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28(7):251-264
Journalof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http:∥zgnydxxb.ijournals.cn

  

段存儒,武照亮,曾贤刚.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云南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3,28(07):251-264.
DUANCunru,WUZhaoliang,ZENGXiangang.Impactofclimatechangeperceptiononruralhouseholds’livelihoodstrategies:Basedonthesurveydataofresidents
inYunnanProvince[J].Journalof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2023,28(07):251-264.
DOI:10.11841/j.issn.1007-4333.2023.07.22

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基于云南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

段存儒 武照亮 曾贤刚*

(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为理清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基本路径和内在逻辑,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镇农户调查

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气候变化感知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

生计策略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对非农业策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2)气候变化感知同时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

变量间接影响生计策略,进一步推动农业生计策略向非农化方向发展;3)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表

现出明显的农户个人因素差异和农业生产环境差异,风险喜好型和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调整和

转变生计策略,存在农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较完备时农户倾向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本研究能够为政府制定针

对性更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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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dataof364residentsinDashanbao,Zhaotong,YunnanProvince,theimpactofclimate
changeperceptiononfarmers’livelihoodstrategiesisanalyzedusingpartialleastsquarestructuralequationmodelto
clarifythepathandinternallogicofclimatechangeperceptionaffectingfarmers’livelihoods.Theresultsshowthat:1)

Climatechangeperceptionhasa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agriculturallivelihoodstrategiesandasignificant

positiveimpactonnon-agriculturalstrategies.2)Climatechangeperceptioninfluenceslivelihoodstrategiesthrough
adaptivebehavior,whichmakesfarmers’livelihoodsturntonon-agriculturalstrategies.3)Individualfactorsoffarmers
andagriculturalproductionenvironmentplaysignificantmoderatingrole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climatechange

perceptionandlivelihoodstrategies.Groupswithrisk-lovingandhighinformationacquisitionabilityaremoreinclinedto
adjustlivelihoodstrategies.Farmerstendtoadheretoagriculturallivelihoodstrategieswhenagriculturalsubsidiesand
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arerelativelycomplete.Thisstudycanprovidesomereferenceforthegovernmentto
formulatemoretargetedclimatechangepoliciesandimprovethesustainablelivelihoodabilityofrural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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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严重威胁着

人类生存与发展[1]。其影响具有多尺度、多层次、全
方位的特点,包含了粮食安全、健康、环境和社会经

济等多个维度[2]。其中,农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极端气候导致自然灾害增加、温度上升、降水不稳定

等现象都强烈干扰了农业生产[3]。在感知到气候危

机带来生产环境变动时,农户往往会采取一定的适

应性行为,改变原有生产习惯,进而影响生计策略选

择,形成新的生计模式,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

尤为明显[4]。中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更应关注气

候变化与农户生产行为和生计选择的相关性。因

此,理清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基本路径和

内在逻辑,对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策

略、解决碳中和背景下“三农问题”及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气候变化感知测度及其对农户的

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气候变

化感知作为主观认识难以直接测度,已有研究多在

问卷调查中采用比较分析法[5]、HeckmanProbit模

型[6]、排序数据模型[7]等方法提高感知测度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了分析气候

变化感知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理论

探讨和实证验证。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的影响直接

体现在生计策略上。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气候

变化感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
包括通过适应性行为、生计多样性、收入等因素改变

生计策略。部分研究着眼于气候变化感知与农户适

应性行为策略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比较典型的分

析框架是Grothmann等[8]提出的个人主动适应气

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MPPACC),用以分析气候

变化感知对个体适应性策略的影响。该框架将感知

作为影响适应行为的关键变量,把研究中所采用的

关键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以此为依据,许多学者

采用实证方法考察二者关系,如谭灵芝等[9]通过分

析新疆于田县农户调查数据认为,气候因素对农户

适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陈俐静等[6]发现,气候变

化感知是四川省大熊猫保护区周边林农采取适应性

行为的基础,林农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对气候变化感

知与适应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高雪等[10]分析河

北、河南等地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后提出,面对气

候变化及其影响,近80%的农户会采取适应性措

施,其行为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还有部分

学者关注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多样性的影响。譬

如,魏国茹等[11]提出,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存在偏

差,气候变化感知会推动生计的多样化;Santika
等[12]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

