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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青藏 高 原是近百年来我 国 气候变化最显著的地 区之一
，
具有气温增 高 、 降水量增加 、极端 气候条件

中异 常偏暖事件增 多 等特点 ，
使得岷江上游 出现伏早和春早加重 、 降水更加集 中 的 气候变化趋势 ，

加剧 了 农户

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 。 在农业商 品化经营带动精准扶贫和稳定脱贫的 背景 下 ，
松潘县政府提供 了 良种 、 技术支

持 ，补贴 、 购 买 了 商业保险 。 农户 则 采取 了 多样化 、 小批量种植的应对措施 ，
努力 适应 气候变化 。 此外 ，

由 于缺乏

中 期 气候预测 导致农户 的适应行为 受到影响的 问题 ｉｉ待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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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７４ ９２２７ （ ２０２０  ） ０ ３ ０００ １ ０７

＿

、青藏高原农户气候变化适应与反贫困 的关系

近百年来 ，
地球气候变化明显 ，

主要表现为气

温变化 、降水量变化 、极端气候变化 。 中 国年平均

地面气温变化存在显著上升趋势 。

“

在 １ ９ １ １
－２０ １ ０

年间 ，
全国地面气温线性上升 〇 ． ９ ８

°

Ｃ 

”

，

［伽 世纪

８０ 年代主要是冷季增温明显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夏季增温也有所加强 ，

“

从区域上看 ， 中 国大陆最

明显的增温发生在北方和青藏高原地区
”

。

［

２
］青藏

高原在 １ ９９４
－２００３ 年间气温升高 ０ ． ５

°

Ｃ 。

［

３
］随着气

温升高 ， 青藏高原的降水量在 １ ９９７
－２００３ 年间不

同程度增加 ，
极端气候条件中 ， 异常偏暖事件增

多，

对于气候变化与贫困的关系 ， 学术界的认识

完全一致 ， 即气候变化会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加剧贫困 。 直接的影响来 自极端气候条件 ， 即气象

灾害的频次增加 ，会造成生产 、 生活活动无法顺利

进行 、 自然资源被破坏 、财产和基础设施遭到损毁

等后果 ，这不仅会造成当年贫困的发生 ， 而且会影

响灾后恢复 。 间接的影响来 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长期影响 。 哪关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 （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组 ， 在报

告中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生计与贫困的影响 ， 指出

气候变化 、 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给城市和农

村的贫困人 口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 与气候变化相

关的风险增大 。 ２ １ 世纪
“

整个世纪 ，气候变化将减

缓经济增长 ， 进
一步威胁粮食安全 ， 使减贫更为困

难 ，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

”

［

７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岷

江上游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区域 ， 这已经对

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 伏旱和春旱

发生 的频率和危害都愈发严重 ， 生态 和社会

的脆弱性增加 ，

［

８
］对农作物生长和农业生产形成了

威胁 。

面对无法抗拒的气候变化 ， 提高农村社区和

农户个人的适应能力 ， 是应对贫困的重要手段 。

１ ９９０ 年 ，

ＩＰＣ Ｃ 首 次 评 估 报 告 中 明 确 将 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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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ｄａ

ｐ
ｔａｔ ｉｏｎ

） 与 限制 （
Ｌ ｉ ｔ ｉ

ｇ
ａｔ ｉｏｎ

，

１ ９９５年修改为减

缓 Ｍ ｉ ｔ ｉ

ｇ
ａｔ ｔｏｎ

） 并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两项基本策

略 。 在论及发展中 国家参与气候变化响应策略时 ，

指出最重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限制活动 ，因为发展

中 国家的大部分人 口 主要依赖农牧业发展与贫困

抗争 。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的指导下 ， 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谈判议题从

初期单纯关注资金 、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 ，发展到

实施具体的适应计划和行动 。 ２００６ 年以来 ，
主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密集出 台 了一系列专门 的

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 ，
包括法律 、框架 、 战

略 、规划 、行动方案等 。

［

１ °
］我 国在 ２００７ 年发布 了

《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 》 ，

２００９ 年各地编制

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林业 、海洋 、气象、工业等

部 门制定了行动规划与方案 。 然而 ， 总体来看
“

我

国气候变化适应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预

测 、 影响评估 、脆弱性和风险评估等技术支持
”

， 并

明确不同领域的责任单位 。

［

１ １
］其中 ， 如何提供气候

变化适应服务以提高贫困人 口收人 ， 则是更迫切

的要求 。

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极其复杂 ， 加之生计方

式差异很大 ， 气候变化对农户经济脆弱性和贫困

发生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 。 通过对这一区域农户

适应个案的研究 ， 制定差异化适应措施是精准扶

贫和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 。

学术界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 ，
主要关

注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 ，

［

１ ２
］ 农户气候变化适

应性行为决策 ，

［

１ ３
］ 大多将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定

义为
“

农户在气候变化风险下为实现家庭收益最

大化 目标 ， 在包括适应能力 的内部约束与包括气

候变化 、市场条件、农作物属性及村庄公共品供给

的外部约束下行为决策过程
”

