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2006/j.issn.1673-1719.2016.195
邹雅卉 , Soumyadeep Bannerjeep. 外出务工对山区农民适应旱灾能力的影响——云南保山的案例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17, 13 (4): 398-
404

外出务工对山区农民适应旱灾能力的影响

——云南保山的案例

邹雅卉 1，Soumyadeep Bannerjeep2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昆明 650034；

2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and Development, 
    Kathmandu 100023, Nepal

气 候 变 化 研 究 进 展第 13 卷 第 4 期 

2017 年 7 月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Vol. 13  No. 4

July  2017

摘 要：基于在云南省西部保山地区开展的入户问卷调查和关键信息人访谈，探讨在发生旱灾，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弥

补旱灾给家庭和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这一特定背景下，对比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在收入来源、应对旱灾措

施和家庭收入分配上的差异，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收入给留守家

庭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让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的村庄

出现劳动力缺乏、农业发展后续动力不足等潜在问题。建议在未来针对外出务工人口开展的职业培训中增加诸如家庭

财务管理、气候变化等相关内容来加强农村地区和农民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议政府推广气候智能农业，采取本地

化 /本土化的适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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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长期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全球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关

注重点从预防、减缓逐渐落在适应上 [1]。

近年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气象灾害发生

频率居高不下，作为与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由于人数众多，

对自然资源依赖大，加上普遍的贫困和分配不均等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进一步放大了气候变化带来的

负面影响，削弱了农民的适应能力。因此，农业和

农民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当前气候变化研究中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谭智心 [2] 在山东省齐河县小麦主产区开展了气

候变化认知和适应性行为的实地调查，结果表明，

48% 的农民采取了调整农时、增加投入、调整作物

品种等适应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同一个调

研的参与者，吕亚荣等 [3] 发现农民采取的适应行为

以调整农时、增加投入和灌溉等为主，以调整作物

品种、修建基础设施、采用新技术、改善农田周边

的生态环境等为辅。近期的研究发现：农牧民对不

同的极端气候变化事件采取了有差别的应对措施，

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传统农牧实践和外出务工都是

主要的适应措施 [1,4]。

农（牧）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已感受到气候变

化带来的环境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传统生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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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采取了不同方法来适应气候变化，适应的策略

主要有调整农时、调整作物品种和外出务工 [1,4-5]，外

出务工已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

研究者们对此也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超

巨大性和超复杂性[5-6]使研究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农

民）在选择和制定适应性策略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常规、常见的生计选择，外出务工并非新

鲜事物，对外出务工的研究也非常多。但是作为一

种适应策略，需要把外出务工放在一个特定的气候

变化场景下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2009 年秋至 2012 年，云南遭遇了 80 年一遇的

罕见持续干旱，全省 16 个州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土

壤缺水失墒、人畜饮水困难和城乡供水紧张等问

题 [7-8]。面对严峻形势，云南省各级政府积极组织

抗旱救灾，采取了调整种植结构、加强水利设施建

设等常规的救灾措施，做好抗大旱、保民生、促春

耕工作。同时，云南省还出台了“云南省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特别行动计划”，组织劳动力外出务工，

希望以劳务输出弥补农业的旱灾损失。

这一政策的实施，表明政府/决策者对“外出

务工能有效应对旱灾”观点的认同。但是外出务工

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收入的分配是否真的有助于农

民应对旱灾？务工收入是否以及如何增强农民的气

候变化适应能力？基于这样的疑问，云南省社会科

学院的研究团队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
的资助下，开展了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的研究，旨在更好地探讨农民外出务工对农民、当

地社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作用。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区

保山市位于云南省西部（98° 05′ ～ 100° 20′ E，

24° 08′ ～ 25° 51′ N)，下辖一区四县：隆阳区、施甸

县、昌宁县、龙陵县和腾冲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

城市，十二五期间常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

超过 90%，以粮、糖、茶、烟等产业为经济支柱 [9]。

保山市 91.8% 的国土面积为山区。虽然有 3 条

江穿境而过，但大部分年份农业生产都会面临缺水

的问题 [9-10]。2012—2013 年的冬春气象干旱，全市农

作物受旱面积达 1366.53 km2，造成 14.62 万人、6.37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造成工业经济损失 10.2亿元，