利用能力以影响其生计模式;Mabon等[13]认为,极
端天气事件是影响居民生计多样性的关键因素;

Guo等[14]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

民生计,也通过经济和生态价值认知间接影响他们

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另一部分研究重点关注气候变

化感知及其适应性行为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例如,Zhao等[15]通过调研呼伦贝尔牧区发现,
牧民因气候因素做出的畜牧业改良策略对家庭收入

存在积极影响;李锦等[16]认为,岷江上游农户针对

气候变化做出的生产调整一方面提高了农户获取现

金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农户返贫的市场

风险。此外,还有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感知会改变农

户的技术采用[17]、生计资本[18]、价值认知[19]等,从
而对生计策略产生影响。

已有文献对本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仍存

在一定不足之处。现有研究较少将气候变化感知、
适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纳入一个统一框架进行分

析,进而难以深刻理解三者间的作用关系;另外,农
户生计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之间存在

相关关系,应用传统计量模型可能会导致结果的有

偏估计,而结构方程模型在进行多变量间的关系探

讨时更具优势[20]。基于以上不足,本研究以云南省

昭通市大山包镇364份居民调查为例,使用多群组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

策略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同时检验了农户个人因素和农业生产

环境的组间异质性。本研究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

验证,探明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内在机制,
以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感知是一种认知过程,人们在其中根据他们的

兴趣、历史背景、知识、经验和态度进行学习和解释

感觉印象,以给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的主观

感受和心理认同[21]。理论上,可以从3个角度度量

气候变化感知,即气候变化现象发生的程度感知、气
候变化的原因感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感知[22]。已

有研究表明,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到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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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包括环境治理公众参与[23]、自然资源管

理[24]、环境支付意愿[25]、农业技术效率[26]等。特别

是农村居民受到气候变化感知的影响最为明显。因

此,气候变化感知作为影响农户行为和决策的重要

因素,对其生计策略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首

先,气候变化感知会改变农户资源分配格局,从而影

响农户对资源的使用,促使其调整原有生计策略,譬
如降低农业生计在生计策略中的占比;再者,气候变

化感知会改变农户对生计资本价值的认知,使其将

生计策略向气候变化过程中价值更高的方向倾斜,
譬如增加外出打工和商业投资等非农生计在生计策

略中的占比;此外,气候变化感知会给农户带来额外

的风险意识,激励其丰富生计策略,促进生计策略多

样性发展。总体来说,农户对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

越清晰,应当越倾向于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以维持

并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和水平。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1.2 适应性行为的中介效应

气候变化感知不仅与生计策略直接相关,也通

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计策略。文

中的适应性行为特指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行为,具
体指农户根据实际或预期的气候条件变化与影响选

择相应生产方式的行为。一方面,认知是行为的基

础,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性行为之间关系密切。已

有研究大量分析了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适应性行为

的决定性作用,例如 Mahmood等[27]发现准确的气

候变化风险感知导致了适应性行为实施。另一方

面,采取适应性行为也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原因

在于适应性行为会改变农户的生产条件、种植养殖

结构、价值观念、土地利用、社会联结等,进而干预生

计策略选择。黎洁[28]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这一适

应性行为为例,发现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

响。Wang等[29]发现,西藏的藏北牧民通过储存、多
样化和市场交换等适应策略提高生计的生产力和盈

利能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适应性行为对气候变化感知与农户生计策

略具有中介效应。

1.3 农户个人因素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感知及农户生计会受

到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因素的影响[30]。
其中,风险态度和信息获取能力是已有研究较少关