，

［

１４
］指出家庭禀赋特

征 、

［

１

哈融资本和人力资本 、可持续生计等因素均

会影响农户 的适应能力 ， 提出农户一般用增加投

人 、转移投人 、金融信贷 、减少消费 、变卖资产 、多

元经营 、订单生产转移风险等方式进行适应 。

％

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大多为高山峡谷和高寒

平原地貌 ，
岷江上游的 四川省阿坝藏族弟族 自治

州松潘县是其典型地带 。 这里气候寒冷 ，
土地贫

瘠 ，
几乎没有灌溉条件 ， 种植业产出不丰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 在市场需求和科技服务的双重推动

下
，
松潘县出现了青笋种植业 。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青笋的

种植面积 占 比较大 ， 集中种植的十里 回族乡 和川

主寺镇 ， 其收人 占到 当地种植业收人的 ７０％ 以

上 。

—
２０ １ ６ 年 ， 当地遭遇冰雹 、异常高温 、 干旱天

气 ， 青 笋种植者受 到 的影 响 极大 。 本文基于

２０ １ ５
－２０ １ ９ 五年 间对松潘县 的 田 野调查

， 围绕

２０ １ ６ 年极端气候条件对青笋种植农户影响 的情

况
， 讨论松潘县青笋种植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特

点 ，说明其对精准扶贫和稳定脱贫的影响 。

二
、松潘县的气候特点及其传统种植业

松潘县位于北纬 ３２
。

０６
＇

３ ３
。

０９
＇

， 东经

１ ０２
。

３ ８
＇

１ ０４
。

１ ５
＇

之间
，
地形地貌复杂 ， 沟谷

交错 、江河纵横 、气候多样 ， 作为邻近成都平原的

交通要冲 ， 被称作
“

川西门户
”

。 全县辖区面积

８ ３ ３ ９ 平方公里 。 县城南距成都 ３ ３ ５ 公里 。 对其重

要的地理位置 ， 民 国时期修纂的 《松潘县志 》在序

言中指出 ：

“

……松潘 左 连秦 陇
，

右达 川 边
，

上抵青 海
，

下

接茂威
，

顺流而 下径趋成都
，
有若建钮势使然也 。

［

１ ８
］

松潘地貌东西差异明显 ，
以 中 山为主 ；

地形起

伏显著 ， 相对高差 比较大 ，
最低处 白羊乡棱子 口海

拔为 １ ０８０ 米 ，
最高处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 ５ ５ ８ ８

米 ，
县城海拔 ２８ ５０ 米 。 雪宝顶 、 弓杠岭 、哲波卡 、桦

子岭 、 金蓬山 、 垮石岩 、 红星岩 、腊子山等山体 ， 共

同构成了宏伟的岷山 山脉 。 受山体控制 ，
河流深切

蜿蜒 ， 境内岷江 、涪江 、热务河 、 毛儿盖河 、 白草河

及大小支流 ２００ 余条蜿蜒其间 ，
最终汇成了年平

均径流总量为 ４０ ． ２ 亿立方米的岷江和涪江两大

水系 。 由于地形复杂 ， 海拔悬殊 ，
松潘小气候多样

且灾害性天气活动频繁 。 根据 １ ９７０
－２０００ 年资料

统计 ，
松潘县平均气温状况如 图 １

， 平均降水状况

如图 ２ 。 从图 １ 、 图 ２ 可以看到 ，
松潘具有青藏高原

季风气候特征 ，
垂直气候明显 ， 境内有山地暖温

带 、冷温带 、 亚寒带 、高山寒带等多种气候 ，年平均

气温 ６ 

°

Ｃ左右 ，年平均降水量 ７ ３０ 毫米上下 ， 降水

量分布不均 ，
雨季 （

５ 月 中旬至 １ ０ 月 上旬 ）降雨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 ８０％ 。

据第六次人 口 普查 ，

２０ １ ０ 年松潘县总人 口

７４ １ ６６ 人
， 其中藏族 占 ４３ ． ５ ３％

， 羌族 占 １ ０ ． ３ ８％
，
回

族 占 １ ５ ．０４％
，
汉族 占 ３０ ． ９５％

， 其他民族 占 ０ ． １％ 。

非农业人 口１ ４４７ ３ 人
，农业人 口５９６９ ３ 人 。 这里仍

然是以农业人 口为主的区域 。 十里 回族乡 与川主

寺镇舭邻 ， 均位于松潘县北部 ，
属岷江流域 。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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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县气温变化图

