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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户生计资本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
*

———以四川省红原县和若尔盖县为例

蒋振1，2，靳乐山1，2

( 1．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2．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

提 要: 从牧民生计视角看，草原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牧民的兼业化能力，减少牧民对草原畜牧业收

入的依赖，降低对天然草原资源的消耗。本文基于四川省红原县、若尔盖县 651 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排序选

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牧户生计资本对其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表明: 人均住房面积、草补收入、家庭

总收入对牧民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 劳动力人数、牦牛存栏量、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程度对

牧民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有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应尽快开展草地资源普查和确权工作，强化草地使用面积和牲

畜存栏量挂钩管理，提升草原补奖标准，加强牧村定居点建设，发展绿色产业提供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吸纳牧区

劳动力进城工作和生活，有效提升牧民多元生计能力，降低对天然草原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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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和 2016 年，我国先后启动了两轮为期 5 年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提升了牧民的草原

保护意识，草原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1］。牧民畜牧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草原地区长期存在的

一对尖锐矛盾，牧民是草原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同时也是草原生态保护的主要参与者，牧民在生产中的超

牧行为是造成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2 － 3］，所以，建立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平衡和解决好牧

民生产与草原保护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拓宽牧民的多元生计方式，增加牧民收入，减少对传统草原畜牧

业收入的依赖，并减少畜牧业对天然草原资源的消耗，促进牧民生计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目标双赢结果的

达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政策目标是保护草原生态，但是鉴于存在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生计之

间的冲突，不考虑牧民生计问题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2］，草原生态补偿影响着牧民的生计资本、转化结

构与过程、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4］，牧民的生计方式又影响着生态保护的成果［5］。张倩( 2016) 通过在内

蒙古的研究发现，在草补政策实施以后，一些地区的牲畜数量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增加，结果明显与草补的

政策目标背道而驰［6］。总的来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改善牧民生计的作用［7］，并

表现出了较强的普惠性［8］，对牧民的减畜意愿起到了激励效果［9］。在禁牧和草蓄平衡制度的约束之下，

减少牧民天然草原养殖的牲畜数量是必然趋势，促进牧民的生计策略从单一的依赖草原畜牧业向兼业化

的方向演进是核心手段，可以说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在

牧民生计活动选择多元化条件下，才能有效的降低牧民对畜牧业收入的依赖，并同时获得可以满足解决自

身生计需要的家庭收入，牧民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机会才能具有更强的稳定性，禁牧和减畜措施的顺利实

施才有了现实基础。胡继然等( 2019)、巍馨柔等( 2020) 研究发现，牧民拥有的生计资本禀赋是影响其选

择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10 － 11］。蒙吉军等( 2013) 分析了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探讨

了退耕禁牧政策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发现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丰富的农牧户往往倾向于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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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物质和自然资产丰富的农户往往更愿意从事农业活动［12］。宋连久等( 2015) 通过对藏北草原的调

研发现，兼业户的生计资本禀赋要好于纯牧业户，拥有较多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牧户其生计策略更多的

依靠牧业，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牧户更愿意选择多种经营方式来获取家庭收入［13］。
谢先雄等( 2019) 研究了生计资本对牧民的减畜意愿发现，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能显

著促进牧民减畜意愿，自然资本则反之［14］。王海春( 2017) 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视角定性分析了生计资本

分析框架内的诸多要素对牧民增收的影响，发现牧户生计资本的匮乏成为牧民增收缓慢的且收入来源结

构单一的主要根源，牧户间生计资本水平的差异是牧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5］。
虽然已有的研究对牧民的生计策略选择进行了多个角度的分析，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提供了

很多借鉴，但仍有拓展研究的空间。一方面，前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第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期附近，新一轮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期间，牧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

以及如何改变值得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牧民生计策略的已有研究在样本量上较少，结果缺少足够的说

服力，本研究有效地扩大了样本量，来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再一方面，本研究在生计资本研究框架内纳

入了草补收入衡量指标，以探究草补政策的金融资本效应对牧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这在前人的研究中

极为少见。本文以牧民草原畜牧兼业化为研究对象，从生计资本框架层面分析牧民在新一轮草原补将政

策期内，其畜牧兼业化的选择机理及影响因素，并得出研究结论，对优化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生计发展政

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意见。
本文主要以英国国外发展部( DFI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SLA) 为基础展开研究，其主要包括

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等组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个方

面［16］。可持续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联系起来，认为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牧户的生计