注到的两个变量。气候变化感知会导致农户产生一

定的风险意识,因此风险态度不同的农户在面对相

同的气候变化感知时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风险喜

好型群体可能更倾向于在变化的环境中占据主动,
积极改变生计策略以适应气候变化,从而改善可持

续生计能力;风险厌恶型群体则更倾向于持观望态

度,不利于生计策略转型。此外,由于收入、社会资

本等因素不同,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信

息获取能力越强的农户更容易掌握完整的气候变化

状况,进而具有更清晰的气候变化感知,利于采取针

对性生计策略,推动生计转型。因此信息获取能力

越强的农户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调整生计策略以

适应新环境。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风险态度不同的群体存在路径差异。

H4:信息获取能力不同的群体存在路径差异。

1.4 农业生产环境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国家政策[31]、农业生产条件[32]

等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环境差异也会极大影响其适

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事实上,农户并非完全独立

的个体,其感知和适应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

景、制度和政策之中的。在各类政策中,农业补贴政

策是影响农户行为选择的最直接政策之一。当农户

获得农业补贴时,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农业生

产损失风险会因此下降,农户的农业生计具有了更

强的保障性,这可能降低由于气候变化感知所带来

的适应性行为激励,促使农户选择坚持以农业为主

的生计策略。此外,农业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也对

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和生计策略存在重要影响。当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更完备时,农户的农业生产安全

性、稳定性和效率都因此增加,同时放弃农业生计的

沉没成本也会更高,此时农户会更加倾向于减少生

计策略向非农化转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农业补贴政策在模型中存在调节作用。

H6:农业 基 础 设 施 水 平 在 模 型 中 存 在 调 节

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

论框架。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9年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大

山包镇进行的农户深度访谈和随机问卷调查。大山

包镇位于昭通市西南部、昭阳区西部,区域面积

192km2,2020年户籍人口数为19403人。大山包

镇属于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海拔较高、地处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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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framework

当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较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

影响比较明显,因此选取大山包镇作为调研地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在充分考虑农户分布、经
济发展、农业生产等因素后,选择合兴村、大山包村、
大兴村及车路村4个行政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

共发放问卷391份,回收有效问卷364份,有效率达

93%,其中合兴村92份,大山包村86份,大兴村91
份,车路村95份。具体调研形式是通过调查员上门

入户访谈并邀请受访者填写纸质问卷,填写完毕后

会向受访者赠送小礼品,并请受访者对填写认真程

度做出评价。调查员主要由在校大学生构成,在正

式上门前,他们均完整地接受了本次调查的相关培

训。受访者均为18岁以上的成年农村社区居民,自
愿填写问卷,并被告知:问卷内容仅会用于学术研

究、且受访者所填写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将受到

严格保密。问卷主要包含农户基本特征(个人及家

庭情况、资源禀赋拥有情况,生产经营情况等)、环境

感知(生态环境保护感知、气候变化感知、自然灾害

感知等)和生计发展(生计策略选择等)3部分。由

于调研发生于2019年,因此也可避免新冠疫情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

1)解释变量。将气候变化感知设为核心解释变

量。传统的气候变化感知研究往往仅关注对气候变

化具体表现的认识。本研究把该变量分为气候变化

事实、信息和后果感知3个潜在变量。其中气候变

化事实感知是指对气候变化具体现象的感知,如气

温、降水等;气候变化信息感知是对气候变化相关知

识的了解程度;气候变化后果感知是对气候变化现

实影响的感知,包括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等。气候变

化后果感知的观测变量为1~5的有序变量,1为影

响很小,5为影响很大;其他观测变量均为0~1二

值变量,0为否,1为是。

2)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计策

略。为测度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影

响,将生计策略划分为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两类,
分别衡量农户对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的倾向程度。生

计策略的观测变量均为1-5有序变量,分别代表0~
20%(含,后同)、20%~40%、40%~60%、60%~
80%、80%~100%。

3)中介变量。以适应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参

照已有文献[33],将适应性行为分为生产管理适应和

生产实践适应,分别表征在农业生产规划策略和实

际操作中的适应性行为。各观测变量均采用0~1
二值变量,0为否,1为是。

4)分组变量。选取风险态度、信息获取能力、农
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分组变量。其中风险态