农业经济损失 11.86 亿元，两烟及木本油料产业经济

损失 1.29 亿元 [10]。

1.2  研究过程

2013年 5月和 7月，研究人员分别在怒江州（泸

水县和福贡县）和保山市（隆阳区和昌宁县）的 15
个村（社区居委会）开展了以应对干旱和劳务输出

为主题的关键信息人①访谈。关键信息人访谈完成

后，项目组决定将入户访谈的项目点放在保山地区，

ICIMOD 的技术专家和国内的研究团队根据访谈的结

果，共同设计完成了入户访谈的问卷。

2013年7月底，研究团队到保山地区3个县（区）

19个乡镇（社区）的30个自然村开展入村和入户访谈，

共完成 30 份村级问卷，603 份农户问卷（300 份外出

务工农户问卷和 303 份非外出务工家庭问卷）以及

603 份旱灾问卷。调查类型为随机调查，农户调查以

结构性问卷（封闭式问题）调查为主，村级调查以

针对关键信息人②的结构性问卷调查为主，辅以一些

开放性的讨论。

村级调查问卷主要关注受访村的基本情况、村

级经济和产业发展、来自政府/其他渠道的各种扶持、

村里外出务工的情况等宏观数据，每个自然村完成 1
份。针对农户的入户访谈则更多关注不同家庭（外

出务工、非外出务工）的外出务工者数量、外出务

工者职业和工种、不同的务工形式、收入来源和家

庭收入的分配，受访者对 1983—2013 年生活的社区

和保山地区气候变化的观察，重点关注受旱灾期间

①关键信息人包括：1 女性外出务工者；2 男性外出务工者；3 女性非外出务工者（来自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 )；4 男性非外出务工者（来自中等及

以上收入家庭 )；5 女性非外出务工者（来自贫困家庭，包括贫困线以下 )；6 男性非外出务工者（来自贫困家庭，包括贫困线以下 )。

②现任村主任和村支书、文书、妇女主任或村医（至少保证有 1 名女性 )、大学生村官等村一级的 5 名工作人员，如果村级工作人员不足 5 人，则

邀请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职务的农民或村里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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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家庭采取的不同适应措施。此外，针对所有的

受访农户，逐一访谈了过去 30 年间历次旱灾农户的

家庭经济损失和具体应对措施。受访农户对外出务

工者的评价，外出务工者对社区的贡献也是访谈的

重点。原则上，每个受访的自然村随机完成 15 份外

出务工农户问卷和 15 份非外出务工农户问卷③，调

研完成后，对 1300 份问卷的数据进行编码和录入，

并利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问卷分析。在分析中

主要使用了频数分析、多选项分析、列联分析等描

述统计方法，结合条形图对数据进行展示，力求为

问题的研究提供准确而直观的依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旱灾和旱灾带来的家庭损失

保山市气象局 [11] 对保山市 5 个气象观测站点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964—2008 年不同季节各

区（县）的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隆阳区是气温

上升最明显的区域之一，增温速率为 0.36℃ /10a。
冬季增温幅度为 1.56℃，增温速率为 0.50℃ /10a；
春季增温幅度为 1.19℃，增温速率为 0.37℃ /10a；
秋季增温幅度为 0.98℃，增温速率为 0.30℃ /10a。
就降水量而言，近 45 年来全市年降水量增加了 30.5 
mm，增加速率为 13.28 mm/10a，呈微弱增加趋势。

在年降水量微弱增加的前提下，1964—2008 年保山

市年平均降水日数以 3.13 d/10a 的速率在减少，近 45
年减少了 12 d，但大雨、暴雨日数呈增加趋势，增幅

分别为 2.05 站次 /10a 和 1.48 站次 /10a。降水日数的

减少以及降水相对比较集中，导致本地干旱、洪涝

灾害频繁发生，2009/2010 年秋冬春特大气象干旱就

是其中一例。

旱灾发生，必定造成农户收入和财产的损失，

包括：农作物产量损失、家畜疫病和死亡的损失、

农作物变质带来的损失以及家庭成员旱灾期间生病

甚至死亡带来的各项损失。

从农户的具体损失（仅针对回答了有损失，并

给出损失具体金额的农户）来看，大多集中在 1000 
～ 5000 元，最高的农户损失是 10 万元④。损失超过

1 万元的农户，大多是因为旱灾发生之后出现家庭成

员或是大牲畜的疾病甚至死亡，从而产生的损失。

旱灾过后，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地质灾害和其他自

然灾害（截至项目调研结束 )，农户的家庭财产（房

屋建筑、农业机械等）也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根据统计年鉴，2013 年保山市的农村居民纯收