４０

图 １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０ 年松潘县平均气温图 ３

１ 月２ 月３ 月４ 月５ 月６ 月７ 月８ 月９ 月 １０ 月 １ １ 月 １２ 月

■平均降水量 （毫米 ）
一＃水天数 （ 日 ）

图 ２ 松潘县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０ 平均降水量②

河谷地区多为石灰Ｉｆ士 ，河道两旁为冲积沙土 ， 宜

于农垦 ｓ寅原海带季风气候 ，
常年平均降雨量

为 ６９ ３ ． ２ 毫米 ， 常年平均气温 ５弋左右 ，无绝对无

鎗期 ，土地封冻时间长 ，平均海拔 ２９００ 米 ，年 日照

量 ２０００ 小时 ， 气候干 ，
燥 ， 主导凤向为西北向 ６ 年度

降水多集中辑 ５ 月 中旬至 １ ０ 月 上旬的童攀 ，这
一

时期的降水量 占到了全年降水的 ８０％ 。 十里 回族

乡 全乡 有 ６ 个行政村 ，
９２４ 户 ，

３ ５ ３ ５ 人 ， 劳动力

２ ３ ９７ 人 ， 其中 ， 从事第一产业 的有 １ ６９７ 人 ， 占劳

动力总人Ｇ的 ７ １％ ， 外 出务工人数仅为 ８２ 人
，
占

劳动力总人 口 的 ３４ ．２％ ，全乡共有耕地面积 ４８ ３ １ ０

亩办 川主寺镇辖 １ ５ 个行政村 ，
２ 个居委会 ，全镇共

１４３４ 户
，
５ ８ ６ ５ 人 ，其中 ， 劳动力 ３２０２ 人 ，从事第

一

产业的有 １ ８ ６ ８ 人 ， 占劳动力总人 口 的 ５ ８ ． ３％
，外

出务工 １ ３ ３４ 人 ， 占劳动力总人 口 的 ４ １ ． ７％
，
全镇

有耕地 ６６９５
ｔｒｓ 两地从事譲一产业的人 口都占其

劳动力总人 ｈ 的
一半以上 ，但农业的产ｍ非常低 ，

农户大多是贫 困 户 或者返贫 风险最大 的人群 。

２０ １ ６ 年受夹后 ， 十里乡 的农业收入仅占全乡 总收

入 １ ２％ ， 川主寺镇则仅占 １ ４％ ， 当年不仅未能完成

脱贫任务 ，还有一些表Ｐ返贫 。

地形和气候条件导致人们种植农作物的品种

选擇十分有限 。 ２〇 世纪 Ｓ０ 年代以就 ＞
十里回族乡

农耕地分布＿援 ２８５０ 米到 ３０００ 米之间 ， 以种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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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春小麦和部分冬播小麦 、 红 白胡豆 、油采为王 ，

部分地区还小规模种植马铃薯、青稞 。 蔬菜种植在

自 留地里 ，
品种多 、规模小 ，

主要供农户 自 己食用 。

川 主寺镇农耕地分布在 ２９００ 米到 ３ ３００ 米之间 ，

是青稞主产区 ， 有部分早熟胡豆品种和马铃薯 ，
以

青稞 胡豆 、 马铃薯 胡豆 、 马铃薯 青稞轮种

为主 ，

一年一熟 。 《松潘县志 》在卷首
“

凡例
”

中总

结道 ：

“

松地 甚寒
，
每 岁 仅种 豆 麦

一 次
，

小 河 南 坪 稍

暖
，

可 以 艺 稻 。

， ’

［

１ ９
］

冬天寒冷漫长 ， 春秋两季短暂 ，
再加上高海

拔 ， 冬夏交替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农作物的种植节

奏 。 每年春季播种之后 ，
田 间事务就相对轻松 ， 到

了８ 月 和 ９ 月 要趁着天气晴朗 ，
还未霜降就得抢

收 ， 而在 １ ０ 月 下旬到来年 ３ 月 上旬 ，
万物沉寂 ，农

户基本都赋闲在家 。 可见 ，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 ，气

候因素对生计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
人们必须按照

气候的变化规律来安排生计 ，
对它反复无常带来

的灾难逆来顺受 。

三 、青笋种植的技术保障和市场导向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 ，
松

潘县农户 明显感受到了气温升高 ， 十里 回族乡 和

川主寺镇的群众都认为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开始 ， 夏天越来越热 ， 蔬菜种植的 品种增加 ， 种植

