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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There are 2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mitigating and adapta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China) has made achievements significantly on 
mitigating strategy, but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ons generally are inadequate, especially 
in rural community adaptation.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lack participatory concept and gender 
perspective, or are limi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in 
terms of living level. Taking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using participatory rural work me-
thod and gender concept, the research assessed the adaptation on climate changes in rural area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which provided me-
thods for national agriculture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Method: Seven villages in vulnerable 
climate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for 
vulnerability research, and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climate change of government in Shaanxi pro-
vincial were surveyed and interviewed. Result: The trend of climate changes in Shaanxi province 
is the same as that generally expected in northern China. While impacts are clear, farmers are al-
ready adapting. Households are diversifying income sources as the climate becomes more variable. 
Household adaptation decisions however are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support systems. Develop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adaptation requir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five main areas: 1) ac-
cessing the climate and weather information; 2) improving disaster management; 3) increasing 
water access; 4) improving agricultural support systems; 5) constructing adaptive capacity. In 
view of the vulnerable climate in rural area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adaptive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re on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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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两种策略，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和行动上效果极其显

著，但在适应策略和行动上普遍不足，特别在农村社区的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缺乏研究和行动。国内已有

的研究往往缺乏参与式理念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或者仅仅局限在生计层面评估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本研究将以陕西为例，用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和社会性别理念，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上，评估农村适

应气候变化状况、分析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案例和方法。方法：在持续发展生计

分析框架基础上建立了含有74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在陕西省3个不同气候脆弱区选取7个县7个村庄进行

了参与式农村适应气候变化评估，找出气候影响关键因素与关键生计种类，用多目标综合决策方法对农

村气候变化脆弱性进行评估。结果：陕西省气候变化与中国北方气候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因气候变化，

陕西省农村社区的适应能力也在发生改变。随着气候变化更加剧烈和无常，农户适应策略和收入来源也

多样化。农户的适应决策受到政策、制度支持系统的影响，表现在5个方面的需要：1) 获得相应的气候

和天气资料，2) 加强灾害管理，3) 增加水源，4) 改善农业支持系统，5) 适应能力的建设。鉴于农户

的气候脆弱性高，适应策略应当更集中于农村社区，同时政府对农户的投入是实施有效政策干预所必不

可少的策略。 
 
关键词 

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减缓，脆弱性 

 
 

1. 引言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是世界上气候影响最敏感的地区之一[1]。近 50 年来已经经历了气候变化的

影响，包括温度升高和降雨的减少，同时，暴风，干旱，洪水，暴雨，大雪，以及突如其来的霜冻和冰

雹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2]-[6]。这些不利影响对陕西农业和农村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 
贫穷是气候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因为穷人缺乏预测气候灾害影响的能力、缺乏减少风险投资的

战略能力，也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手段，他们获得公共服务、进入社交网络和使

用公共资源能力缺乏[7]-[10]。因此，气候变化成为阻碍发展、公平和社会公正的问题[11]-[14]。 
事实上，农村社区面临包括干旱和洪水等众多气候影响。然而，气候变化将产生新的风险，改变我

们曾经了解、制度有效地运行的总体状况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农村社区要继续成功地适应气候变化就

要基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府的支持[15]-[18]。因此，农村贫困人口是否能够成功地适应气候变化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和政策来降低气候脆弱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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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有关农村贫困社区和人口气候脆弱性评估仅仅局限在生计资本或自然资源单一资本[20] 
[21]，统计体系也没有反映其规模大小、地理分布、贫困特征，也没有气候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和性别适应

气候变化战略或政策[22] [23]。本研究目的是透过社区、家庭的脆弱性评估，填补国家及陕西省农村气候

变化适应性空白。 

2. 方法 

脆弱性评估是在陕西不同气候脆弱区域[24]选择 7 个农村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图 1)，通过全体村民