入为 5331 元（表 1)，旱灾给农民造成的损失相当于

1 ～ 2 个全劳力全年的人均纯收入。受访农民认为，

损失的多是当年当季的收成和随后 1 年的收成。农

户所需要的恢复时间一般都少于 20 个月，大多数受

访农户认为只要下一年的雨季降雨正常，上一年的

损失就可以弥补回来。

③考虑到不合格问卷存在的可能性，在实际入户访谈中，每个自然村实际完成的问卷数都超过 30 份，以保证问卷的总份数不低于 600 份。

④访谈中该农户表示，因为气候变化、天气多变，家中老人发生疾病，最终不治身亡，整个治病的开销，加上后期丧葬的费用，被认为是旱灾带来的损失。

2.2  外出务工和农业兼业

2011 年和 2012 年的村级调研数据表明：在调研

的 30 个自然村中，2011 年外出务工和非外出务工农

户数大致相当，各占 50%；2012 年，外出务工的农

户比率略高，占到了 54%，有 46% 的农户选择留在

家中。

在没有外出的农户中，农业兼业的行为十分明

显。603 户被调查农户中，有 321 户家里有通勤（即

早上外出工作，晚上回家住宿）人员，占 53.2%，其

中男性 335 人，女性 151 人，超过 80% 的通勤人员

都是15～ 64岁的劳动力。男性最常选择的是建筑业、

运输业以及农业，女性最常选择的是建筑业、批发

和零售贸易以及农业。约有 48.4% 来自外出务工家

气 候 变 化 研 究 进 展  2017 年400

www.climatechange.cn调 查 研 究

表 1 2013—2015 年保山地区主要农村收入指标

Table 1  The income statistics of Baoshan city during 2013-2015

年份

云南省人均生产总值

云南省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

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保山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013 年

22195

21075

5417

5331

2014 年 2015 年

25803

23236

6141

6275

27264

24290

7456

7626

注：数据来源为 2013—2015 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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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男性通勤者和 36.9% 的来自非外出务工家庭的

男性通勤者在建筑部门就业，这与保山长久以来以

建筑业闻名的传统高度吻合。

2.3  家庭收入来源和汇款收入分配

家庭收入是分析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访谈中，按来源给出 18 个细分的收入项目，请农户

回忆调查前 12 个月内不同来源收入占总收入（总收

入为 100%）的比例，然后将细分的项目合并，如销

售蔬菜、出售非木材林产品、出售家畜的收入等合

并为农业收入。如图 1 所示，受访农户的主要收入

来源为打工收入（48.5%)、农业收入（32.6%)、其他

收入（14.5%）和政府各种补贴（4.8%)。

⑤非外出务工家庭的打工收入主要是指其在非农业行业和通勤活动中获取的收入。

外出务工家庭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21.3%，低于非外出务工家庭的 39.7%；外出务工

家庭和非外出务工家庭的平均粮食作物收入分别为

4852.02 元和 15911.7 元。经济作物销售是农业收入

的主要来源。平均而言，非外出务工家庭的经济作

物销售收入为 21400.88 元，而外出务工家庭的经济

作物销售收入是非外出务工家庭的1/3（约7655.7元)。

外出务工家庭的打工收入/汇款收入占总收入

的 57.5%，远远高于非外出务工家庭的 42.4%⑤；超

过一半的外出务工家庭（58.7%）在调查前 12 个月

内汇款是其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获得政府补贴

上，非外出务工家庭占 5.4%，略高于外出务工家庭

的 3.8%；约 15.5%的非外出务工家庭有养老金收入。

从其他收入来看，外出务工家庭的其他收入占总收

入的 17.4%，高于非外出务工家庭的 12.5%。

调研中，针对受访家庭的汇款收入使用进行了

调查。如图 2 所示，就外出务工家庭的汇款收入使

用/分配情况，即不同消费项目占全部汇款收入的

比例而言：最近一年，排在前5位的开销项目分别是：

支付医疗（18.3%）、购买食物（17.0%）、用于储

蓄（14.8%）、用于基础教育费用（10.5%）以及社

区活动（9.6%)。用于减轻灾害影响、恢复和备灾的

支出很少（少于 1%)。从常年数据来看，这一趋势基

本上是不变的。

图 1  不同家庭收入来源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incom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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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过去 30 年中，受访农户家庭的汇