度分为风险厌恶和风险喜好两类,分别用0和1代

表;信息获取能力以“家中是否有人上网”表示,0为

否,1为是;农业补贴以“过去一年是否收到农业相

关补贴或生态补偿”表示,0为否,1为是;农业基础

设施以“是否使用拖拉机”表示,0为否,1为是。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由描述性统

计结果可知,大多数农户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现象

的发生,约一半的农户认识到了气温和降水的变化;
农户对气候变化信息的主要感知渠道是天气预报和

政府信息;农户对气候变化后果感知比较明显。当

前只有少数农户采取了对应的适应性行为,主要包

括增加种植多样性、非农就业转移以及农地流转等。
在生计策略方面,种植业依然是最主要的生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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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meaning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一级指标  
Index  

潜在变量

Latent
variable

观测变量

Observedvariable

方向

Direction

变量名

Variable

样本量

Sample
size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是否意识到气候变化(0~1) + CF1 364 0.72 0.46
气候变化事实

感知
降水是否有变化(0~1) + CF2 364 0.49 0.50

气温是否有变化(0~1) + CF3 364 0.56 0.50

政府信息服务功能是否有帮助(0~1) + CI1 364 0.43 0.50气候变化感知

Climatechange

perception

气候变化信息

感知
是否关注天气预报(0~1) + CI2 364 0.58 0.49

是否购买政策性保险(0~1) + CI3 364 0.13 0.34

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1~5) + CC1 364 2.75 1.44
气候变化后果

感知
对旅游业的不利影响(1~5) + CC2 364 3.19 1.38

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5) + CC3 364 3.05 1.35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0~1) + PM1 364 0.04 0.20

生产管理适应 是否发生非农就业转移(0~1) + PM2 364 0.15 0.36
适应性行为

Adaptive
behavior

是否发生农地流转(0~1) + PM3 364 0.12 0.33

是否增加农药化肥使用(0~1) + PP1 364 0.06 0.24

生产实践适应
是否增加种植品种多样性(0~1) + PP2 364 0.26 0.44

是否增加生长周期短或抗旱作物比重

(0~1)
+ PP3 364 0.21 0.41

种地人数占比(1~5) + AS1 364 3.09 1.10

农业策略 营林人数占比(1~5) + AS2 364 1.77 1.17
生计策略

Livelihood
strategy

养殖人数占比(1~5) + AS3 364 2.40 1.07

打工人数占比(1~5) + NS1 364 1.59 0.90

非农业策略 打工收入占比(1~5) + NS2 364 1.76 1.46

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占比(1~5) + NS3 364 2.60 1.69

风险态度

Riskpreferece

风险态度 风险态度(0~1) + RA 364 0.60 0.49

信息获取能力

Information
acquisitionability

信息获取能力 家中是否有人上网(0~1) + SC 364 0.46 0.50

农业补贴

Agricultural
subsidies

农业补贴 过去一年是否收到农业相关补贴 + AA 364 0.42 0.50

农业基础设施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农业基础设施 是否使用拖拉机 + AF 364 0.3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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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是养殖、转移性收入、营林和打工。总体来说,
农业策略以种地和养殖为主,非农策略以转移性收

入为主。

2.3 模型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线性统计的建模技术,以
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分析相关现象的内在结构机理。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通过潜在变量解释多个因变量和

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它们的直接关系

和间接关系[34]。本研究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

模型(PLS-SEM),其优势在于更适合小样本和非正

态数据,且更适合复杂路径[35]。该模型由测量模型

和结构模型两个基本模型组成,测量模型反映潜变

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

间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为直观展示研究区域气候状况和农户生计策略

的变化情况,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中国气候变化

蓝皮书(2022)》[36]指出,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仍在持

续,2002—2021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

出1.01℃。气候变化会显著影响到各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也不例外。数据显示,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