策略选择，兼业化程度是生计策略的一种体现，本文主要根据牧民生计资本的视角来分析牧民畜牧兼业化

程度的影响因素。在 SLA 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牧民的生计资本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比如劳动力人数、知识

水平、健康程度等; 自然资本，比如承包草地面积、草地质量等; 物质资本，比如牲畜存栏量、住房面积、生产

工具等; 金融资本，比如家庭年收入、存款等; 社会资本，比如亲朋数量、与村委关系等。不同的生计资源禀

赋，界定了牧民拥有的可行能力的范围，决定了牧民生计活动的差异，表现出牧民之间不同的草原畜牧兼

业化水平。本文的草原畜牧兼业化是指由于牧民在草原畜牧业和其他产业中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不同而

形成的生产行为差异，进而造成了牧户之间不同的家庭收入结构。牧民作为理性人，其将根据自身的生计

资本禀赋条件，选择自身最优的畜牧兼业化生计活动，以实现获取家庭收入和生计发展的结果。本文将通

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牧民生计资本的五个维度是如何分别地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影响的。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20 年 8 月份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获取的调研数据。

两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同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若尔盖草

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责任重大。两县平均海拔在 3500m 以上，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川西北

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辽阔，天然草原资源极为丰富，都是以畜牧业为基础和支柱产业的牧业大县，

且是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的重要径流地、上游涵养区。
调研组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开展调查研究，首先在两县分别随机

抽取 4 个样本乡镇，然后在每个乡镇

随机抽取 3 － 5 个样本村，每个村随机

调查 25 － 35 户牧户，采用调研员走进

牧村或远牧点与牧民进行面对面访谈

的方式调查，同时，为提高问卷填写的

表 1 调查样本分布表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samples

县 红原县 若尔盖县

乡镇 安曲镇 邛溪镇 色地镇 瓦切镇 阿西镇 红星镇 辖曼镇 唐克镇

份数 94 52 103 63 69 106 69 95
总计 312 份 339 份

数据来源: 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有效问卷整理。

准确性和真实性，调研组聘请了当地的藏族大学生担任调研员，调研共获得了 659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651 份，包含红原县问卷 312 份，占比 47． 93%，若尔盖县问卷 339 份，占比 52． 07%，问卷有效率为 9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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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样本为户主的牧户占比最高，为 86． 79% ;

为男性的牧户占比最高，为 88． 48% ; 为中年及中老

年的牧户占比最高，41 － 60 岁为 50． 23% ; 为文盲文

化程度的牧户占比最高，为 61． 90% ; 家庭收入在
20001 － 80000 元区间的牧户占比最高，为 22． 89% ;

养殖业收入在 100000 元以下的牧户占比最高，为
81． 72%。
1． 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 牧民的 4 种草原畜牧兼业化

类型。借鉴张忠明等( 2014) ［17］对农户兼业化的划

分方法，本文按照畜牧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确定兼业化类型，即畜牧养殖收入大于 80% 的

为纯牧户，50% － 80% 的牧户为 I 兼牧户，10% －
50%的牧户为 II 兼牧户，低于 10%的为经营和务工。

( 2)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本文将受访户的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类指标进行分析，

具体测度如下: 人力资本为家庭劳动力人数; 自然资

本为承包草地亩数; 物质资本包括人均住房面积和

牦牛存栏量; 金融资本包括草补收入和家庭总收入;

社会资本包括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度和

对村干部信任度。

表 2 受访牧户样本的基本特征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特征 样本特征分类 人数( 人) 比例( % )

受访者是否是户主 是 565 86． 79
否 86 13． 21

受访者性别 男 576 88． 48
女 75 11． 52

受访者年龄 18 － 30 岁 61 9． 37
31 － 40 岁 126 19． 35
41 － 50 岁 149 22． 89
51 － 60 岁 178 27． 34
61 岁及以上 137 21． 04

受访者文化程度 文盲 403 61． 90
小学 185 28． 42
初中 41 6． 30
高中及以上 22 3． 38

2019 年家庭收入 20000 元及以下 61 9． 37
20001 － 80000 元 339 52． 07
80001 － 150000 元 149 22． 89
150001 元以上 102 15． 67

2019 年养殖业收入 10000 元及以下 157 24． 12
10001 － 50000 元 227 34． 87
50001 － 100000 元 148 22． 73
100001 元及以上 119 18． 28

数据来源: 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

( 3) 控制变量: 为了准确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对牧民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需要对一些变量进行控

制，本文选用受访者的基本特征是否为户主、受访者年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变量含义及统计