半结构访谈、绘出社区资源图、大事记、不同性别和人群分别绘出农事历与灾害种类及强度、应对措施、

灾害排序与打分等参与式方法[25]，分别找出社区自然资源资本种类、金融资本种类、农业气候影响关键

因素和关键生计种类、通过社区关系图找出社会资本种类、入户访谈等方法获取物资和人力资本种类与

数量。通过上述调研结果建立农村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表 1)。再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多目标

综合决策方法[26]，分析和确定资本资产的积累与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计区。 
选择调查点的依据有三：一是调研地点必须在气候脆弱区(图 1) [27]-[35]；二是必须是贫困县或对照

县：三是代表生态和产业结构。 
 

 
Figure 1. The selecting location in different climatic zones (Wubao County and Shenmu Counties—drought vulnerability 
District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Tongchuan and Changwu Counties—drought and semi-arid fra-
gile area in Guanzhong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in Shaanxi Province; Ningqiang and Langao Counties—floods fragile areas 
in southern Shaanxi) (quote from the Shaanxi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Bureau) 
图 1. 不同气候区域选点图(吴堡县、榆林代表陕北黄土高原干旱脆弱区，铜川、长武代表关中北部和西部干旱半干

旱脆弱区；宁强、岚皋县代表陕南涝灾脆弱区——引自陕西省气象局)。眉县为对照县、关中中部(未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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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dex system estimated of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ommunity (2012.08-2013.03 from Shaanxi) 
表 1. 农村社区脆弱性评估重要指标体系(2012.08~2013.03 陕西) 

资本 

类型 
变量 内涵 

资本 

类型 
变量 内涵  

X1-人力

资本 

x11 老人占人口比 

X3-社会

资本 

x31 气候信息可获性 

x12 劳动力性比 x32 市场信息可获性 

x13 劳动力文化程度 x29 技术支持可获性 

x14 外出打工比例 x33 合作社有无作用 

x15 光棍人数比例 x34 合作社的参与度与知晓率 

x16 劳力/亩 x35 社会资源帮助 

x17 农业保险 x36 村内社会组织 

X2-金融

资本 

x21 打工收入比  x37 社会保险低保难易 

x22 纯农业收入  x38 灾害补贴有无 

x23 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 

X4-自然

资源 

x41 人均耕地面积  

x25 信息 x42 出租土地，租别人地 

x26 价格决策程度 x43 作物种类 

x27 政府补贴 x44 土地使用情况 

x28 贷款难易程度 x45 水资源使用情况 

x29 农业生产保险   

X5-物质

资本 

x51 家禽家畜数 

 

x54 抗灾强度 

x52 道路 x55 农用车与交通工具 

x53 房屋 x56 水资源获取 

3. 结果与分析 

3.1. 陕西气候变化及对未来农业的影响 

同全国一样，陕西省气候变暖趋势明显。年平均气温上升了 1℃~1.6℃；降雨明显减少；平均降雨量

减少 10%~20%；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强度加大，包括热浪、干旱、洪水、大雨、沙尘暴、冰雹和霜

冻；夏季高温，已打破了历史纪录(陕西省政府，2008)。干旱更加频发，遭受旱灾的地区在不断扩大(Wei，
2012)，导致沙尘暴更加频繁，沙漠化加剧，地下水位降低。 

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和

农村居民的生计产生很大的影响(陕西省发改委，2011)。气候变化将使冬小麦产量平均下降 10%~15%，

玉米将下降 3%~6% (J.Wang 等，2011)。预计光照将增加，也会对农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水果、玉

米和小麦的生产将进一步向北扩展(J.Wang 等，2011)。但这不可能抵消对产量的负面影响以及因灾害造

成的歉收。 
此外，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将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干旱和降雨减少使得河水流量减少。根据 IPCC 的

资料，气温上升 1℃，灌溉用水就要增加 6%~10%。对于陕西省来说将面临缺水 15 亿立方米，包括农业

缺少 7~8 亿立方米(Min 和 Han，2008)。2020 年，预计缺水达到 35 亿立方米(Min 和 Ha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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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脆弱性与适应能力分析 

