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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准确把握脱贫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提高其生计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视角，利用山亭区农户调查样本数据，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设计农

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聚焦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探讨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之间的耦

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资本总量普遍不高，且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山亭区农户生

计资本内部耦合协调水平严重不足，属于中度失调的等级；山亭区农户生计手段较少，生计稳定性整体

表现偏低；山亭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至初级协调的水平。进而，结

合山亭区实际，提出了促进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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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farmers who are out of poverty to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sus-
tainability leve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this paper used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the Shanting District to desig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statu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who are out of poverty in Shanting District is not high, 
and there is differentiation among attributes; the intern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in Shanting District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which belongs to the lev-
el of moderate disorder; farmers in Shanting District have fewer livelihood options and low live-
lihood stabilit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farmers in Shanting District is at the level of bare coordination to primary coordination. 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who are out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hant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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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指明了方向[1]。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

重视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至 2020 年

末，全国 832 个贫困县，12.80 万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基本解决[2]。2020 年后，行

政脱贫力量逐渐减弱，部分贫困地区内在发展机制又尚未健全，脱贫农户生计基础薄弱、生计策略单一，

返贫风险大大增加[3]。虽然按照目前的标准，绝大多数贫困家庭已经脱贫，但实际上仍有许多不稳定和

边缘化的家庭面临贫困的风险。因此，增强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仍是今后乡村工作的重点之一。 
作为在社会脆弱背景条件下进行谋生的主体，农户的生计由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三部分

构成[4]。生计资本不仅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制定，同时也影响农户生计结果的产生，而农户的生计结果

可用生计稳定性来体现。生计稳定性是指农户在遇到外界或家庭变化时，通过调整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来对抗危机的能力[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农户生计进行了诸多案例研究，以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6] [7]、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8] [9]以及实现农户生计稳定

性的途径[10] [11]等方面，较少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视角探讨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同时，已有研究

往往较多关注生态脆弱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农户生计问题[12] [13]，鲜见关于脱贫地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现

状及其差异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以枣庄市山亭区为研究区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脱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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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继而提出改善其生计现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建设性意见。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山亭区位于枣庄市东北部，地处东经 117˚14'00"~117˚44'20"，北纬 34˚54'00"~35˚19'20"之间，总面积

1018 km2，下辖 10 个镇街，276 个行政村(图 1)。2021 年，全区总人口为 40.67 万，其中乡村人口 25.10
万，占全区人口的 61.49%；地区生产总值为 128.11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778 元，低于枣庄市

的平均水平 29772 元，更低于山东省居民人均收入 35705 元，区域发展亟待加强。山亭区地处山东南部

山区，地势东高西低，山地丘陵面积 134 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 88.60%。耕地面积虽达 31.78 万亩，但

大多为梯田坡地，亩产较低，农业发展受到限制。1985 年，山亭区被列为中国重点扶贫县之一，2003 年

又被选入 30 个经济发展缓慢的重点县名单。此外，该区还是枣庄市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区，省扶贫工作

重点村占全市的 43.90%。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山亭区采取例如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旅游扶贫等多

项扶贫政策，效果斐然。截止 2021 年底，山亭区共有 7.98 万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116 个贫困村全部摘

帽。尽管山亭区打赢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但依然存在隐性的相对贫困，而且 50%左右的乡村人口生活

在产业基础薄弱、交通通达性差的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Figure 1. Location diagram of Shanting District 
图 1. 山亭区位置示意图 

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获取数据。2020 年 1 月，前往枣庄市山亭区进行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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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调研情景完善问卷内容。2020 年 3 月，开展正式调研，并对农户、村委会成员进行访谈。本次调

研的访谈对象主要是户主或家庭劳动力，问卷调查以及访谈大约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对于那些无法自己

完成问卷的人员，由团队成员进行解释说明，并协助他们完成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选取 29 个行政村，

