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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

苏冰涛, 李松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利用问卷法对陕西秦巴山区 5 个县的生态贫民进行了调查, 分析了目前 “生态贫民” 生计资本、
教育与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现阶段, 陕南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生计困境显著, 生计发

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出发, 文章从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角度提

出了可持续生计系统构建方案, 以从根本上推动陕南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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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问题

30 多年前开始实行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导致大量 “生态贫民” 的出现, 由于这类群体数量相对较

少,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及学术领域的重视, 更多的政策与研究均集中在以农民工

和失地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可持续生计状况方面。 随着国家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困境的恶化, 学术界及国家相关政策部门也开始重视针对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

计保障的问题。
任平、 周介铭针对 “生态贫民” 的生活现状提出了生态补偿与生态赔偿的问题, 认为 “生态贫民”

的形成是自然保护区建设政策硬性造成的, 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应在完善生态补偿的同

时, 加强对 “生态贫民” 的生态赔偿[1]。 王小梅针对 “三江源” 生态贫民问题, 从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其

形成的重要原因, 提出要合理规划并积极安置源区 “生态贫民”,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源区经济, 提

高 “生态贫民” 的可持续生计水平[2]。 何西庆以昌江黎族自治县为例, 分析了 “生态贫民” 向 “生态富

民” 转变的必要性及措施[3]。 李松柏等通过对陕南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生计状况及对国家政策满意度

状况进行分析, 提出要从 “生态贫民” 的实际要求出发, 重视其生活质量的改变, 推动反贫困建设的持

续发展[4]。
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对 “生态贫民” 的生计困境、 可持续生计发展途径与发展方向

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 但缺乏对 “生态贫民” 生计资本与政策性生计发展方面的描述, 因此无法充分

保障 “生态贫民” 实现实质性脱贫与可持续生计的发展。 该研究就现阶段研究中的不足, 以陕南秦巴山

区 “生态贫民” 为对象展开调查,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深入研究现阶段 “生态贫民” 的生计状况、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问题, 以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的发展。

2　 研究设计

2． 1　 基本状况描述

目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发展、 经济大繁荣的特殊时期, 农民作为中国的主体群体, 其生计状况已然



成为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 如何稳定农民生计, 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计, 是保证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内容。 “生态贫民” 作为一类新兴的社会弱势群体, 其政策性贫困的生存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

府及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协调工作, 促进 “生态贫民” 尽快消除贫困。 陕南秦巴山区作为中国扶贫的重

要地区, 自 2000 年开始建设国家自然保护区以来,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而沦为

“生态贫民” [5], 其可持续生计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与区域平衡, 因此如何提高陕南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的可持续生计状况成为现阶段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2． 2　 样本与数据

该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 其中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汉

中、 安康、 商洛 3 市 5 县区选取 2 000 名被调查者, 具体的抽样方式为: 根据国家划定自然保护区范围,
抽取汉中市、 安康市、 商洛市 5 个典型县的 2 000 个 “生态贫民”。

采取调查员入户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 该次调查在 5 个县共抽取 2 000 户家庭, 完成调查问卷 2 000
份, 剔除 140 份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 1 860 份, (如无特别说明, 该文数据均来自此次调查), 有效回收率

为 93% 。
在 1 860 名被调查者中, 男性 1 240 人 (62% )、 女性 620 人 (31% ); 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的有 72 人

(3． 6% )、 26 岁到 35 岁之间的 259 人 (12． 95% )、 36 岁到 45 岁之间的 632 人 (31． 6% )、 46 岁及以上的

897 人 (44． 85); 汉中市洋县与留坝县被调查者人数分别为 350 (17． 50) 和 375 (18． 75% )、 安康市镇坪

县与宁陕县分别为 379 人 (18． 95% )、 381 人 (19． 05)、 商洛市柞水县为 375 人 (18． 75% )。

3　 结果与分析

3． 1　 调查结果概述

3． 1． 1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生计资本与生计状况分析

生计资本与生计状况之间通常具有直接的联系,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的生计状况可以用恩格尔系

数与基尼系数表现出来, 表 1 反映了生计资本与生计状况 (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①) 之间的关系。
表 1　 秦巴山区居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状况的关系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j)
常数 0． 061 1． 215 0． 003 1． 000 0． 930 —