结果( 表 3)。
表 3 相关变量含义及统计结果

Table 3 Meanings of the related variables and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兼业化类型 纯畜牧业 = 1，畜牧兼业 I = 2，畜牧兼业 II = 3，务工和经营 = 4 2． 08 1． 14 1 4
是否为户主 是 = 1，否 = 0 1． 13 0． 34 1 2
受访者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 49． 26 13． 28 18 82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文盲 = 1，小学 = 2，初中 = 3，高中 = 4，专科 = 5，本科及以上 = 6 1． 54 0． 86 1 6
劳动力人数 牧户家庭劳动力人数 2． 27 1． 014 0 6
承包草地亩数 家庭承包的草地亩数 1004． 70 827． 76 0 6859
人均住房面积 定居点住房总面积 /家庭人数 17． 10 11． 07 0 90
牦牛存栏量 2020 年家庭最高牦牛存栏数量 81． 48 78． 42 0 600
草补收入 2019 年家庭收到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贴金额 5127． 57 3931． 82 0 29000
家庭总收入 2019 年家庭总收入 100669． 30 129179． 80 2000 1903000
亲戚户数等级 有往来的亲戚户数，1 － 10 户 = 1，11 － 20 户 = 2，21 － 30 户 = 3，

31 － 40 户 = 4，41 － 50 户 = 5，51 － 60 户 = 6，61 － 70 户 = 7，71
－ 80 户 = 8，81 － 90 户 = 9，91 户及以上 = 10

4． 20 2． 98 1 10

向亲朋借贷难易度 比较困难 = 1，困难 = 2，一般 = 3，容易 = 4，很容易 = 5 2． 78 1． 01 1 5
对村干部信任度 不信任 = 1，一般 = 2，信任 = 3 2． 83 0． 44 1 4

注: 表中是否为户主、受访者年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 根据实地调研数据整理。

1． 3 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牧户生计资本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的影响，本文选择了排序选择模型( The Stereo － type

Logistic Model) 进行分析。该模型设定如下:

log［π( Y≤j | x1、x2、…、xp) ］= ln［
π( Y≤j | x1、x2、…、xp)
π( Y ＞ j | x1、x2、…、xp)

］= α j + φ j ( － β1X1 － β2X2 －… － βpXp) + μj

式中: j = 1，2，… ，J － 1，J，表示参照等级; Y 表示从 j 到 J 的有序因变量; α j 为截距项; X1，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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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为解释变量; β1，β2，…，βp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 φ j 表示为了确保因变量有序的约束条件，且满足 1 = φ1

＞ φ2… ＞ φJ － 1 ＞ φJ = 0。

2 结果与分析

2． 1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回归前，本

文首先从多重共线性角

度对 自 变 量 进 行 了 检

验，通过计算膨胀因子
( VIF) 发现，最大值 1．
40，最小值 1． 02，平 均

值 1． 18，因而多重共线

性程度可以接受。本文

通过 Stata16． 0 软件对

模型进行拟合回归( 表
4)。模 型 一 是 牧 民 家

庭生 计 资 本 的 拟 合 模

型，模型二是牧民家庭

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下

的拟合模型，两个模型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拟合效果良好。

表 4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Econometr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Std． Error P ＞ | Z | 系数 Std． Error P ＞ | Z |
人力资本 劳动力人数 － 0． 415＊＊＊ 0． 145 0． 004 － 0． 435＊＊＊ 0． 147 0． 003
自然资本 承包草地亩数 0． 000 0． 000 0． 907 － 0． 000 0． 000 1． 000
物质资本 人均住房面积 0． 038＊＊＊ 0． 011 0． 001 0． 039＊＊＊ 0． 012 0． 001

牦牛存栏量 － 0． 028＊＊＊ 0． 003 0． 000 － 0． 028＊＊＊ 0． 003 0． 000
金融资本 草补收入 0． 000＊＊ 0． 000 0． 015 0． 000＊＊ 0． 000 0． 017

家庭总收入 0． 000＊＊＊ 0． 000 0． 001 0． 000＊＊＊ 0． 000 0． 001
社会资本 亲戚户数等级 － 0． 113＊＊ 0． 049 0． 022 － 0． 103＊＊ 0． 050 0． 040

向亲朋借贷难易度 － 0． 314＊＊ 0． 137 0． 022 － 0． 322＊＊ 0． 140 0． 022
对村干部信任度 － 0． 307 0． 270 0． 255 － 0． 331 0． 270 0． 221