发放并回收问卷 355 份，有效问卷共计 329 份，有效率达 92.67%。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基本现状；农户

生计资本状况；农户的生计选择情况。 

3. 研究方法 

3.1. 生计资本测算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前人研究成果[14]，结合枣庄市山亭区农户实际情况，共选

取 15 项评价指标，构建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dex and weight tabl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Shanting District 
表 1. 山亭区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及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人力资本 
(0.0675) 

家庭劳动力数量(0.0273) 家庭参与劳动的人数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0.0297)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0.0105) 劳动力接受的教育水平 

物质资本 
(0.1498) 

住房类型(0.0034) 家庭房屋材质 

家庭住房面积(0.1396) 农户的家庭住房状况，用房间数量表示 

家庭耐用品数量(0.0068) 农户家庭拥有的耐用品种类 

金融资本 
(0.3116) 

家庭年收入(0.1375) 农户家庭年收入状况 

家庭借款问题(0.1485) 家庭借款数额 

贷款是否方便(0.0256) 资金贷款的便捷程度 

自然资本 
(0.2062) 

耕地面积(0.0548) 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 

林地面积(0.1514) 家庭拥有的林地面积 

社会资本 
(0.2649) 

亲朋好友关系(0.0042) 农户与亲友的相处情况 

村民组织参与(0.2182) 是否参与合作社等组织 

社区活动参与(0.0356) 社区活动的参与状况 

对周围人的信任(0.0069) 农户对周围居民的信任状况 
 
人力资本主要代表文化、健康和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计资本。本文选择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

员健康状况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物质资本主要指用于农户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

采用住房类型、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耐用品数量进行衡量。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利用的资金以及可获得

的信贷机会，衡量指标为家庭借款问题、家庭年收入和贷款是否方便。自然资本被广义的定义为资源的

流动和相关的生计服务，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本文选取林地面积和耕地面积进行衡量。社会资本

是指有助于农户社会交往的资源和关系。衡量指标为与亲友的相处情况、是否参与合作社等组织、是否

参与集体活动和对同村邻里的信任状况。 
由于不同指标在量纲和数量变化上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极差标准化法对山亭区农户调研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3]：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2.116055


王鹏 等 
 

 

DOI: 10.12677/gser.2022.116055 547 地理科学研究 
 

ij jmin
ij

jmax jmin

X X
U

X X
−

=
−

                                      (1) 

公式(1)中， ijU 代表 i 样本 j 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ijX 代表 i 样本 j 指标的调研数值； jmaxX 代表 j 指标

的最大值； jminX 代表 j 指标的最小值。 
在对调研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而计算得出山亭区农户生计资本

的数值。计算公式为[6]： 
5 5

1
1 1 1

n

i ij ij
i i j

T P W U
= = =

= =∑ ∑∑                                     (2) 

公式(2)中，T1 代表生计资本总指数； iP 代表各种生计资本值； ijW 代表第 i 种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

的权重； ijU 代表第 i 种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3.2. 生计稳定性测算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生计多样性指数衡量山亭区脱贫农户的生计稳定状况。农户生

计多样性指数通过农户家庭从事生计活动的种类来计算。生计多样性指数越高，农户规避风险能力越强，

生计也就越稳定。计算公式为[11]： 

iK Y Y=                                          (3) 

公式(3)中，K 代表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 iY 代表第 i 个农户拥有的各类生计活动的总数；Y 代表农户

各类生计活动的总数。 

3.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衡量了一个系统或者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水平，反映了系统的发展趋势以及系统

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15]。一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其组成要素的特征，还取决于它们之间的

连接和协调状态。结合相关研究[16]，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如下十级，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表 2.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序号 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序号 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1 0 < D ≤ 0.09 极度失调 6 0.49 < D ≤ 0.59 勉强协调 