物质资本 0． 337 1． 590 0． 041 1． 000 0． 811 —
社会资本 -2． 019 1． 491 2． 302 1． 000 0． 136 —
人力资本 -0． 829 1． 630 0． 338 1． 000 0． 551 —
资源资本 -2． 330 1． 502 1． 772 1． 000 0． 073 0． 121

　 　 生计状况是一个多元的变量, 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与基尼系数表现出来, 这里主要通过利用二项 Lo-
gistic 研究 “生态贫民” 生计资本与生计状况之间的关系。 为了分析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与资

源资本对生计状况的影响, 将此 4 种因素作为自变量, 生计状况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

析。 可以发现 “生态贫民” 的生计状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生计资本等多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不同的生计资本模式下, 表现出不同的生计状况, 4 个指标也很好地展现了 “生态贫民” 的生计状况,
认为生计资本模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 “生态贫民” 的实际生存。
3． 1． 2　 生态保护区建设后秦巴山区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是影响到区域社会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秦巴山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困山

区, 尤其是随着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以及大量 “生态贫民” 的产生, 该地区生计困境日渐显著, “生态

贫民” 无力支持自身的生计发展, 何谈教育的发展, 因此教育问题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显性的问题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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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 如何推动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实现子女的持续教育与二次教育,
是保证地区平衡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 因此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 加大对秦巴山区 “生
态贫民” 的教育投资, 推动区域师资力量、 教育力量与基本教育设施、 软硬件的建设[6], 从根本上保证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体现。
3． 1． 3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医疗保障问题

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 中国的社保体系, 尤其是医疗保障体系相对不健全, 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医

疗保障与救助机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医疗保障范围较小、 医保报销程序相对复杂, 大部分 “生态贫民”
并没有享受到医疗优惠, 整个医疗保障体系存在错位甚至缺位的现象, 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 “生态贫民”
的生计可持续发展。 表 2 反映了国家医疗保障总支出中针对 “生态贫民” 的医疗保证支持额度。

表 2　 “生态贫民” 享有医疗保障总金额占国家医保总支出的比例

组
平均数绝对值偏差

均值 差 离散系数 方差系数

均值居中 中值居中

生态贫民 1． 760 0． 498 0． 166 30． 5% 30． 9%
农民工 1． 230 0． 319 0． 439 40． 9% 61． 1%
其他 1． 198 0． 307 0． 499 41． 8% 65． 7%
总数 1． 379 0． 417 0． 312 37． 1% 41． 1%

χ2 =30． 032 df =1 P =0． 000

　 　 注: 时间范围: 2012 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支出共计 2 035． 05 亿元, 生态贫民享受到的

基本医疗保障资金不足 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生态

贫民”、 农民工与其他群体的均值氛

围为 1． 760、 1． 230、 1． 198, 离散系

数分别为 0． 166、 0． 439、 0． 499。 说

明 “生态贫民”、 农民工及其他社会

群体之间的医疗保障差值相对较大,
“生态贫民” 所享受的医疗保障资金

相对较少。 在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社会群体中, 普遍存在看病难、 看病

贵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生态贫民” 实际生活水平, 制约了地区生计可持续发展。 下表就 “生态

贫民” 的医疗保险、 社会保险及其对社保体系的满意度状况进行了 Sperman 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 3　 “生态贫民” 政策性满意度、 国家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状况相关性检验

“生态贫民”
政策性满意度

“生态贫民”
医疗保障

“生态贫民”
社会保障

“生态贫民” 政策性满意度 Sperman 相关性 1 0． 779 0． 718
显著性 (双侧) 1． 000 0． 382

N 1 860 1 860 1 860
“生态贫民” 医疗保障 Sperman 相关性 0． 779 1 0． 401 (∗)

显著性 (双侧) 1． 000 0． 017
N 1 860 1 860 1 860

“生态贫民” 养老保障 Sperman 相关性 0． 718 0． 401 (∗) 1
显著性 (双侧) 0． 382 0． 017

N 1860 1860 1860

　 　 　 　 　 　 ∗ 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 3 对 “生态贫民” 的政策性满意度、 国家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状况进行了 Sperman 相关分析, 得出

结论认为: “生态贫民” 对国家社会保障力度的满意度与国家对其医疗保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779, 二

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生态贫民” 对国家社会保障力度的满意度与国家对其社会整体保障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0． 718, 二者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即三者之间相关关系显著, 国家对 “生态贫民” 的医疗