控制变量 是否为户主 0． 459 0． 390 0． 239
受访者年龄 0． 016 0． 001 0． 105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0． 037 0． 157 0． 815

模型整体检验统计量 观测数: 651 观测数: 651
Log likelihood = － 746． 304 Log likelihood = － 744． 422
Wald chi2( 9) = 104． 65 Wald chi2( 12) = 107． 24
Prob ＞ chi2 = 0． 000 Prob ＞ chi2 = 0． 000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统计显著。

估计结果显示，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总收入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草补

收入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有正向影响，在 5%水平上显著。劳动力人数、牦牛存栏量对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

有负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显著。亲戚户数等级、向亲朋借贷难易程度对草原畜牧兼业化水平有负向影

响，且在 5%水平上显著。承包草地亩数、对村干部信任度不显著。
人力资本的影响。劳动力人数越丰富的家庭，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越低，越依赖畜牧业赚取家庭收

入。可能的原因是，草原畜牧业经营与其他农业生产相比，需要投入的人工时长更多，牲畜损失风险成本

更大，所以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才能保证良好经营。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可以有助于家庭畜牧活

动的分工，增强经营的经济效率; 另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有助于对牲畜群的防疫和监管，减少病死和牲畜

走失损失，促进养殖规模的扩大，并提高经济收入。所以，劳动力越丰富的牧户，越倾向于从事草原畜牧

业。比较而言，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的牧户，其完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投入回报比，与务工经营等替代生

计策略相比，需要付出更多的管理和时间成本，且承担的因劳动力不足造成的牲畜病冻害死、牲畜走失的

管理风险更大，所以其更倾向于从事单人经济效率更高、更稳定的务工或经营活动，同时把草地全部或部

分出租，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
自然资本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户时发现，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农户，其进行非农生产的可能性就

越小［18］。在对牧区的研究中，宋连久等( 2015)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草地面积越丰富，牧民越倾向于保持

就业惯性，继续发展畜牧养殖业，表现出选择黏性。在本文回归结果中，承包草地面积系数为正，但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草地承包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包时牧民对草地产权的概念模糊，且经

过几十年的变化，子女分家等因素，牧户承包草地面积发生了较大变化，很多牧民对草地亩数面积的认识

不清楚，造成牧民对自身草地承包面积的回答不够准确。
物质资本的影响。人均住房面积越大的牧户，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越高。因为纯粹的牧民常年都

在远牧点放牧，逐水草而居，在定居点长时间居住的一般是劳动力弱的老人和上学的子女，所以纯粹牧民

的定居点住房利用率较低，而人均住房面积更大的家庭，往往倾向于以定居点为原点进行生计活动，房屋

利用率更高，其脱离游牧的可能性更大，从事非畜牧业的程度也就越高。牲畜存栏量是牧民重要的物质生

产资料，体现着畜牧业收入流量和资产存量水平，有较高的牲畜存栏量，意味着可以有较高的牲畜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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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栏量，可出售的牲畜就越多，收入也就越多，牧民就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而一些牧民因缺少牦牛存栏

量而不得不从事做牛倌或外出打工等生计活动，甚至表现出相对贫困特征。
金融资本的影响。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的发放，拓宽了牧户的收入来源，提升了牧户的生计稳

定性，草补收入流水越高，牧户应对拓展生计活动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程度的

提高。牧户家庭总收入可以显著的促进其畜牧兼业化程度，可能的原因是，家庭总收入越高，意味着牧户

的生计水平也就越高，其依靠传统畜牧业提升自身生计水平的压力也就越小，自身主动拓展多元化生计活

动的激励也就越大。
社会资本的影响。牧民的亲戚数量是其社会关系网略大小的重要体现，牧民的亲戚大多数还是牧民，

牧民通过与亲戚的频繁联系，交流了畜牧养殖的经验、管理知识、市场信息，提高了自身对畜牧业的把控能

力，亲戚数量等级显著地促进了牧民从事畜牧业经营。向亲朋的借贷能力是牧民社会关系强度的重要体

现，可借贷能力越强说明牧民和亲朋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在自身发生生计风险时获取亲朋救助的可能性就

越大，从而降低了牧民从事单一畜牧业面临的生计活动风险，有助于牧民从事畜牧业经营。村干部是村民

自治和集体利益分配的主持人和协调者，在调研地发现，暖棚建设、家庭牧场建设等是提升畜牧业经营经

济效益的有力措施，但为了保护草原资源，政府每年下放配额的建设指标给到牧民，具体的分配方案主要

在村一级自行协商，牧民对村干部的做法越信任，应该对畜牧业的经营越有信心，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但在本文研究中，对村干部信任度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部分牧民在回答对村干部是否