款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15.3%)、购买食物

（14.6%)、支付通信费用（12.7%)、购买日常消费品

（12.6%)；有 2 个选项并列第 5 位：用于基础教育费

图 2  最近 12 个月的汇款收入分配

Fig. 2  Remittanc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 las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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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mittanc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during 1983-2013

4 期 401邹雅卉，等：外出务工对山区农民适应旱灾能力的影响——云南保山的案例

www.climatechange.cn

18

14
12

8

4

0

占
比

/%

支
付
医
疗

购
买
食
物

用
于
基
础
教
育
费
用

社
区
活
动

购
买
日
常
消
费
品

支
付
通
信
费
用

改
进
耕
作
技
术

用
于
储
蓄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16

10

6

2www.cl
im

ate
ch

an
ge

.cn



用（10.5%）和社区活动（10.5%)。

2.4  外出务工人群与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

外出务工是保山当地的传统习俗，且作为弥补

旱灾农业损失的有力举措而加以推广，因此调研中

也希望了解农户对外出务工人群是否给本乡做出贡

献的看法。

农户对外出务工者对本乡的影响持正面和积极

的态度，认为除了其家庭和个人的收入增加以及眼

界开阔之外，外出务工的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也

有农户提到外出务工人员在旱灾期间提供帮助，

进一步地询问，大多都是类似于为旱灾期间急需

寻找外出务工机会的人提供相关信息，与前面的

选项类似。

外出务工者带回的新技术或新知识中，排在前

3 位的是石匠技能、计算机知识和驾驶技术，其他新

技术，如使用外语技能、烹饪技能、电路维修技能

等排名也比较靠前。外出务工者带回来的新技术和

新知识大多集中在非农行业内，大多数对于社区，

特别是社区面临的旱灾来说实用性不强。

2.5  支持性网络和旱灾应对措施

对“过去 30 年，哪些机构或群体在家庭应对旱

灾时提供了帮助”这个问题，32% 的受访农户选择

了亲戚，29% 的农户选择了当地政府，还有 24% 的

农户选择了朋友，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发挥的作用

微乎其微。

在各种来源中，社会网络是借钱应对干旱的主

要来源。接近 1/3 的外出务工家庭为应对旱灾向朋友

或亲戚借钱。几乎1/10的家庭由于干旱，从合作社（农

村信用合作社，正式的金融机构）借款。

农户采取的旱灾应对措施中排名前 5 的选项分

别是：减少牲畜的数量（12.4%）、储存饮用水（12.0%）、

减少家禽的数量（10.8%)、维修灌溉渠道（9.7%)、

向亲戚朋友借钱（9.2%)。但是实际上，调研点的大

多数家庭（2/3 的非外出务工家庭和 3/4 的外出务工

家庭）在旱灾期间没有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 

3  结 论

调研表明：即便不选择外出务工，农民的兼业

行为也很明显，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保山市的耕地总面积为 1619.48 km2（常用耕地

面积 1552.68 km2)，2013 年的总人口为 254.0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为 228.7 万人，占总人口的 90.0%，人

均耕地仅有 1.09亩⑥，农村富余劳动力达 80多万人，

培育劳务市场、发展劳务经济一直都是促进农民增

收、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 [12]。随着良种推广、

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农业挤出的劳动力越来越多，

加之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下降，外出打工从原来农闲

时创收的副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户的收入来源多样化之后，农业收入占据农

户家庭收入的比例逐渐下降，农业生产对农户家庭

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随着农业在家庭经济结构中

的弱化，农业应对旱灾等极端气候的能力也会持续

弱化，这样的情况对于保山目前仍然以农业为主的

经济结构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普遍性的干旱/缺水和散点式旱灾，使旱灾损

失呈正态分布，损失金额低于 1000 元和高于 10000
元的农户都不多，大部分农户的损失金额集中在

1000 ～ 10000 元。保山市 2013 年和 2014 年的农民

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5331 元和 6275 元，旱灾的损失基

本上是 1 ～ 2 个劳动力全年的收入（按照农村家庭

基本人口为 4 人计算 )。

调查中发现，农户的收入多样化指数很高，超

过一半的外出务工家庭（58.7%）在调查前 12 个月

内外出务工者的汇款是其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一

方面，家庭收入多样化是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明智

选择，农业的气候变化风险被分散和转移到其他行

业。另外一方面，外出务工家庭对汇款收入依赖度

很高。如果汇款收入变成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家

庭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转向务工/非正规经济，那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风险，非气候变化的危机取代