时间也长了 。 其中 ，
地膜技术在作为经济作物的青

笋种植上的应用 ，
改变了 当地农户 的种植结构 。

由于地膜阻挡了垄体土热辐射与对流的热量

损失 ， 同时阻挡了垄体土壤水分的蒸发 ，使地膜覆

盖土壤的温度高于裸地土壤温度 ，
可以有效地调

节土壤温度 ， 并且防止大雨和暴雨浸淋 田地
， 减缓

土壤养分的流失 ， 提高了养分利用率 。 同时 ，
地膜

覆盖提高了土壤温度 ，
改善了 土壤水分状况 ， 有利

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 加速了养分的分解 ，使养分

提前释放 。 地膜对光谱有反射性能 ，
可以增加 日

照 。地膜覆盖也能有效抑制杂草的生长 。在晴天强

光时 ，
地表土温和膜下空隙气温迅速升高 ，从而减

轻部分病虫危害 。 松潘县昼夜温差大 、 土地积温较

低 、降水时间集中等对种植业影响较大的问题 ，
通

过地膜使用都可以得到缓解 。 这一技术得到了松

潘县菜农的青睐 。 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种植青笋的

大户老袁十分 自豪地向笔者介绍道 ：

我们村 用 地膜是我先 开 始 的
，

还是试验的 莴

勞 （ 青 勞 ） ，
其 他还有 白 菜 、 海椒 。 那 时候 大概在

１ ９ ８ ３ 年
，
我还 自 己做个 大棚

，

结 果被风吹翻 了
，

后

面 就 开 始 用 地膜
，
成 功 后 就 一 直种 莴 勞 （ 青 勞 ） 到

现在 。

老袁当时是村干部 ， 家里没有多余的劳动力

可以 出去挖贝母
，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 ， 就在村上 自

发地进行了试验 ，

一直都只是小规模种植 。其他农户

也有种植 ，但大多数农作物为农户 自 己食用 。

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 ，
松潘县政府在镇坪乡 、 进安

乡 、 川主寺镇等地选点试验青齊全生育期地膜栽

培技术成功 ， 采用育苗移栽 、 人工打孔直播等技

术 ，
根据消费市场 成都平原正处于高温期 ，

正

是蔬菜缺乏的时期 ，
逐步将青齊收获时间确定为

６ 月 中下旬到 ９ 月 上旬这个时间段 。 ２００ １
－２００２

年 ， 筛选出种都 ３ 号 、种都 ５ 号两个品种 ，

２００３ 年

全县推广种植 ４５ ８ ． ７ 公顷 ， 到 ２００５ 年推广到接近

７４０ 公顷 。 由于市场营销定位于
“

原生态有机反季

节蔬菜
”

， 青齊行销成都市场 ，
经济效益 良好 ， 各地

也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 。 海拔 ３０００ 米左右的川

主寺镇元坝村民告诉笔者 ：

当 时根本 想 不 到 这 里 还 能 种 莴 笋 （ 青 笋 ） 。

２００３ 年有 外地 的人来 包 地种
，
我 们 才 发现这里 的

气候是可 以 种 的
，

２００４ 年就有人 尝 试
，

但是没有

经验与 技术
，

收成 不 好 。 好在 ２００５ 年政府就有 专

门 的技术人 员 来指 导
，

还给每 家每 户 发 了 免 费 的

薄膜和种子 ，

大 家都 开 始 尝 试 了 。

２００９ 年 ，
老袁家的儿子结婚 ， 家中 的劳动力

增加了 ， 加上政府大力推广 ，
老袁把 自 家 ２０ 亩土

地都种上了青笋 ， 当年的毛利就达到了１ ６ 万元左

右 。 ２０ １ ０ 年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全村人都开始种

植
，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不仅高屯村周边的地种满了 ，
还有

很多人到邻近的川 主寺镇租地种植 。 ２０ １ ５ 年 ， 十

里 回族乡 地膜蔬菜播种面积约 ５００ 亩 ，

２０ １ ６ 年就

达到 了９９０ ． ７５ 亩 ， 川 主寺镇这两年的青齊种植面

积也都在 １ ０００ 亩左右 。

四 、极端气候条件 、保险和市场竞争的影响

青齊作为经济作物 ， 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收益基本上依赖于气候条件 。 青笋种植户最害怕

遇见的就是冰雹、高温和干旱天气 ，但在 ２０ １ ６ 年 ，

这几种气象灾害都在十里 回族乡 和川主寺镇出现

了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正是青齊生长枝干的时节 ， 十里

回族乡 连续发生了 ４ 次冰雹灾害 ， 川主寺镇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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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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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５ 次 ， 大部分的青齊都被打去了枝叶 ， 打

歪 、 打倒的也不计其数 。 眼看上市的时间就快到

了
， 种植户们只有祈祷好天气尽快来到 ，

一是让受

伤不重的青笋尽快恢复生长 ，

二是抓紧时间对受

伤严重的青笋进行清理后重新补栽 。

十里 回族乡 高屯村的小郭不仅种 了 自 家的

２０ 亩地 ，
还在相邻的大屯村租了２０ 亩地 ， 都种了

青笋 。 ２０ １ ５ 年他赚了十多万 ，本想着 ２０ １ ６ 年再多

赚一点 ， 但这场雹灾让扩大种植面积的他一下子

傻了眼 。

“

我 不 仅把之前 的 利 润搭 了 进去
，

还贷 了

款 。

”

此时 ， 受灾的群众迫切希望
“

莴笋 （青笋 ）保

险
”