3.2.1. 农村社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 
在所调查的乡村中，村民们都经历了逐渐升高的气温与更多变的天气(表 2)。由于气候变化、发展政

策和制度等综合影响，农业生产已经严重萎缩，降低了农业收入与粮食安全性。降雨类型的变化导致在

农业生产关键时期降水过多或过少。在陕北和关中，干旱导致作物与水果最高减产达 70%，家庭收入也

因此相应缩减。由于陕南农村农田排水系统缺乏或不畅，暴雨淹没农田，毁坏幼苗，甚至导致庄稼颗粒

无收和次生灾害[35] [36]。在宁强 2012 年至少有 70%的玉米因暴雨而减产，导致饲料来源减少。在吴堡

2012 年早春的降雨影响了枣树授粉；冬季相对温暖，又使越冬病虫害基数增加，加剧了病虫害，进一步

影响了收成；枣树生长需水时期恰逢最干旱的时节，延缓了栆的生长；而收获季节则频繁降雨，导致成

熟的枣开裂，减产 70%~90%，进而影响其价格。气候变化使作物减产，农民已经不再种植某些作物或果

树，虽然这些作物与果树曾给他们带来过稳定的收入。 

3.3. 农村社区对气候变化的自发应对和适应策略 

气候变化对农村社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对此已经适应。调查发现：农户所作

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决定是根据收入与政策、制度支持体系进行的：适用气候变化的策略包括改变耕种时

间、用其他作物替代、使用抗旱、抗病虫品种，修建排水沟渠。在铜川、长武小麦播种时间提前了 7~15
天。为应对干旱的气候，陕北、关中农户采用包括地膜玉米、地膜小麦、在土壤上铺一层碎石等措施适

应干旱。吴堡农民用水车来灌溉土地，但由于水资源缺乏，不是长久之计。农户用国家的农资补贴普遍

用上抗旱抗病虫害品种和地膜等。然而，这些补贴不足以使贫困家庭负担相应的成本。神木农民用塑料

水管将水从灌渠中引出以减少蒸发。所有这些措施既费时又费力。对于贫穷家庭无力投资，限制了他们

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导致贫困加剧。这一证据表明，如果有恰当的工具与社会保障网，农民

们可以应对风险。 

3.4. 农村社区应对气候长期变化的措施 

由于市场经济的调节，传统的粮食作物已经被更为集约的经济作物与饲料作物的农业系统所替代，

政策与气候变化的综合作用使农业产业结构和作物布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干旱的陕北农民已经停止了荞

麦、小麦等禾谷类的种植；陕南由于持续的降水和玉米种植可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农民放弃了小麦转向

大量生产周期更短的玉米等作物，以避开春季的霜冻[37]。神木部分家庭开始种植树苗，以弥补谷物减产

的损失(表 3)。 
种植制度已经适应了天气的变化。在岚皋县农民们已经放弃了油菜的种植和桑蚕的养殖。因为新品

种油菜受降雨的影响，产量降低；老品种虽然抗病性较好，但产量更低；家蚕需要较长的生长期以及温

暖干燥的天气。这些因素与市场的驱动一起，导致了小麦价格低、桑蚕价格不稳。 

3.5. 农村社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 

随着气候变化更加无常，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也多样化。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是农业收入的两倍之

多。农户家庭已经对这种收入模式产生了依赖。在所有的调查村庄中，大部分外出打工的是男性(表 4)。 
劳动力流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并且可以缓解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影

响；然而，依赖打工收入来源的家庭容易受到波动，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而留守的农民无法在其有限

的土地上获得足够的收入，同时也由于劳动力与其他资源的缺乏，很多家庭的适应策略已经变得不可行。

例如，牲畜的饲养是可能的收入来源，然而由于劳动成本较高，不得不放弃。劳动力的流动同样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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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o the villages and the villagers demand 
表 2. 气候变化给各村带来的影响和村民的需求 