和年平均降水量在1961—2021年间都呈显著上升

趋势。云南省昭通市作为本研究区域所在地,其气

温、降水等气象要素变化及极端气候事件也对气候

变化产生响应。图2展示了云南省1992—2019年

平均气温以及昭通市2000—2019年平均降水量的

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为BerkeleyEarth网站和国家

气象信息中心。可以看出云南年平均气温呈不断上

升的趋势,其中年升温率为0.062℃/年,平均每10
年增长0.62℃,17年中云南省的年平均气温上升

了1.67℃。昭通市降水量则有变化更为极端的趋

势,年际振荡较大,稳定性下降,2019年的年均降水

量较2000年下降了41.83mm。除气温和降水的

长期变化之外,气候变化还引起了极端气候事件发

生频率及强度的变化,这也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极为

显著的影响。张汉声等[37]分析了1965—2014年云

南省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现,云南省极端气温指数、极
端降水事件频率和降水强度普遍增加,说明气候变

化使云南省出现了更多的极端天气。气温、降水和

极端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年均

气温的上升会改变作物种植制度和节令,增加土壤

水分蒸散量,可能造成用水匮乏。降水量的振荡可

能引发旱涝加剧,从而导致灾害和土地退化,对作物

产量和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极端天气的增加会

加剧气温和降水的不均匀分布、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可能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害,危及农业生产安全。

图2 气温和降水量变化趋势

Fig.2 Trendof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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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知到气候变化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后,
农户会调整自身生计策略。调研区域的主要种植作

物包括小麦、玉米、水稻、玉米、黄豆、花生等。整体

来说,当地农户选择降低农业生计在生计策略中所

占的比重,具体表现为:15%的农户选择向非农就业

转移,12%的农户选择了土地流转,降低耕种面积。
随着气候变化感知的加强,当地农户的生计策略种

类变少,特别是减少了采集、砍竹子、放牧的情况,多
选择一季稻作为种植作物。此外,在政府的鼓励下,
许多调研区农户增加了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林下

经济占比,包括种植中草药等。生态旅游也逐渐成

为当地农户收入来源的重要一部分,农家乐等个体

经营形式为农户生计策略增加了新的选择。

3.2 内外模型检验

PLS-SEM的模型检验分为外模型检验和内模

型检验[38]。其中外模型检验是对量表的效度和信

度进行检验,内模型检验是分析模型间的关联程度。

1)外模型检验。首先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对

量表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以及 KMO值检验发

现,量表整体的 KMO值为0.727,在最低临界值

0.5以上,近似卡方为1072.286,自由度为253,显
著性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性,适合于做因子分析。进而使用SmartPLS3
软件计算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以及各个潜在

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结果见表2。各个

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临界值0.6,

表2 效度与信度检验

Table2 Validityandreliabilitytest

变量

Variable

标准化因子载荷

Standardizedfactorloading

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

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α

组合信度

Compositereliability

CF1 0.908 0.676 0.783 0.862

CF2 0.776

CF3 0.776

CI1 0.978 0.610 0.655 0.818

CI2 0.605

CI3 0.712

CC1 0.822 0.651 0.735 0.848

CC2 0.799

CC3 0.800

PM1 0.755 0.597 0.674 0.815

PM2 0.843

PM3 0.714

PP1 0.833 0.722 0.726 0.886

PP2 0.851

PP3 0.864

AS1 0.615 0.612 0.703 0.822

AS2 0.839

AS3 0.868

NS1 0.693 0.623 0.645 0.828

NS2 0.958

NS3 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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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产管理适应外各个潜在变量的 AVE均大于

0.6,且生产管理适应的 AVE也非常接近理想值,
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随后计算Cronbach’sα
信度系数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并计算各个潜变量

的组合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潜变

量的Cronbach’sα信度系数均在0.6以上,组合信

度均在0.8以上,表明问卷数据信度较好,数据比较

可靠。

2)内模型检验。该检验主要是观察模型的拟合

优度(R2)值,结果见表3。整体来看,模型外生变量

对内生变量具有中度至强度效果的解释能力,基本

符合要求。

表3 内模型检验

Table3 Internalmodeltest

路径       
Path       

拟合优度

R2
解释能力

Interpretiveability

气候变化感知→生产管理适应

Climatechangeperception→Productionmanagementadaptation
0.367 中

气候变化感知→生产实践适应

Climatechangeperception→Productionpracticeadaptation
0.621 强

气候变化感知→农业策略

Climatechangeperception→Agriculturalstrategy
0.562 中

适应性行为→农业策略

Adaptationbehavior→Agriculturalstrategy

气候变化感知→非农业策略

Climatechangeperception→Non-agriculturalstrategy
0.460 中

适应性行为→非农业策略

Adaptationbehavior→Non-agriculturalstrategy

3.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检验气候变

化感知和适应性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得到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示意图,如图3所示。