能够帮助减轻损失 。 这一专项保险是松潘县政

府为了降低种植户风险 ， 在全县范围 内推广的一

项政策 ， 采取农户 自愿的原则购买商业保险 。 保费

由政府出 ７０％
，农户 出 ３０％ 。 这样 ，农户每亩地只

需要缴纳 １ ８ ． ７４ 元的保费 ，若受灾最高就可获 ５００

元的赔偿 。

但在 ２０ １ ６ 年 ，
这一措施的作用与农户 的预期

相差甚大 。 据我们观察 ，从保险公司到受灾现场定

损 ，
再到赔付落实 ， 存在以下问题 ：

一是定损周期

长
，
影响补种 。 保险公司提出定损周期最短要一

周 ， 待
一

周后再次到现场查看 ， 只对那些确实没有

恢复的青劈进行理赔 。 但菜农要求立即定损 ，
因为

补种时间紧迫 ，
要尽最大可能挽 回损失 。 而保险公

司则规定如果未经定损就补种 ，
之前受损的一律

不予赔付 ，
这就使得保险公司与菜农形成了对立

的关系 ；

二是对赔付标准的认识难以统一 ，
虽然在

保险合同上对不同生产期的青笋有不同的赔付标

准 ，但因为描述不详或其他原因 ，
很多菜农表示并

不知情 ， 始终坚持认为若受灾就得进行全额赔付 ，

保险公司则坚持按照合同赔付 ， 双方的对立关系

进一步加剧 。 为菜农引人保险机制本是政府帮助

菜农规避种植风险的措施 ，但因为以上问题 ，将本

应同舟共济的双方推向 了对立面 。 保险公司 的业

务员也对这个险种颇有微词 ：

其 实 我们公 司 很冤
，
在农村待过 的 都知道

，

接

下 来如果天 气情 况 良好
，

这 些 莴 笋 （ 青 笋 ）

一

周 之

后 绝对 能 够恢复
，

虽 然 可 能对产 量有影 响
，

但我们

怎 么 可 能 直接按照全部 受损 来赔呢 ？
一 亩地 只 有

几十 元 的保 费
，

但按照合 同
，
我们 一 亩地 最 多 赔

５ ００ 元
，

你说这个是不是亏本生 意嘛 。
也就是政府

的 民 生 工程
，

不 然我们 才 不 卖 这个保险 。

几经协商 ，
最终赔付价格降到 了平均每亩

１ ２０元 。 虽然这次只赔付买保险之后播种的青笋 ，

但购买了 的农户还是从中受益 ，
对保险的作用整

体上是认可的 。

接下来的一个月 ， 首批青齊开始上市销售 ， 市

场竞争的压力集 中 出现 。 ２０ １ ０ 年以后 ，
阿坝州 的

青齊种植面积很大 ， 除了松潘之外 ，
还有金川 、小

金 、理县 、 红原 、若尔盖等地 。 由于海拔不同 ， 各地

青齊上市的时间从 ４ 月 开始可以持续到 １ １ 月
， 陆

续上市的过程中 ， 市场竞争压力不大 。 但 ２０ １ ６ 年

初夏气温偏低 ， 本应在 ４－５ 月 上市的青齊延迟至

６ 月 初才大批成熟 。 而 ５ 月 过后气温急剧上升并

保持在较高水平 ， 使得海拔较高区域的青笋也提

前成熟 。 ６ 月 中旬大量青笋集中上市 ，价格一落千

丈 ，农户 叫苦不迭 。 高屯村一位菜农告诉笔者 ：

我每亩地 的 成本要 ２０００ 多 块钱
，
有种子 、 薄

膜 、
肥料等

，

还不 算人工 。 我 第 １ 批 莴 笋 （ 青笋 ）
起

（
挖

）
出 来拉到 成都

，
到 了 好 多 市 场都没人要

，
最后

眼看就要坏掉
，
我 只 有 以 ８ 分钱 １ 斤 的 价格 卖 给

泡 菜厂
，

好 歹把运 费 还是 卖 出 来 了
，
其他就 只 有硬

亏 了
，

没得 办 法 。

川主寺镇王 甲家受市场影响的情况 ， 是 比较

典型的 ：

王 甲家坝子上的 ５ 亩地只种青笋 。 前几年青

齊价格好 ， 每斤价格可以上 １ 元
，
人们看到青齊能

赚钱 ，便家家户户都种 ，
王 甲也不例外 。

王 甲估计仅是 自 己村村民种植青笋的面积就

在 １ ００ 亩上下 ， 半 山坡地上还有外地人承包的

２００ 亩土地 ，
也全部用来种青笋 。 直到 ２０ １ ５ 年青

笋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 卖到 了１ ． １ 元 ／ 斤 ，
王 甲 家

靠出售青笋获得了约 ８０００ 元净收人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王 甲家可以 出产约 １ ８０００ 斤 ， 但到村里收购的

价格仅有每斤 ０ ． ２ 元 。 到了７ 月 上旬 ，

２ １ ３ 国道受

暴雨影响 中断 ， 成都市场蔬菜紧缺 ， 价格上扬 ， 但

是收购的卡车也到不了村里 。 眼看着家里的青齊
一天天长高长大 ，

出现空心抽薹 。 王 甲 心急如焚 ，

再不将其卖掉 ，

一旦开花就只有烂在地里 。 好不容

易等到公路通了 ，
王 甲立马联系在茂县做收购商

的朋友 ， 让其开车上来运 。 为了运送到成都保持新

鲜卖个好价钱 ，
王 甲在前一天就联系亲友邻居帮

自 己挖青齊 。 挖青笋的时间一般是早上 ３ 、 ４ 点到

１ １ 点 ， 或者是前一天 １ ８ 点到 ２０ 点 。 选择这一时

段首先是为了挖出 的青齊不被太阳晒到 ， 所以速

度必须非常快 ，

一家的劳动力往往不够 ， 每次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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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村内找 ２０ 余人 。 据王 甲计算 ，平均 ３０ 个人 １