村

庄 预计变化 对生计的影响 短期需求 

神

木 
温度升高，尤其是夏季，

增加了干旱 

产量下降、农作物歉收、灌溉与饮用水供

应不足、收入降低、发病率增加、粮食安

全性降低削弱 

灌溉，持久的电力供应，额信贷支持，技术技能

的培训，农业机械，打井 

吴

堡 
气温升高(尤其是冬季)，
降水量、病虫害增加 

枣类歉收、收入的减少、疾病发病率的增

加、威胁粮食安全 
栆类品种多样，病虫害控制，修葺旧屋舍，种植

其他替代作物如红洋葱 

眉

县 

气温升高、干旱加剧、持

续降雨、风灾，对化肥农

药的依赖增强 

减产、大棚被吹倒、重茬、渭河洪涝使种

植受限、收入减少、疾病发病率的增加、

威胁粮食安全 

治理渭河支流——饮马河与西沙河，草莓、猕猴

桃等水果新品种，技术培训，替代作物或水果 

长

武 

气温升高、秋季降水增

加、终年温度变化的减

少、虫害的加剧 

产量降低、歉收，收入减少、疾病发病率

的增加、粮食安全性降低 
农业与气候适应的培训，生计多样化，改善道路，

水库利用，改善气候与市场信息可及性 

铜

川 

气温升高(尤其是夏季)、
干旱加剧、强暴风雨、植

物病虫害的增加 

产量降低、苹果产量与质量的下降、苹果

和作物的歉收、收入的缩减、水资源的减

少、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粮食安全的削弱 

农业技术与技能的培训，包括提高土壤质量、减

少病虫害、果园管理、杀虫剂使用、恰当农作物

的选择等技术，水资源利用的改善，喷灌的使用 

宁

强 
气温升高、极端天气事件

的增加 
产量降低、作物歉收、收入减少、疾病发

病率的增加、粮食安全的削弱 

农业技术与技能的培训，包括动物喂养、蘑菇种

植，建立排水渠道，改进道路状况，水资源的利

用 改进种子品质 

岚

皋 
气温升高、干旱与持续降

雨 
产量降低、作物歉收、收入减少、难于取

水、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粮食安全的削弱 
获得资金支持，农业技术与技能的培训，包括果

树种植与牲畜饲养，抗逆品种的供应 

 
Table 3. The rural community, its risk coping strategie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表 3. 农村社区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策略和适应策略 

风险 应对策略(短期) 适应策略 

气温越来越高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地膜、塑料水管(SM) 
在土壤上铺设碎石子以减少蒸发 

降水方式改变：强降雨

或该降不降，不该降时

却降 

在雨季之前抢收 
补种 

玉米等代替小麦、改变收获与播种时间、停止种植水稻、改种花生

等其他作物、用早熟品种或生长期更短的蔬菜、放弃油菜种植和蚕

桑、生猪养殖、外出打工 

干旱越来越频繁 增加灌溉、补种、该种其他作

物、销售家畜、挖掘深井 耐旱的种子 

暴风与暴雨的增加，导

致了洪水与滑坡 

补种、借种、搭架子固定植物

挺立、在暴雨之后加固围墙、

修排水沟 

建造排水沟、提前种植时间，以避开雨季、作物多样化、使用抗倒

伏作物品种、 
间作 

霜冻越来越多频繁 使用烟雾 
抗霜冻 

种植生长期更短的谷物 
对谷物植物进行修剪 

病虫害越来越猖獗 采用更多的农药 对树木进行修剪、清园、喷撒草木灰 
焚烧秸秆、减少病虫害越冬场所 

 

女性负担的加重，她们不仅需要留守在家照看老人与儿童，同时还要照料农田。 

3.6. 社区农户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及获得制度上的支持 

3.6.1. 气候信息的获得 
农民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天气信息，包括电视、电台、村庄广播系统等，有些还可以接收气象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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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in migrant workers 
表 4. 陕西农村社区外出打工的比例与女性外出打工所占比例 