3.3.1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和验证

PLS-SEM模型估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由

图3和表4可知,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并未对非农业

策略表现出显著直接影响,但对农业策略有直接的

显著负面影响。同时,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和后果感

知都对农业策略有直接的显著负面影响,而对非农

业策略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对气候变化

具体现象感知更深刻、接触气候变化信息更多、对气

候变化造成自然和经济社会后果认识更清晰的农

户,更倾向于减小农业生计策略所占比重,而采取包

括打工在内的非农业生计策略。另外,气候变化事

实感知和信息感知都对生产管理适应和实践适应有

显著正向影响,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管理适应

无显著影响,而对生产实践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越充分的农户更倾向于

从管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调整自身生产行为,以
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生产条件改变。生产管理适应

和生产实践适应都对农业策略有显著负面影响,而
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面影响,说明生产管理和实

践适应行为会促使农户将生计策略调整为增加非农

生计占比、降低农业生计占比。产生上述结果的原

因是气候变化感知改变了农业生产环境和资源分

配,并激励农户采取一定的适应性行为以保障农业

生产效率不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终影响到了农户的

生计策略。为提高生计多样性、降低对农业生计的

依赖性,进而减少气候变化对自身生计的影响,农户

选择降低农业在生计中的比重,更加侧重非农业生

计策略。
以上分析说明,用以表征气候变化感知的3个

潜在变量均直接或间接对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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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Fig.3 Pathofstructuralequationmodel

其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非农业策略没有显著影

响,但既直接影响农业策略,又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

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业策略,间接效应为-0.072,
总效应为-0.256;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农业策略存

在间接影响,对非农业策略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影

响,总效应分别为-0.058和0.188;气候变化后果

感知对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都同时存在直接和间

接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279和0.264。可见,气
候变化感知会直接和通过适应性行为间接导致农户

改变生计策略,使其向非农业策略倾斜。例如,调研

中发现,大量农户选择通过非农就业转移甚至移民

的方式适应气候变化,占比已经达到样本的36.4%,
这显然会导致此群体生计策略的结构性调整。由此

可知,假设 H1和 H2得证。这一方面表明气候变

化感知确实会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另一方面也显示

农户为应对气候变化倾向于丰富拓展原有依赖农业

为主的生计策略,以缓解气候变化对自身生计水平

产生的影响。这一结果与Guo等[14]得出的气候变

化感知可促使农民拓宽生计渠道的结论、AlDirani
等[39]得出的气候变化感知会促使农户调整生计策

略的结论一致。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应更多

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可通过气候

变化科普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农户加深对气

候变化的了解并学习如何采取适应性行为,增强农

户调整生计策略的科学性、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的

主动性。同时,制定相关激励和帮扶政策,鼓励有技

能、有知识的青年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减缓农业人

力资本流失,保障粮食安全不受影响。

3.3.2 多群组分析

通过多群组分析,探讨农户个人因素和农业生

产环境的组间异质性。在农户个人因素的分析中,
按照风险态度和信息获取能力的取值将样本划分成

风险厌恶、风险喜好两组和高信息获取能力、低信息

获取能力两组。在农业生产环境的分析中,按照农

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取值将样本划分成有补

贴、无补贴两组和高基础设施水平、低基础设施水平

两组。在分析前,需借助施加参数限制条件的嵌套

模型进行跨样本恒等性检验。首先进行多群组中参

数均未加以限制的适配度检验,随后逐步增加测量

系数相同、结构系数相同的限制,结果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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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

Table4 Resultsofstructuralequationmodel

路径 
Path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

间接效应

Indirecteffect

总效应

Totaleffect

标准化路径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标准化路径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标准化路径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CF→AS -0.184*** 3.017 -0.072*** 2.308 -0.256*** 4.344