个小时可以挖完 １ 亩地 。 村民们就这样相互帮忙 ，

要是到了大家都忙的时候 ， 就会请周边村寨的人

来当小工 ， 每天付 ７０ 元工资 。 当车主运走王 甲家

里最后一亩的青笋时 ，他松了一 口气 ，
至于能赚多

少钱 ，
王 甲表示不知道 ， 能不亏就已经是最大的幸

运了 。

屋漏偏逢连夜雨 ，从 ７ 月 底到 ９ 月 初 ，
松潘县

出 现了持续 的高温干旱天气 ，

７ 月 仅有 ４ 天气温

在 ２０
°

Ｃ 以下
，

８ 月 仅 ２７ 日 以后气温才低于 ２２
°

Ｃ 。

往年中应该经常有 中雨的季节 ，
整个 ８ 月 只有 ２９

日 有一次中雨 。

［

２０
］气温偏高和干旱 ，

导致地里还未

达到售卖条件的青笋长不粗 ， 只长高 ，纷纷开花结

軒 。 那段时间 ，
再没有人在地里忙碌了 ，

因为那种

青笋收起来卖不出去 ，
还得搭上人工和运费 ， 只有

任其烂在地里 。 这时虽然青笋价格开始 日渐回升 ，

但对于大部分菜农来说 ，
已经无菜可卖 。

２０ １ ６ 年的情况说明 ， 青藏高原是以市场为导

向 的种植业 ， 其经济效益与市场需求 、种植技术水

平 、种植规模 、道路通畅等因素息息相关 。 而在这

些 因素中 ， 种植户能够控制的只有种植这一环节 。

但这一环节如果面临极端气候变化 ， 就会造成极

大的损失 。 ２０ １ ５ 年 ， 十里 回族乡青笋种植收人 ４３ ８

万元
， 占全乡种植业收人的 ７６ ． ３％

，

２０ １ ６ 年在扩大

种植面积近一倍的情况下 ， 青笋收人仅有 ４４４ 万

元
，单位面积的收益下降了一半 。

２０ １ ６ 年的极端气候变化给了农户们一次深

刻的教训 ，
对于缺乏基本灌溉设施等保障 ，

对完全
“

靠天吃饭
”

的菜农来说 ，
天气变化直接决定其一

年的收成 。 如果既希望提高现金收人 ，
又要规避风

险 ， 就必须摸索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办法 。 到 ２０ １ ７

年 ，
松潘县的青齊种植面积保持着 ２０ １ ６ 年的规

模 ，
对此

，农户老袁有 自 己 的解释 ：

我 家 大规模种 莴 笋 （ 青 笋 ）
接近 十 年 了

，
什 么

情 况没遇到 过 ？ 怎 么 能把鸡蛋放在 同
一 个篮子 里 ！

一

开始 我还是像大 家一样 只 种 一批
，
因 为 是反季

节 蔬 菜
，
莴 笋在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等这 三 个 月 本 身

是有价格优势
，

一般都在每 斤
一元钱 的样子

，

但这

几年种反季 节 莴 笋 的 太 多 了
，

就导致价格很不 稳

定
，
产 量 高 就价格低 。 今年我就把我 家 的 莴 勞分批

种
，
我 分 了 五 六批

，
每批 间 隔 十 到 二 十 天

，

反正 总

会遇到 价格 高 的批次
，

也会遇到 价格低 的
，

但量都

不 大 。 我这个样子种 ，

如果 刚好碰到 价格 高 的 也赚

不 到 好 多
，

但遇到 价格低我也亏 不 了 多 少 。
２０ １ ６

年我们村上 大部 分人都亏 了
，
有 些连贷款亏 １ ０ 多

万
，

但我还赚 了１ 万 多 就是这个原 因 。 我也给村上

的人说过
，
多 分几批种

，

但好 多 人 为 了 多 赚钱 不

听
，
最 多 分成 三批

，

结 果 一批遇到 冰 雹
，

一批遇 到

低价
，

一批很快 开花
，
亏得一塌糊涂 。 我 那 ３ 批还

是亏惨 了
，

冰 雹 受 灾 １ ０ 亩
，
开花 了５ 亩

，

还遇到 低

价 。 最后保险公 司 因 冰 雹 赔 了１ ２００ 元
，

因 干旱 赔

了１ ７００ 元
，

虽 然 不 多
，

但 比 没有好嘛 。
就 最后 还剩

１ 批 ３ 亩 地挺过 来 了
，
卖 到 了 每 斤 １ ． ７ 元

，

就 这 ３

亩地把前 面 亏 的捞 回 来还倒 赚 了 １ 万 多
，

虽 然 没

得好 多
，

但没亏就谢天谢地 了 。

由此看来 ， 像老袁这样的菜农已经开始主动

适应气候变化 ， 降低种植风险了 。 由于找到了规避

风险的方法 ，
老袁家的种植面积从 ２０ １ ６ 年的 ３０

亩增加到 ２０ １ ７ 年的 ４０ 亩 ， 他向笔者表示 ：

“

以 自

己 的经验 ，
不可能年年都是 ２０ １ ６ 年这种天气 ，

再

加上有政府的保险 ，应该亏不了 。

”