地区 陕北 关中 陕南 

村庄 神木县高、圪堵村 吴堡县，秦家圪崂村 长武县 
宇家山村 

铜川地区 
安村 

眉县 
槐西村 

宁强县 
罗全岩村 

岚皋县 
吉安村 

打工的比例 26% 17% 45% 90% 30% 55% 15% 

女性比例 41% 43% 40% 37% 41% 33% 35% 

 

省防洪办发出的短信，电视是信息传递的最可靠方法。有些家庭参照气候信息制定耕作计划。然而，有

些农民抱怨缺乏山区精确的气象信息，如天气预报仅仅能否预报到霜冻出现的大致时间，但不同的地块、

种植制度等不同，这样的预报实际应用的意义不大。天气预报对短期计划很有帮助，却无法向农民提供

长期生产规划决策的相关气候信息。由于缺乏预报霜冻的精准信息，农民很难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作物。

农民或村干部不知晓有关长期气候趋势的气象信息，因此只能依照过往的经验进行决策，而这已经不再

可靠。 

3.6.2. 灾害管理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大部分调查村庄中并没有建立应急方案或语境系统。村民们感觉他

们并没有能力应对灾害并避免受到气候事件的影响。目前，农村社区发展规划与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并

不相符。村干部对村中容易受到灾害影响的区域了如指掌，然而没有能力去解决资金和政策、制度上的

问题。这表明，目前我们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一个灵活且循环的规划体系，以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与气

候引起的变化相关的问题。在铜川、岚皋的两个村庄有气象大喇叭应急方案，可以为在可能遭遇极端天

气事件的村民发出预警。其他五个村中的大部分应急方案资源都用于应急救助与灾后重建。对农村房屋

修葺进行补助政策是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长远眼光的政策之一。 

3.6.3. 农村社区的用水供水系统 
在所有的受调查村庄中，水资源的利用都是一个大问题，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农业的可持续

性。在七个村庄中，有五个位于半干旱气候中。不同的村庄之间，水资源的利用、可用度以及基础设施

与需求都不尽相同，而现有的基础设施与管理体系明显不足。神木县高圪堵村是调查村庄中具有灌溉设

施的村庄。然而，此设施需要各家轮流使用，即便是在陕南两个村庄中，虽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降水都

比较充足，但是水资源的分布依然不均衡。有些家庭已建造水窖收集雨水以弥补水源不足，有些村庄还

有一套从邻村调水以补足水需求缺口的非正式系统。如宁强罗全岩村四组 2010 年安装了自来水，而另外

三个组则使用水窖来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当水窖水不足时去到四组调水。由于水资源有限，需求越来

越大，且气温升高蒸发加剧，所以，对水资源的管理则显得至关重要，因曾有社区为用水村民之间发生

殴斗等社会不安现象。 

3.6.4. 农业支持系统 
政府通过农业补贴、保险、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扶持，以缓解缓解气候风险。然而，

由于执行机制的不充分，最需要扶持的村民往往从中受益有限。除了眉县调查村外，其他所有村庄都要

面临市场的挑战。供应链中中间人的力量、小农经济、道路设施的不足以及合作社运作效果等因素影响

了农业产品的价格以及农民参与定价的能力，减少了农民的家庭收入。调查中有五个村庄建立了合作社，

眉县的合作社在开发市场以及定价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合作社由农村中地位突出的人管理，贫穷的

农民被边缘化。其他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大多没有在官方注册或者并没有建立利益分享机制，社员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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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资金安全问题。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政策和资金扶持，合作社进行共同投资、清除市场障碍以及风

险共担等能力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在铜川安村，农民很难通过农村信用社获得信贷，很多村民至今仍然依靠不正规的贷款网络进行资

金筹措。表明：农民们缺乏满足基本农业需求的备选筹资渠道。在长武，村庄内部建立“基金互助合作

社”，以简化贷款流程，然而村民认为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对于年龄超过 60 岁的农民而言，获得

信贷尤为困难，而这些人是社区需要资金支持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 
调查发现，很多农民都要求培训，然而并没有特别技术与最佳管理实践进行培训的机制。在岚皋、