了气候变化的危机。

外出务工是一个由多种原因驱动的行为。大多

⑥ 1 亩≈ 0.0006667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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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者都认为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人口增长等

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的。IPCC 完成的 5 次评估报

告都提及了移民问题，第五次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将

移民或移民后果归因为气候变化时要持谨慎态度[5-6]。

保山市提供的十一五和十二五的数据表明常年

在外务工已是保山市农村的常态。自 2010年实施“农

村劳动力转移特别行动计划”以来，保山市每年都

超额完成任务，以 2012 年为例，保山全市共转移农

村劳动力 46.48 万人，完成年计划的 103%；2013 年

上半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 33.4 万人，完成

年计划的 68.2%[12-13]。

从农户的家庭收入/分配数据来看，农户收入

来源多样化和收入分配、使用的趋势也不能支持旱

灾是农户外出务工的动因这一论断。旱灾期间实施

的劳动力转移特别行动计划是当地政府因势利导推

动的，其中有多少人确实是因为家庭遭灾不得不选

择外出务工仍然是一个问号。

打工收入的分配间接改善了农户，特别是外出

务工家庭留守人员的旱灾应对能力。调查中村民普

遍认为外出务工人员对社区贡献不大。究其原因，

除了打工人员本身收入有限外，更多的是外出务工

人群就业工种和掌握技能的限制。

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发现，不管是从长期（30年间）

还是短期（过去 12 个月）来看，支付医疗和支付基

础教育费用对于农户来说都是最重要和花钱最多的

消费项目，也是农民家庭开销的优先项。从旱灾中

遭受损失超过 10000 元的特殊案例来看，大多与家

庭成员的疾病、就医甚至是死亡有直接关系。村民

将务工收入优先用于支付医疗，是应对农村社会保

障网络缺失的策略，也是减少后续损失的明智选择。

投入基础教育的费用，是对农村人力资源建设的再

投资。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素质，进而提高农民的

气候变化认知能力，有助于实现农民主动采取适应

性行为。下一代教育水平的提升对未来家庭的发展

和家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都有正面作用。对医疗

和教育的投入间接地对农民和农村的气候变化适应

能力带来了促进作用。

4  讨论和建议

作为落实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微观主体，

提高农民的气候变化认知水平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只有农民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和对农业生产带来

的影响，才有可能主动适应气候变化，规避气候变

化对农业生产和家庭收入带来的风险。而完全依靠

以经验判断为基础的农民来认知气候变化及其风险

是不够的，不能满足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

第一，政府要主导推进土地治理/利用和水利

设施的有机整合。整合来源不同的土地治理和水利

设施建设资金，以推动和提升村民的气候变化适应

能力为出发点，将稳产田建设和大中型灌区建设有

机结合，保证基本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第二，村级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从村民对气

候变化的认知以及村民认为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等

选项来看，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在当地非常缺乏。

建议当地加强建设实用型小水利设施，坚持小水利

设施/设备的民办公助原则，以政府为建设投资主

体；鼓励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主的用水者协会/

水资源管理协会，推动村民自主管理和长期利用。

第三，政府要增加对气候变化知识宣传的渠道。

通过丰富多样的渠道宣传气候变化的知识和应对措

施，有意识地引导农民的生产行为，并加强天气预

报的准确性、及时性。

第四，政府要加强对农民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指

导，推广气候智能农业。就农村地区的适应措施而

言，村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

来自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事件，更多的是长期生产

生活经验的总结，但是单个家庭的经验无法上升到

政府决策或政策的层面，政府和其他的支援性网络

必须有意识地提炼农民的经验，通过规划和实施适

应性战略，弥补现阶段的职能缺失和不足。目前，

农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还比较单一，基本围

绕调整农时、调整作物品种和增加投入等方面进行，

措施的有效性等不同。应进一步扩展农民加入农业

保险、采用新技术、改善农田周边生态环境、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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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力度，建设规避气候变化风险、

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智能农业体系。

第五，本土化/本地化的适应战略。在引导农

民选择具体的适应性措施时，应该充分重视当地农

民的个人、家庭禀赋和区域特征，因人因地制宜，

对于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务农经验及不同区域特征

的农户给予不同的指导，这样才能使各项措施达到

最好的使用效果。

第六，结合最近出台的“新型职业农民”计划，

在职业农民培养过程中，加入气候变化、农民工权

益维护、创业创新、家庭财务管理、基本金融知识

的内容。教育农民学会运用不同的技能，有机利用

各种资源和优惠政策，维护自身权益，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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