

X)

.#

!!

容易

!!

P-:

;

"A"#"H "A!" "A"#$" "AHF "A"$F'

#

#AGI

!!

一般

!!

0)QQ),

d"A"G%$ d#A#F "A"%!% "AIF "A"G$I #A#%

是否平原

V.-2,

"A"I'F

#

#AF$ "A"%II #AH% d"A###%

###

dHA"F

最近公路距离

C2:6-,596)>+289Z-

;

d"A"!#G d#AHI d"A""'' d"AH% "A"#"H "A'$

a-.>

+

!

FFA!# $HA#$ F$A%'

V+)@

&

+

!

"A"""" "A"""" "A""""

V:9*>)E

!

"A##"I "A"FF! "A"GF"

!!

注$

###

'

##和#分别代表在
#\

'

'\

和
#"\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计算
H

值时使用的是稳健标准误*

X)69

$

###

'

##

-,>

#

+9

<

+9:9,6:2

4

,2/25-,59-6#\

'

'\-,>#"\.989.

&

H8-.*9Z-:5-.5*.-69>Z261-+)@*:6:6-,>-+>9++)+A

化感知确实能够增强风险防范和应对的意识!进而

有效地推动了农户实施多元化的适应性行为!但也

表明!心理感知因素并不能对农户的资本要素投入

发挥可观的效应*在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旱涝等农

业气象灾害频发的背景之下!增进农户对适应气候

变化必要性的了解!将有助于其判别气候风险!提高

适应的主动性*

,*-

!

土地流转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分析

土地转入是农户实施劳动偏向型和技术偏向型

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重要推动因素!平均而言!发

生转入的农户实施两种气候适应性行为的概率要比

未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分别高
#"A$\

和
GA'\

*这

可能是因为!基于经营规模扩大的动机!发生土地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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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农户在面临气候变化和农业气象灾害时!劳动

和技术的要素投入的预期边际成本下降!同时为了

补救灾后收益!对农业往往更加重视和关心!投入在

生产上的时间更多!因此适应气候变化更加主动和

积极*此外!转入农户一般是当地的种粮大户'科技

示范户等-专业.或-资深.农民!拥有丰富的耕作经

验和技术!在技术型气候适应上更具优势*但是!与

气候感知变量类似!土地转入并不能对资本偏向型

的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9

!

户主个体特征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

影响分析

户主为男性的农户更倾向于实施资本偏向型的

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且其实施概率平均而言要比

女性高
#"\

!而在其他两类行为上!性别并不产生

显著影响*一方面!户主的性别有可能会通过作用

于家庭的收入和财产来影响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实

施/

!另一方面!由于男性户主的兼业比例更高0

!在

农业气象灾害发生后!男性外出务工劳动力往往不

能及时回到家中采取补救措施!而倾向于采用购买

农业保险以及投资水利设施等省时省力的预防风险

的措施!因此!男性在实施资本偏向型的适应性行为

上会更为主动*此外!除了性别!其他户主个体特征

均不能对气候适应性行为实施产生显著的影响!这

也印证了!农户适应气候变化可能不是由个人决策

主导!而是更加依赖其家庭禀赋!因此农业气候适应

的主体是-家庭.或-家户.!而不是-个体.或-个人.*

,*2

!

家庭生产与经营特征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

行为的影响分析

农业劳动力数量分别对资本偏向型和劳动偏向

型气候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随

着家庭农业劳动力禀赋的提高!在农业的耕作调整

上更为容易!因有可能较少采用甚至拒绝使用资本

替代的方式来响应气候变化及气象灾害所带来的影

响*同时!接受生产培训能够全面促进农户
H

类适

应性行为的实施$与技术指导不同!水稻生产培训

可能不仅仅涉及技术性的指导!还包括对农业生

产的背景'风险应对等方面的教育!因而农户在适

应气候变化时的策略选择空间更广*但是!水田

面积只对资本偏向型的气候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

的推动作用$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营

面积越大!用资本替代来适应气候的边际机会成

本相较而言比劳动和技术更低(

!F

)

!因此采用基础

设施投资或者购买农业保险等方式来规避气候风

险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家庭总收入显著提高了劳动偏向型的

适应性行为选择而抑制了技术型选择$该结论似

乎与直观推断和假设并不相符!但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因为劳动偏向型适应性行为是一种对气候