铜川等地，农技部门对核桃、板栗的种植提供了培训，对象主要是农村主要劳动力——妇女。 

3.6.5. 适应能力建设 
调查结果表明，农村中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群体为最贫困的、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妇女、儿童

以及老人，他们是在主要留守群体[38]。这种脆弱是由村庄外部更大的社会、政治或经济体系而引起的，

限制了家庭层面的应对能力。因此，需要在这些村庄中帮助村民建立适应能力，以保证他们更好地应对

气候变化以及快速变动的农村社会的其他风险。 
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村发展的基本需求与社会保障，所调查的村庄都已经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系统，

但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投资和职能部门与人员的尽责。所调查的贫困山村迫切需要基本水资源和道路等基

础设施投入，因为他们的基础建设投资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平川修 1 km 道路，10 万元打底子(砂石路)
在贫困的秦巴山区却要 40~50 万。 

适应能力比基础设施更难实现，并且需要考虑村庄之内、之间以及乡村与城市中心等的不均衡性。

社区的能力与社会的凝聚力也是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宁强，村民们在危机时彼此帮扶，并且与邻居

以及社区一起共同利用资源。村庄中，行政管理部门同样也是支持的来源。个别村庄缺乏此类社区网络，

在解决社区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时，村民们感觉到无助。虽然村民们面对气候风险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

但没有可体现优先级以及决策机制。在社区重大决策时，妇女通常因家务等不能参与而被排除在外。由

于目前大部分留守村民都为妇女，这一问题日益严峻。在决策中，应当听到妇女的呼声。 

4. 结论 

陕西省农村社区的适应能力因气候变化以及同时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密

切相关。气温上升、降水量减少，影响了雨养农业的需水与用水。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和强度加大还造

成了巨额的社会经济成本，其中包括毁坏房屋、作物和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干旱、洪水、沙尘暴和风暴。

小气候的变化将影响病虫害的入侵和大发生，从而影响陕西省果业、农业的发展。然而气候变化影响各

村之间以及同一个村之内明显不同，其在风险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使得脆弱性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在气候不确定性日渐严重的当今，农村社会在农业结构、减少劳动力流动限制以及增加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气候变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所有的乡村都需要劳动力流动来弥补农

业收入的缺口。当前及未来气候影响逐渐加剧，贫穷、健康状况差以及水资源的缺乏与制度的缺乏等复

杂、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业易受气候变化的波动，因此，农村社区与社区组织的能力对于实现

适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38]。 
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实践之间显著存在缺口，不仅中国，全球范围亦是如此。政策的制定应该更

加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关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仅停留在专有部门和理论界。政府将农业适应定位为“增加

农业的适应能力以确保粮食安全”，通过开发耐干旱品种，去除影响粮食安全的多种要素影响，让农户

切实参与粮食的经济与实际操作等干预措施。这种重新定位需要物价支持、信用使用以及社会保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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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策的支持。而这首先要满足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户的适应性需求，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农业的

家庭以及贫困者、妇女、儿童与残疾人。实际上，气候的脆弱性正在恶化着这些群体目前易受影响的情

况，让本已举步维艰的生活更加困难，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持。 
陕西省已经在制度上具备了解决这些农户适应变化需求并进行执行的能力，虽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需要将当前的工作与当前的管理架构通过恰当的合作与协作等刺激因素与平台进行关联。 
灾害管理需要整合到发展目标中，对于适应能力的规划将确保气候风险在现有策略的控制之下，气

候适应方案同时需要考虑灾害的性别影响，有确切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风险，而这一涟漪

效应将会扩散到整个社区。 
实施证明，如果没有政府有针对性的措施与规划，一些创新措施很少传达到那些易受影响的群体中。

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所列出的大规模干预措施相比，小农经济需要不同的灌溉与水资源

管理实践。由于水资源的使用是整个陕西省以及所有被调查村庄所面临的问题，水资源的管理成为重中

之重。适应性是一个多层面的任务，当地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帮助家庭应对气候风险。鉴于农户的