CF→NS 0.063 0.946 0.044 0.946 0.107 1.323

CF→PM 0.145* 1.688

CF→PP 0.269*** 5.784

CI→AS -0.025 0.282 -0.084* 1.945 -0.058* 1.779

CI→NS 0.135*** 2.109 0.053*** 1.988 0.188*** 2.103

CI→PM 0.152*** 3.707

CI→PP 0.326*** 2.258

CC→AS -0.154*** 2.642 -0.125* 1.728 -0.279*** 3.281

CC→NS 0.154* 1.847 0.110*** 2.484 0.264*** 1.878

CC→PM 0.095 0.908

CC→PP 0.156*** 2.557

PM→AS -0.153*** 2.394

PM→NS 0.113*** 2.173

PP→AS -0.186**** 3.202

PP→NS 0.156**** 2.94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and***representsignificantatthestatisticallevelsof10%,5%and1%,respectively.Thesame

below.

可以看出,各群组的适配度指标均在理想值的范围

之内,且差异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因此按照上述

方式分组都不会影响模型适用性,可在原模型基础

上进行多群组分析。
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农户

个人因素在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与生计策略

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

为的影响路径表现出明显的风险态度差异。具体来

说,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信

息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

管理和实践适应的路径系数在风险喜好和厌恶组之

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值均为正,说明风险喜好组

的路径系数更大。这表明,风险喜好组中气候变化

感知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更强烈。这种路径差异可

能是由于风险喜好群体在感知到气候变化时,会甘

冒风险采取积极措施改变生产行为,而非“静观其

变”。这一结论与陈俐静等[6]提出的保险对林农气

候变化适应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具有相同

的逻辑。此外,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

径表现出明显的信息获取能力差异。高信息获取组

中,3类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均显

著低于低信息获取组,且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非农

业策略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低信息获取组,这说明,
信息获取能力有助于促进农户了解气候变化信息,
从而改变自身生计策略,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由

此可得,假设H3和H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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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跨样本恒等性检验

Table5 Multi-groupinvariancetest

群组    
Group    

限制条件

Limitation
NC PNFI PGFI

P 值

Pvalue

是否恒等

Identically
equality

无限制 2.028 0.532 0.626
风险态度群组

Riskpreferecegroup
测量系数相同 2.210 0.511 0.635 0.871 是

结构系数相同 2.414 0.582 0.663 0.952 是

无限制 2.057 0.518 0.627
信息获取群组

Informationacquisitionability
测量系数相同 2.075 0.522 0.643 0.838 是

结构系数相同 2.148 0.513 0.651 0.895 是

无限制 2.034 0.511 0.504
农业补贴群组

Agriculturalsubsidies
测量系数相同 2.257 0.625 0.732 0.471 是

结构系数相同 2.414 0.638 0.711 0.429 是

无限制 2.472 0.607 0.674
基础设施群组

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
测量系数相同 2.312 0.598 0.671 0.620 是

结构系数相同 2.266 0.573 0.658 0.595 是

理想值Idealvalue 1<NC<3 >0.5 >0.5

表6 多群组标准化路径分析

Table6 Standardizedpathofmulti-groupanalysis

路径 
Path 

路径系数差异

(风险喜好—风险厌恶)

Coefficientdifference
(Risk-loving-Risk
aversion)

路径系数差异

(高信息获取—低信息获取)

Coefficientdifference
(Highinformationacquisition-
Lowinformationacquisition)

路径系数差异

(有补贴—无补贴)

Coefficientdifference
(Subsidy-Nosubsidy)

路径系数差异

(高设施水平—低设施水平)

Coefficientdifference
(Highfacilitylevel-
Lowfacilitylevel)