2 0.09 < D ≤ 0.19 严重失调 7 0.59 < D ≤ 0.69 初级协调 

3 0.19 < D ≤ 0.29 中度失调 8 0.69 < D ≤ 0.79 中度协调 

4 0.29 < D ≤ 0.39 轻度失调 9 0.79 < D ≤ 0.89 良好协调 

5 0.39 < D ≤ 0.49 濒临失调 10 0.89 < D ≤ 1 优质协调 

3.3.1.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计算 
本文将不同种类生计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程度定义为农户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计算

公式如下[15]： 

( )

1
55

1
1 55

1

ii

ii

P
C

P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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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D C T= ×                                          (5) 

公式(4)~(5)中， iP 代表各种生计资本值；C1 代表生计资本的耦合度；D1 代表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度；

T1 代表生计资本总指数。 

3.3.2.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计算 
本文将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之间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的程度定义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

耦合协调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计算公式如下[12]： 
1
2

2
2

2

K TC
K T

 ⋅
=  + 

                                       (6) 

( )2 1 2 2D C T C T Kβ β= ⋅ = ⋅ +                                 (7) 

公式(6)~(7)中，C2 代表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度；D2 代表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

度；K 代表生计多样性指数；T2 代表生计资本综合值；T 代表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综合评价得分。

在本文中，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重要程度相同，故将二者分别赋值 1 2 0.5β β= = 。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已有研究探讨了农户类型的划分，如 Bakker 和 van Doorn [17]根据年龄、教育程度、财产规模以及

拥有动物的数量等因素将农户划分为四种类型；Nielsen 等[18]以尼泊尔、莫桑比克和玻利维亚为研究区

域，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农户划分为五种类型；国内学者通常采用生计多样化程度、收入来源和聚类

分析等方式划分生计策略类型[19] [20] [21]。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现状，

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非农型。如表 3 所示，纯农型数量最多，

占总样本数的 40.73%；兼农型次之，占 24.92%；农兼型再次之，占 21.28%；非农型数量最少，占 13.07%。

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农户比例远高于非农型，这说明务农依然是山亭区农户最主要的生计方式。 
 

Table 3. Type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表 3.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 

农户类型 划分依据 比重 

纯农型 农业收入为最主要收入来源 40.73% 

农兼型 农业收入比重高于非农收入比重 21.28% 

兼农型 非农收入比重高于农业收入 24.92% 

非农型 非农收入为唯一收入来源 13.07% 

4.2. 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分析 

4.2.1. 生计资本分析 
根据公式(2)计算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山亭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

普遍不高且结构失衡。从生计资本总量上看，农兼型农户的最高，非农型农户次之，兼农型农户再次之，

纯农型农户最低。从生计资本类型上看，农户生计资本呈现出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对较高，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相对较低的特点。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为其属性的特点，在应对未来复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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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时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保优势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从表 4 中可以发现，山亭区农户人力资本

整体偏低，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农户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较差且受教育水平较低，导致农户就业、再就业

能力较弱。同时，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推动下，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到其它地区，进一步加剧

了山亭区农村人力资本的下降。 
 

Table 4. The livelihood capit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表 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项目 纯农型 农兼型 兼农型 非农型 

人力资本 0.0378 0.0359 0.0364 0.0383 

物质资本 0.0332 0.0388 0.0363 0.0353 

金融资本 0.0881 0.0801 0.1028 0.0810 

自然资本 0.0374 0.0431 0.0303 0.0391 

社会资本 0.0512 0.1339 0.0622 0.1073 

资本总量 0.2478 0.3318 0.2679 0.3010 

耦合协调度 0.2151 0.2404 0.2194 0.2324 

4.2.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公式(4) (5)计算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度，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研究区农户的生

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且处于中度失调的水平。生计资本耦合协调性最高的是农兼型农户，为

0.2404；最低的是纯农型农户，仅为 0.2151；排序为：农兼型 > 非农型 > 兼农型 > 纯农型。由此可见，

农兼型农户中各类生计资本之间相关性最强，协调发展程度最高，而纯农型农户则最差。原因在于纯农

型农户过度依赖经济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活动，阻碍了农户投资其它生计资本的机会，从而削弱了生计