从 ２０ １ ８ 年和 ２０ １ ９ 年的跟踪研究发现 ，
松潘

县的青齊种植面积还有所扩大 ，
越来越多的农户

采用老袁的办法 ， 将播种期改为 １ ０ 天 １ 个周期 ，

形成了应对短期气候波动的能力 。

结 论

第一 ，
松潘县菜农的青笋种植是对青藏高原

气候缓慢变暖的一种适应 。 气温增高后 ，农作物的

适应种植海拔不断提高 ，
过去只能种植很少农作

物的松潘县 ，
不仅可以种植青笋这种不太耐寒的

作物 ， 而且可以种植需要
一定积温的优质花椒 ，

还

可以种植树莓 、 蓝莓等新的作物 。 经济作物的种

植
， 为实施

一

户
一策的精准扶贫提供了条件 。

第二 ， 青笋大面积的种植 ， 受到 以地膜 、 良种

为代表的现代技术的支持 。 同时 ，
也导致商业化种

植的成本增加 ， 风险增大 。 这一方面提高了农户获

取现金收人的能力 ，
另一方面 ，

也增大了农户返贫

的市场风险 。

第三 ， 政府以技术 、 良种和保险为主的支持 ，

使菜农对极端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有了一定的提

高 ，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今后应致力于总结农

户和社区 自我适应的经验和教训 ， 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服务 。

第四 ， 中期气象预报服务及相关灾害预测服

务 ， 是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的基础性服务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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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社区气候变化适应最需要的中期气候趋势预

测还未能发挥作用 。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中 国气象局正

式印发 《长江经济带气象保障协同发展规划 》 ， 提

出到 ２０２０ 年 ，
长江经济带气象事业整体实力将迈

人国际先进行列 ， 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

化 。 基于青藏高原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急需气候中

期趋势预测的特点 ， 应促进这一规划 向上延伸到

青藏高原 。

总体来讲 ，
松潘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时 ，

选择

了主动适应 。 从内在动因看 ，提高种植业经济效益

是促使其积极适应的主要 因素 。 按照可持续的生

计方法 ， 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青藏高原 ，农户 的可

选择适应包括 自然资源 、社会生产技术 、 自身具备

的技能 、知识和能力 、健康状况 、文化水平 、信贷来

源及社会资源等维持生计的要素 。

［

２ １
］而 目前的适

应过程已经表现出经济社会多 因素综合的特点 。

在政府支持下的 自 我适应 ， 是松潘县农户稳定脱

贫的道路之一 。 增加中期气象服务 ，是对这类农户

进行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 。

注释 ：

①资料来源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ｗｅａ ｔｈｅ ｒ ．ｃ ｏｍ．ｃｎ ／ｃ ｉｔｙ ｉｎ ｔ ｒｏ／ １ ０ １ ２７ １ ９０５ ． ｓ ｈ ｔｍ ｌ 。

②资料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ｉ
／／ｗｗｗ．ｗｅａ ｔｈｅ ｒ ．ｃｏｎＬｃｎ ／ｃ ｉ ｔ

ｙ
ｉ ｎ ｔｒｏ ／ ｌ ０ １ ２７ １ ９０５ ． ｓｈ ｔｍ ｌ 。

参考文献 ：

［
１

］ ［
２

］ ［
４

］ ［
５

］
气候变化影 响及减缓与 适应行动研究编 写组 ． 气候

变化影 响及减缓与适应行动 ［
Ｍ

］
． 北京 ： 清华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

３ ． ５ ． ８ ．

［
３

］
王顺久 ．青藏 高 原 东 部 气候变化及其对长 江上 游水资 源 的

可能影响 ［Ｊ ］
． 高原 山地气象研究 ，

２００ ８
，
２ ８ ．

［
６

］
权威报告 ． 气候变化与 贫 困 ： 中 国 案例研咒 （摘选 ） ［Ｊ ］

． 世界环

境
，
２００９

， （ ４ ）
．

［
７

］
Ｓｍ ｉ ｔｈ Ｋ Ｒ ，

Ｗｏｏｄｗａ ｒｄ Ａ
，Ｃ ａｍｐ

ｂ ｅ ｌ ｌ Ｌｅｎｄ ｒｕｍＤ
，
ｅ ｔ ａ ｌ ．Ｃ ｈａ

ｐ
ｔｅ ｒ

＼ ＼
：
ｈｕｍａｎｈｅ ａｌｔｈ

－

．
ｉｍ

ｐ
ａｃ ｔ ｓ

 ，
ａｄａ

ｐ
ｔ ａｔ ｉｏ ｎ

，
ａｎｄｃ ｏ ｂ ｅ ｎｅｆｉ ｔ ｓ

 ［
Ｍ／０Ｌ

］
． ＩＰＣ Ｃ ．

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 １ ４
： ｉｍ

ｐ
ａｃ ｔ ｓ

 ，
ａｄａ

ｐ
ｔ ａｔ ｉｏ ｎ

，
ａｎｄ ｖ ｕｌｎｅ ｒ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Ｃ ａｍｈｉ ｉ

ｄ
ｇ
ｅ

： 
Ｃ ａｍｂ ｒ ｉｄ

ｇ
ｅ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
２ ０ １ ４

 ［
２０ １ ４ ０４ ０７

］
． ｈ ｔ ｔ

ｐ ：
／／ ｉ

ｐ
ｃ ｃ ｗ

ｇ
２ ．

ｇ
ｏｖ／ＡＲ５ ／ ｉｍ ａ

ｇ
ｅｓ ／ｕｐ ｌ ｏａｄ ｓ ／ＷＧ ＩＡＲ５ Ｃ ｈａｐ 

１ １ ＦＧＤａ ｌ ｌ ．

ｐｄｆ
．

［
８

］
鲍文 ． 岷江上 游干旱 河谷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 影 响及适

应性对策 ［Ｊ ］
．广 东农业科学 ，

２０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６２ ．

［
９

］
ｌＦＣ Ｃ ． 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ｈｅ １ ９９ ０ａｎｄ １ ９ ９２ＩＰＣＣ Ａ ｓ ｓ ｅ ｓ ｓ ｍｅ ｎｔ ．