CF→PM 0.043 -0.159 -0.366*** 0.109

CF→PP 0.386*** 0.113 0.082 0.041

CF→AS -0.208 -0.303*** 0.221* 0.211*

CF→NS 0.195 0.267* -0.730** -0.016**

CI→PM -0.075 0.057 -0.461* 0.131

CI→PP 0.115* 0.014 0.121 -0.171

CI→AS 0.088 -0.297*** 0.067 0.204**

CI→NS -0.245 0.363** 0.072 -0.038**

CC→PM 0.183** 0.230 0.005 0.189

CC→PP 0.248* -0.190 -0.035 0.218

CC→AS 0.06 -0.349*** 0.122 0.001

CC→NS -0.049 0.069 -0.221 -0.057

PM→AS 0.213 -0.241 -0.065 -0.499*

PM→NS -0.189 -0.033 -0.209 0.531

PP→AS 0.007 -0.038 -0.089 0.325

PP→NS -0.002 -0.129 -0.135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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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环境在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与

生计策略的关系中也起到调节作用。首先,气候变

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和生计策略都表现出农业补贴

差异。一方面,有补贴组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气

候变化信息感知对生产管理适应的系数明显低于无

补贴组,也就是说农业补贴会降低农户采取适应性

行为的激励。另一方面,有补贴组中气候变化事实

感知对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相比无补贴组增加、对
非农策略的路径系数相比无补贴组减小,说明农业

补贴会使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倾向于坚持以农

业作为主要生计策略。再者,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

策略表现出农业基础设施差异。气候变化事实感知

和信息感知对农业生计策略的路径系数差异均显著

大于0、对非农生计策略的路径系数差异均显著小

于0。这说明,相较而言,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组的

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事实感知和信息感知时更倾向

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转向其他类型生计策略的激

励更小。由此可得,假设H5和H6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考虑气

候危机对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其生计的影响具有重要

的现实价值。传统意义上农户可持续生计极度依赖

以自然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活动,气候危机造成

的自然资源配置变动使得农户对此极为敏感。理清

农户对气候变化各方面感知与其生计策略之间的关

系,有助于科学制定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提升农户的

生计水平。但目前已有文献对气候变化感知和生计

策略之间关系的讨论仍然不足,特别是缺少气候变

化感知对生计策略具体影响路径的研究,难以起到

有效指导实践的作用。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昭通市大

山包镇364份居民调查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气候变化感知、适应性行为对农户生

计策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论如下:

1)气候变化感知会显著降低农户采取农业生计

策略的比重,同时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气候变化事实和后果感知对农业策略有显著

负向影响,直接效应分别为-0.184和-0.154;气
候变化信息和后果感知对非农业策略有显著正向影

响,直接效应分别为0.135和0.154。

2)气候变化感知同时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

变量影响生计策略。其中,气候变化事实感知通过

适应性行为间接影响农业策略,总效应为-0.256;

气候变化信息感知对农业和非农业策略同时有间接

影响,总效应分别为-0.058和0.188;气候变化后

果感知对农业策略和非农业策略同时存在间接影

响,总效应分别为-0.279和0.264。

3)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因农户

个人因素而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风险喜好组中,气
候变化事实感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信息感

知对生产实践适应、气候变化后果感知对生产管理

和实践适应的路径系数均高于风险厌恶组,表明风

险喜好者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更强

烈;高信息获取组中,3类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策略

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低于低信息获取组,且气候变化

信息感知对非农业策略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低信息

获取组,表明信息获取能力有助于促进农户了解气

候变化信息,从而改变自身生计策略。

4)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因农业

生产环境而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农业补贴会降低

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激励,同时使其在面对气候

变化时更倾向于坚持以农业作为主要生计策略;高
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组的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事实感

知和信息感知时更倾向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转向

其他类型生计策略的激励更小。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既要清晰认识到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趋势

性,也要防止因此导致农业人力资本流失的可能性。
通过政策手段,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鼓励

具备高知识技能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投身农业生

产。同时,加快推进农业规模化,降低农业对人力资

本的强依赖性,避免生计策略调整对粮食安全的

影响。

2)大力开展农民群体中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科

普和教育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知识,促使农户科学有

效地采取适应性行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村

居民可持续生计水平。

3)发展新型农业,如田园综合体等,推动农业与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气候变化冲击传统农

业生产给农村居民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农户

的弹性和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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