保障及社会整体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贫民对国家政策制定的满意度状况。 因此政府及相关政策制

定部门需继续加大对 “生态贫民” 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力度, 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的发展。
3． 2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3． 2． 1　 影响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有利因素

第一, 政府积极有效的资金支持手段与政策优惠措施,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农产业生产方式的形成,
推动了秦巴山区兼业化生活模式的构建, 一方面有效缓解了外部环境的脆弱性, 同时又实现了 “生态贫

民” 的生计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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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生态贫民” 自主自觉地从农业生产向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 丰富了产业内容, 优化了产业发

展环境。 同时以加快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为中心的脱贫政策与制度的出台, 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的发展。
第三, 多样化生计资本与生计模式的应用, 提高了区域发展基础与发展层次, 完善了以非农产业为中

心的新型生产模式; 另外, “生态贫民” 自身产业素质、 技术素质与综合素质的提高, 促进了区域劳动力

的充分转移, 较好的推动了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生活状况的改善。
3． 2． 2　 影响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一, 促经济发展因素的错位与缺位。 陕南秦巴山区受地理条件限制, 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推动因

素, 比如教育、 交通、 信息等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均存在一定的错位, 有些基础设施还存在广泛的

缺位,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 使 “生态贫民” 失去了可持续生计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二, 以教育为核心的促生产力发展因素的错位与缺位。 陕南秦巴山区受经济、 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 教育发展层次相对较低、 教育发展观念落后、 教育发展潜力不足, “生态贫民” 子女持续教育、 再教

育与二次教育与培训机会较少, 不能有效提高区域群体就业技能, 因此无法从根本上保证 “生态贫民”
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第三, 国家保障性政策与保障性资金的缺失。 陕南秦巴山区位于陕西南部, 受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的

影响, 农民生计困境显著, 而国家关于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障性政策存在缺位的现象, 医疗保障资金及社

会保险资金相对缺乏[7], 导致 “生态贫民” 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不能有效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状况困境显著, 因此需构建有效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基

本框架。
4． 1　 以政策理念为中心, 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问题的解决

陕南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需要首先强调国家政策措施与改革发展

理念的重要作用, 突出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对 “生态贫民” 所造成的影响需要负担的基本赔偿与补

偿义务, 重视 “以人为本” 的基本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念, 突破可持续生计发展瓶颈, 摒弃传统的畸

形管理理念与方式, 规范管理程序, 突出人民本位与社会本位, 坚持做到以 “社会本位” 代替 “政府本

位”, 以 “民本位” 代替 “官本位”、 以 “责任本位” 代替 “权力本位”, 以 “服务本位” 代替 “管制本

位”, 真正实现 “为人民” 的管理体制[8]。
政府关于推动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政策制度与发展理念, 从本质上反映了政府

决策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因此只有以政策理念为中心,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

续生计发展潜力的显现, 促进可持续生计的稳定性发展。
4． 2　 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完善可持续生计发展基本模型

4． 2． 1　 宏观层面———推动基本政策措施的系统化发展

宏观基本政策措施主要是以政府为中心形成的、 以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为目标的行动

方案, 因此要求政府要不断构建以服务为重要内容的基本政策措施框架, 以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

计的发展。
第一, 完善物质资本赔偿与补偿的政策措施。 物质资本的赔偿与补偿是政府在秦巴山区建设国家自然

保护区后的需要。
第二, 提高社会资本在可持续生计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挥。 社会资本主要是 “生态贫民” 生存范围

内关系人的作用发挥, “生态贫民” 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关系人的潜在力量, 提升自己的生计水平[9]。 政府

也需要有意识的引导 “生态贫民” 积极参加多种技术训练与活动, 结交更多的关系人。 在此基础上, 还

需要增加对 “生态贫民” 的社会资本投资, 强化 “生态贫民” 生计发展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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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推动人力资本在可持续发展潜力中的重要价值。 人力资本主要是以人力投入为基础的、 保障

“生态贫民” 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的资本, 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出可持续发展潜力, 在更

广阔的范围内提升 “生态贫民” 的生计资本与生计水平。 这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基础教育、 职

业教育、 技能培训等方面优惠政策措施的制定, 提高 “生态贫民” 的就业率, 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