信任问题时有所顾虑，未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影响了回归效果。总体而言，牧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越倾向于从事草原畜牧业。
2．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牧户草原畜牧兼业化影响因素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模型替换和变量分组两种方法重新

回归方程。首先，鉴于根据畜牧业收入占比划分的畜牧兼业化的有序性，本文采用广义有序 Logit 方法对

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 模型三)。其次，将因变量重新进行分类，即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的比例在 70%以上为纯牧户，30%至 70%为兼牧户，30% 及以下为经营和务工，重新回归方程，结果见

表 5( 模型四)。最后，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对原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模型五)。三次新的回归方程，

都通过了显著性，且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原模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 5 模型替换与分样本回归结果

Table 5 Model replacement and sub －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系数 Std． Error P ＞ | Z | 系数 Std． Error P ＞ | Z | 系数 Std． Error P ＞ | Z |
人力资本 劳动力人数 － 0． 128 0． 091 0． 160 － 0． 314＊＊ 0． 129 0． 015 － 0． 193＊＊ 0． 080 0． 016
自然资本 承包草地亩数 0． 000 0． 000 0． 303 0． 000 0． 000 0． 781 0． 000 0． 000 0． 728
物质资本 人均住房面积 0． 028＊＊＊ 0． 009 0． 002 0． 046＊＊＊ 0． 011 0． 000 0． 027＊＊＊ 0． 007 0． 000

牦牛存栏量 － 0． 011＊＊＊ 0． 002 0． 000 － 0． 022＊＊＊ 0． 003 0． 000 － 0． 013＊＊＊ 0． 001 0． 000
金融资本 草补收入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33 0． 000＊＊＊ 0． 000 0． 001

家庭总收入 － 0． 000 0． 000 0． 653 0． 000＊＊＊ 0． 000 0． 003 0． 000＊＊＊ 0． 000 0． 007
社会资本 亲戚户数等级 － 0． 073＊＊ 0． 031 0． 018 － 0． 105＊＊ 0． 044 0． 017 － 0． 068＊＊ 0． 028 0． 013

向亲戚借贷难易度 － 0． 197＊＊ 0． 090 0． 029 － 0． 322＊＊＊ 0． 124 0． 010 － 0． 215＊＊＊ 0． 078 0． 006
对村干部信任度 － 0． 083 0． 192 0． 664 － 0． 331 0． 245 0． 176 － 0． 154 0． 166 0． 352

模型整体检验统计量 观测数: 651 观测数: 651 观测数: 651
Log likelihood = － 726． 305 Log likelihood = － 567． 919 Log likelihood = － 759． 498
Model Chi2( 36) = 236． 32 Wald chi2( 12) = 114． 07 LＲ chi2( 12) = 169． 93
Prob ＞ chi2 = 0． 000 Prob ＞ chi2 = 0． 000 Prob ＞ chi2 = 0． 000
Pseudo Ｒ2 = 0． 140 Pseudo Ｒ2 = 0． 101

注: 表中模型三为 GOlogit 估计，模型五为 Ologit 估计，＊＊＊、＊＊、*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统计显著。篇幅原因，控制变量

未列出，模型三仅列出了 3 个模型中的第一个。

3 讨论

牧民的生计发展问题与草原生态保护目标息息相关，他们既是草原资源的利用者，也是草原生态保护
的主要参加人，想要长久的解决好草原生态保护问题，就必须要考虑牧民的生计发展问题。从草原生态保

护与牧民生计发展相统一的视角看，拓展牧民的收入来源，降低牧民对草原畜牧业收入的依赖，减少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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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草地资源的消耗是关键，主要手段在于提升牧民的草原畜牧业兼业化能力，这不仅可以为草原生态保护

政策目标的达成奠定物质基础，更是发展牧民生计的双赢之举。本文有以下具体五点讨论。
( 1) 从牧户人力资本方面考虑。增强牧区的劳动力流出，对提升草原畜牧兼业化的程度和减少草原

资源消耗具有积极的意义，劳动力从草原流出，势必有利于减少对草原资源利用的压力，这不但能保护草

原生态，也为牧户的生计发展转型打开了窗口。比如可以积极推进吸收牧区劳动力到省内外发达地区就

业工作，特别是针对牧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吸引和鼓励他们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既能获得草原生态