变化的临时调整和应对!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灵

活性!而且作用往往及时有效!因此收入较高的农

户会采取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调

整*此外!收入对技术型适应的-挤压.作用可能

源自采纳成本不同导致的采纳门槛差异!以及不

同经济水平下农户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差异(

!$

)

*

最后!拥有较好肥力稻田的农户在采取气候适应

性行为的概率上至少高出
#!\

*一般而言!土地

质量越好!耕地经营的效益越高!农户增加收益和

挽回损失的动机越强!因而面对气候变化影响会

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应对*

,*I

!

社会资本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分析

加入农业合作社对于农户的劳动偏向型气候变

化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边际效应达

到了
!'A!\

*因为农业合作社是农户的利益共同

体!其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降低了生产信息和资源流

通的机会成本!因而内部成员的生产决策具有高度

一致性(

H"

)

*此外!气候信息获取容易能够对技术偏

向型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气

候适应丝毫不能忽略社会资本的作用*当高温旱涝

等灾害来临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效的响应体

系应该以集体为依托!通过共享信息与资源来有效

抵御和降低灾害风险*

,*3

!

地形与交通条件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的影响分析

地处平原对农户实施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

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资本偏向型的行

为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地处丘陵或者岗地的农

户更愿意实施技术型气候适应性行为*可能的解释

是$在平原地区!水稻生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更加优

越!农户通过技术改善来响应气候灾害的空间没有

!"!

/

0

样本中户主为男性和女性农户家庭总收入分别为
IA'!

万元和
'A#'

万元*

样本中男性户主与女性户主的兼业比例分别为
HGA$\

和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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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平原地区大*以抗旱水稻品种为例!地处丘陵和

岗地的地区相较于平原地区水源条件不好!农民在

遭遇干旱后对改进品种的需求更强烈!因此地形条

件的劣势显著反而促进了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用技

术偏向型适应性行为*此外!由于平原地区临近水

源!水利设施发挥的作用明显!而且耕地往往连片!

通过农业保险来规避风险的效果更好!因此资本偏

向型气候适应更普遍*

-

!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湖北省
#"

个县"市#

F%G

个水稻种

植户的调查数据!利用
W2,-+

;<

+)@26

模型分析了农

户适应气候变化偏向特征与影响因素*具体的结论

和政策建议如下$

-*)

!

结论

#

#样本农户中实施劳动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

行为的比例最高!超过
I'\

!而实施技术偏向型气

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比例最低!仅不足一半&无论从户

主性别'土地流转还是水田面积的分组来看!劳动偏

向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相较资本和技术偏向型的实施

比例更高&

!

#气候变化感知和土地转入显著促进了农户实

施劳动偏向型和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

而且感知到降雨越来越不规律的农户比未感知到的

农户在实施劳动偏向型和技术偏向型气候变化适应

性行为的概率上分别高出
!$A#\

和
#FAF\

!转入土

地的农户实施两种气候适应性行为的概率要比未发

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分别高
#"A$\

和
GA'\

*

H

#户主性别'家庭农业劳动力'生产培训'水田

面积'家庭总收入'稻田肥力'加入合作社'气候信息

获取以及地处平原等因素均对农户实施气候适应性

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在具体行为的要素偏向特征

上存在差异*

-*+

!

建议

#

#依据农户家庭的禀赋特征和条件!制定合适

的气候适应推广政策*例如对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在

调整灌溉行为上提供更多帮助!为男性户主以及经

营面积较大的农户提供完善的水利建设等投资性气

候适应服务*

!

#推动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发展!引导促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保障农业

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适应气

候的低成本优势!推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气

候适应模式*

H

#确立和保障经营权的合法地位!完善农业保

险理赔体系机制*维护农地产权稳定!同时规范保

险市场'减少农业保险理赔的协调成本!从降低制度

成本的角度出发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

#加强对农户的生产培训工作!进一步拓宽气

候信息服务路径*通过完善气候信息服务网络!提

升气象信息服务质量!依托高效的信息传播平台发

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拓展农户基于要素禀赋的多

元化气候适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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