气候脆弱性高，而主要适应政策领域为农业、水资源和灾害管理，适应策略应当更集中于农村社区，同

时对农户的投入是实施有效政策干预所必不可少的。 

5. 建议 

5.1. 综合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制定与协调 

通过评估长期与短期气候风险的叠加过程，将适应措施纳入开发、农业、灾害与水资源规划中通盘

考虑；对削弱当地男性与女性适应能力的气候风险进行评估；创建可以听取易受影响群体(尤其是老年人

与妇女)声音的机制，以对支持农村响应与适应能力的措施进行整体设计；建立具有创新灵活结构的资金

扶持渠道，鼓励民间社团以及研究机构参与，并推行政府部门间的横向协作。 

5.2. 从气候信息的传播到气候知识的普及 

提高跨部门获得并分析气候数据的能力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以便为所有层面上的决策提供信息；创

建学习、共享与培训机制，以确保所有的相关机构都可以获得信息与知识，并且使信息符合各利益相关

方的要求，同时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形式提供。政府官员以及部门与社区的培训与能力建设；在政府

机构、民间机构以及致力于适应实践执行的地方团体之间建立本地网络，以创造共享、学习与获得知识

的平台。 

5.3. 减少灾害风险 

根据气象信息与预测，优先提升农户以及农村社区适应长、短期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整合所有层

面的发展、气候变化适应与灾害规划，用于对现在及将来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学风险指标的评估；扩

大社会保障网络，提高效率；通过强化相关政府机构之间、民间组织以及乡村的协作，实现跨部门学习、

分享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根据对社区技能与资源的充分评估，设计政策激励机制，鼓励采取经

过实践检验的好经验，如耐干旱品种的引进、土壤修复、生态农业以及生计多样化等。 

5.4. 水资源与利用管理 

对短期和长期家庭与农村社区水资源利用与可用度进行评估，以制定协调的水资源管理方案与实践；

提升并支持乡村层面的能力与权限，以对水资源进行可持续的公平管理，进而强化极端缺水社区的适应

能力；开发并执行经过验证的工具与管理措施，以提升对水资源的本地管理以及解决用水冲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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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建立有效的水资源协会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与审查等。 

5.5. 发挥农业扶持系统的作用 

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对农业扶持系统有优先使用权；评估本地对信贷、协助以及补贴的需求，

以提高适应能力，尤其是妇女与老年人的适应能力；推行有效的合作社组织，以减少家庭的风险与费用、

增加收入、提高生计的可靠性与投资能力并将合作社的发展与社区的需求与政府的方向密切结合；开发

对服务进行拓展的机制，以对本地需求进行评估与响应。 

5.6. 提升适应性与适应能力 

对农户多维度脆弱性进行评估，以设计、执行并评估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生计资产的能力；执行相关

政策，以增强当地凝聚力与适应性，如提供教育、卫生保健，让男性与女性都可以参与公共投资决策等。

强化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如留守的老年人、儿童与妇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为职业技能的提升提供便利，

以实现谋生手段的多元化。 

6. 讨论 

本研究的重点是农业生计的脆弱性以及为解决此种脆弱性的制度能力，另外还有气候变化对健康的

影响以及为解决气候风险而建立的各级民间组织。本研究期望为省政府制定未来的适应政策提供理论依

据。 
重要的是陕西农村社区正面临多种风险以及环境和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气候变化只是加剧农村社

区脆弱性的许多影响之一，不可能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分离开来。 
由于不同人共同利用参与式方法进行农村入户调查，各个村的条件不同，时间安排不同，有关风险

认识问题可能也有差异，包括一些偏见。向农户询问有关收入的问题通常难度很大，有关支出和收入的

数据很有可能被夸大。为了了解其他创收途径，调查中还增加了一些问题，包括农业机械、住房类型和

圈养动物种类。从重点群体和入户调查的资料看，最脆弱的显然是那些最默默无闻并且通常在理解和回

答问题方面有困难的群体。这个群体通常需要求助于其他家庭成员来回答问题，这样的回答并不完全是

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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