保护的效果，又能促牧民生计发展。
( 2) 从牧户自然资本方面考虑。牧户承包的草地是其最重要的自然资本，但存在着承包底数不清的

问题，影响了禁牧和草蓄平衡措施的有效实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草地资源调查和承包以来，今天

的草地资源质量状况以及牧民因子女分家等原因牧户实际的草地承包使用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尽

快推进新一轮的全国草原资源调查，摸清草原资源底数，在原来草地承包面积划分的基础上，推进新一轮

的草原承包确权登记，是一项具有现实和紧迫意义的工作。
( 3) 从牧户物质资本方面考虑。牧民从事畜牧业之外的其他生计活动，主要是以定居点为原点展开，

加强对牧民定居点建设的扶持力度，比如对藏式新居的选址、设计、施工、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帮扶，同

时加强定居点发展适当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近就业，可以增强牧区的畜牧兼业化能力，进而达到发展牧

民生计和保护草原生态的双赢结果。另外，有必要加强禁牧和草蓄平衡的监管能力建设，在尽快推进新一

轮草地资源普查和草地确权的基础上，把牧户牲畜存栏量与草地使用面积和质量挂钩，进行跟踪监督管

理，确保牧户牲畜存栏量在一个合理水平，从源头上控制对天然草地资源消耗的压力。
( 4) 从牧户金融资本方面考虑。比较而言，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总

体上促进了粮食生产［19］; 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以草原补助奖励为主的牧业补贴显著的促进了草原畜牧兼

业化程度，本质上是控制牲畜生产，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生态的目的。这与农区和牧区的生产补贴有根本的

政策目标区别有关，农区补贴是为了稳定和促进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20 － 21］，而牧区草原奖补的政策目标
是为了草原生态保护［14］，政策目标的根本差异决定了补贴效果的差别。所以，继续逐步提高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资金标准，可以促进牧户向草原畜牧兼业化的方向演变，减少牧民对草原畜牧业的生计依赖程

度。另外，进一步培育牧户增收的新动能，加快牧区招商引资和绿色产业发展步伐，比如大力发展草原生

态旅游业，支持骑马点、帐篷住宿、家庭牧场、自驾营地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增加牧民

家庭收入，可以促进牧户降低对传统草原畜牧业的依赖。
( 5) 从牧户社会资本方面考虑。牧民在本地的社会资本丰富程度会显著的促进其从事草原畜牧业，

找到有效稀释牧区牧民社会资本的方式，比如推动实施吸引牧民异地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吸引牧民劳动力

离开草原到城市就业和生活，不但可以推动牧户的生计转型，促进城镇化水平提升，还可以增加牧户的草

原畜牧兼业化能力，保护草原生态。

4 结论

( 1) 家庭劳动力数量越丰富的牧户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畜牧兼业化程度越低。
( 2) 人均住房面积越高的牧户，越倾向于拓展多元生计活动，畜牧兼业化程度越高; 牲畜存栏量越多

的牧户，其进行畜牧业经营的回报越高，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 3) 牧户草补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其拓展生计来源，提升自身畜牧兼业化程度; 家庭总收入越高的牧

户，生活水平也越高，依赖传统畜牧业提升生计水平的压力越低，畜牧兼业化程度越高。
( 4) 牧户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其增加对畜牧业经营的把控能力，越倾向于从事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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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herdsmen’s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ir concurrent business of
livestock raising

JIANG Zhen1，2，JIN Leshan1，2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 2． China Eco － compensation Policy Ｒ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dsmen’s livelihood，the key for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to im-
prove herdsmen’s ability on concurrent business，reduce herdsmen’s dependence on grassland livestock hus-
bandry income，and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 resources． Based on 651 field survey data in
Hongyuan and Ｒuoergai counties，Sichuan Province，we studied the impact of herdsmen’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ir concurrent business of grassland livestock husband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 capital housing area，
grassland eco － compensation income and total family income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herdsmen’s concurrent
business．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labors，the number of yak stocks，the number of relatives and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borrowing money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herdsmen’s concurrent busi-
n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grassland resources census and right confirm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as soon as possi-
ble，the management of linking herdsmen’s grassland area with the amount of their livestock should be strength-
ened，the grassland eco － compensation standard be improved，the construction of herdsmen’s village settlements
be strengthened，green industry be developed to provide more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and absorb labor
force from pastoral areas to work and live in cities，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herdsmen’s multiple livelihood
ability，and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grass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grassl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erdsman; livelihood capital; concurrent business of grassland

livestock husbandry; grassland in northwestern Sichuan

·14·第 8 期 蒋振等 牧户生计资本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