资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不可持续的生计资本结构不仅对生计资本的转化造成了无形的障碍，而且

制约了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4.3. 生计稳定性分析 

根据公式(3)计算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稳定性指数，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山亭

区农户生计稳定性指数集中在 1~3 之间，生计稳定性整体表现较低。生计稳定性呈现出农兼型 > 兼农

型 > 纯农型 > 非农型的特点，主要原因是纯农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的生计方式比较单一。纯农型农户

的生计重心为传统农业经营，粮食种植与果园种植是其主要的生计手段。而山亭区地处鲁南山区，山地

面积较大，耕地面积较少，粮食作物产量普遍较低，传统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非

农型农户主要是经过城镇化、水库移民等过程转化的，他们的生计方式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农业用地

大多弃耕或出租给其他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较低。 

4.4.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公式(6) (7)计算得到表 5 所示结果。整体来看，山亭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的耦

合协调度不高，差异较小，介于 0.51~0.63 之间，涵盖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两个层级。其中，农兼型农户

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 0.6270，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其次是兼农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 0.5881，处于勉

强协调水平；然后是非农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 0.5268，处于勉强协调水平；最后是纯农型农户，耦合

协调度最低，为 0.5162，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只有农兼型农户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其他三种类型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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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于勉强协调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农兼型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打工和经商等方式为辅的多种生计方

式，实现了收入效益的最大化，增加农户生计资本总量，进而提升了农户生计稳定性。 
 

Table 5.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表 5.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 

项目 纯农型 农兼型 兼农型 非农型 

资本综合值 0.0495 0.0664 0.0536 0.0602 

生计稳定性 1.4328 2.3286 2.2317 1.2791 

耦合协调度 0.5162 0.6270 0.5881 0.5268 

5. 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山亭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较低，尤其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较为匮乏；传统单一型的农

业生产不足以完全支撑农户家庭的生活需求，多元化的生计方式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推动脱贫农户生

计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质量以及存量，更要营造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建立多元

化的生计体系。建议山亭区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改善生计资本现状，提高生计资本质量。首先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提高乡村

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其次要加快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速度，充分发挥山亭区地形的优势，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农业；最后，利用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助推山亭区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推动地方

产业结构改革，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2) 兼顾农户需求，提升农户生计稳定性。鼓励脱贫农户提高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打造例如樱桃、板

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并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有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

的技能培训工作，增强其就业能力，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渠道；政府要尊重农户意愿，合理引导农户

实现兼业化的生活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计途径。 
3) 完善基础保障，构建脱贫长效机制。政府要着眼于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薄弱地区基

础设施的建设，严格落实脱贫考核制度，建立脱贫农户动态监测机制，防止出现返贫现象。推动乡村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切实缩短城乡数字鸿沟；改革与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制，减轻农民负担。 

6. 结论 

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偏低，样本均值介于 0.24~0.34 之间；生计资本在属性上存在差异，

呈现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相对匮乏，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丰富的特点。农户生计资本

耦合协调程度较差，可视差异较小。农户收入来源较少，生计多样性指数偏低，生计稳定性普遍不高。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纯农型、兼农型、非农型农户仅处于勉强协调的水平，

生计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限制。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改善生计资本状况，提升农户生计稳定性，建立

脱贫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为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思路。 

7. 讨论 

从调研区的情况来看，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稳定性有待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有待加强。不同类型

农户之间的差距还需进一步缩小，农户整体生活水平还需不断提高。作为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主

体，农户不仅要重视生计资本的协调发展，更要重视生计稳定性的提升以及生计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

单纯考量与评价农户生计资本水平的高低，本文旨在探索山亭区脱贫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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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关系，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更具现实意义。此外，进一步剖析脱贫农户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形成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系统性认识，是本研究后续探索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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