生计的发展。
第四, 强调资源资本的重要推动性作用。 资源资本主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环境, 这类资源

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 “生态贫民” 生计困境的出现, 因此政府需要从 “生态贫民” 的实际生计状况与

实际需求出发, 制定动态的、 有针对性的资源资本赔偿与补偿机制, 保证 “生态贫民” 拥有足够的资源

资金来完成自身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4． 2． 2　 中观层面———完善以教育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因素框架

中观层面主要包括完善基本教育体系、 提高 “生态贫民” 的技能培训与素质培训, 以提高其生计可

持续发展的潜力。
第一, 重视 “生态贫民” 的基本理论教育。 基本理论教育是素质培养的重要基础, 只有重视针对

“生态贫民” 的基本理论教育,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 “生态贫民” 的就业潜力与就业能力, 扩大就业范围,
推动家庭收入的增加。 因此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提高针对 “生态贫民” 的基础理论教育投入, 提高就业

成功率。
第二, 重视 “生态贫民” 产业教育, 丰富秦巴山区产业结构。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自身素质与技

能水平相对较低, 且受传统生存理念及生存环境的影响,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建成之后, 并没有形成新的产

业模式, 因此应提高对 “生态贫民” 的产业教育[10], 推动秦巴山区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尤其重视对

旅游业的支持, 丰富产业结构,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 重视 “生态贫民” 技能培训, 推动劳动力实现充分转移。 秦巴山区在建设国家生态保护区以

后, 大量农业及林业用地被硬性征收, 劳动力剩余现象显著, 因此应重视 “生态贫民” 的技能培训, 提

升 “生态贫民” 技能水平, 以推动劳动力的充分转移与就业[11]。
4． 2． 3　 微观层面———强调多种生计策略选择, 推动 “生态贫民” 可持续生计发展

生计策略主要是指人们对资产利用的有效配置以及对经营活动的充分选择, 以推动生计目标的实现。
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的生计策略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第一, 鼓励发展养殖业, 提高副业在 “生态贫民” 家庭经济收入中的份额。 自国家在秦巴山区建设

自然保护区以后, 农业用地减少, 林业所占比重也呈现大幅度降低。 为维持生计, 促进区域生计可持续发

展, 应积极鼓励 “生态贫民” 发展养殖业, 提高养殖业收入在家庭经济收入中的比重[12], 推动 “生态贫

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 鼓励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提高 “生态贫民” 自主创业能力。 产品加工业作为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拉动作用, 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 向 “生态贫民” 提供优惠的原始资金, 并

筹备创业技能培训, 鼓励 “生态贫民” 从保护区的优势条件出发, 开发特色产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 另

外政府还可以出台 “一帮一” 帮扶制度[13], 鼓励社会组织与企业向 “生态贫民” 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创

业思路, 并提供市场、 产品研究、 销售渠道等相关方面的信息, 全方面推动 “生态贫民” 自主创业的

发展。
第三, 鼓励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 推动多产业的综合发展。 秦巴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以及能够产生特定经济效益的地域性优势, 因此应鼓励 “生态贫民” 从山区优势出发, 积极开展绿色农

业产业, 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 同时依托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 建立包括旅游业、 旅游产品制

造业、 导游业、 酒店餐饮业等的发展, 在推动区域经济繁荣的同时, 带动区域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以

促进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实现可持续生计发展。
第四, 鼓励劳动力充分转移, 减少剩余劳动力比重。 劳动力剩余是导致秦巴山区 “生态贫民” 生存

27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3 年



困境的重要原因, 因此有关部门需要充分重视保护区内剩余劳动力问题, 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充分吸纳剩余

劳动力, 以实现劳动力的充分转移。 除此之外, 政府及社会组织还需要向保护区内 “生态贫民” 提供充

足的转移就业信息, 并与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协商, 研究制定出针对 “生态贫民” 劳动力转移的保障性方

案, 促进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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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VIVELIHOODS OF ECO-POOR
———TAKING QINGLING-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Su Bingtao, Li Songb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eco-poor living in five counties of Qingling-Mountain
Are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livelihood capital,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ivelihood situation of southern-Shaanxi Eco-poor was in difficulty and th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level remain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Based 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Eco-poor'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s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s, in order to funda-
ment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the southern-Shaanxi Eco-poor.
Keywords　 eco-po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blem; Qingling-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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