［
Ｍ ／ＯＬ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ｉ

ｐ
ｃ ｃ ． ｅｈ ／ ｉ

ｐ
ｃ ｃ ｒｅ

ｐ
ｏ ｒｔ ｓ ／ １ ９ ９２ ／２０ ＩＰ Ｃ Ｃ ／２０Ｓ ｕ

ｐ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

［
１ ０

］ ［
１ １

］
孙傅 ，

何 宵嘉 ． 国 际 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发展动 态及其对

中 国 的启 示 ［Ｊ ］
． 中 国人 口 资源与 环境 ，

２０ １ ４
，
２４ （ ５ ）

．

［
１ ２

］
陈俐静 ，段伟 ，

吕 素洁 ，
温 亚利 ． 林农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

性行为研究 ：

以 四川 大 熊猫保护 区 ９４７ 户农户 为 例
［Ｊ ］

．资 源 开发与

市场 ，
２０ １ ７

，
３ ３ （ １ １ ） ；

沈兴 菊 ．青藏 高 原农牧 民对 气候变化和 灾害 的

认知及适应对策研究 ［Ｊ ］
． 《云 南 民族大学 学报 》 ，

２０ １ ３
， （ １ １ ）

．

［
１ ３

］
冯 晓龙 ， 霍 学喜 ，

陈 宗兴 ． 气候变化与农户 适应性行 为 决策

［Ｊ ］
． 西 北农林科技大 学 学报 ，

２０ １ ７
， １ ７ （ ５ ）

；
李根丽 ，

魏凤 ． 农户 的 气

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及其影 响 因 素 基于 陕西 、甘肃 两省 ５ ９７ 份

农户 调 查数据的分析 ［Ｊ ］
． 湖 南农业 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７
，

１ ８ （ ４ ）
．

［
１ ４

］
冯 晓龙 ， 霍 学喜 ，

陈 宗兴 ． 气候变化与农户 适应性行 为 决策

［Ｊ ］
．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报 ，

２０ １ ７
，
１ ７ （ ５ ）

．

［
１ ５

］
童庆蒙 ，

张露 ，
张俊颼 ． 家庭禀赋特征对农户 气候变化适应

性行为 的 影响研究 ［Ｊ ］
． 软科学 ，

２０ １ ８
，
３ ２ （ １ ）

．

［
１ ６

］
田 素妍 ，

陈嘉烨 ． 可持续 生计框架 下农户 气候变化适应 能

力研究 ［Ｊ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 环境 ． ２０ １ ４
，２４ （ ５ ）

．

［
１ ７

］
十里 乡 和川 主寺镇农经报表 ［

Ｚ
］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８

］ ［
１ ９

］ 《阿坝 州 文库 》编委会 ．松潘县志 （ 民 国 ） ［
Ｍ

］
．成都 ：

四 川

民族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２ ． １ ５ ．

［
２０

］
松潘 历 史 气候

［
ＤＢ ／０Ｌ

］ 中 国 天 气 网 ． ｈ ｔ ｔ
ｐ ：
〃 ｌ ｉ ｓｈ ｉ ． ｔ ｉ ａｎ

ｑ
ｉ ．

ｃ ｏｍ ／ ｓ ｏｎ
ｇｐ

ａｎ／２０ １ ６０７ ． ｈ ｔｍ ｌ ．

［
２ １

］ ［
英

］
马 瑞 丽斯 ？ 特 恩布 尔

， ［
澳

］
夏洛特 Ｌ ． 斯特 雷特 ， ［

美
］
艾

米 ？ 希 尔博 ． 提升恢复力 灾 害风险管理 与 气候 变化适应指 南

［
Ｍ

］
． 北京 ：

地质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５ ３ ．

（责任编辑 马成俊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Ｃ ｌ 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ｆｏｒＦａｒｍ 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 ｌｌｅｖ 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Ｑ ｉｎｇｈａ ｉ

－Ｔ ｉｂｅ ｔＰ ｌａｔｅａｕ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ｏｎｇｐａｎＦａｒｍ 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ｓａｎｄＴｈｅ ｉｒ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ＬｅｔｔｕｃｅＰ ｌａｎｔｉｎｇ

Ｌ ｉＪｉｎＨｏｎｇ
Ｌ ｉｎ

Ａｂ ｓ ｔｒａ ｃ ｔ
：

Ｑ ｉｎ
ｇ
ｈａ ｉ Ｔ ｉｂ ｅ ｔ Ｐ ｌａ ｔｅａｕ ｈ ａｓ ｂ ｅｅｎｏｎ ｅ ｏｆ  ｔｈ ｅ ａｒｅａｓ ｗ ｉ ｔｈ ｓ ｉ

ｇ
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ｔ ｃ ｌ 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

ｇ
ｅ ａｂ ｏｕ ｔ ａ ｃ ｅｎ ｔｕ ｒｙ ． ｌ ｔ  ｉ ｓ ｆｅａｔｕ ｒｅｄ ｂ

ｙ 
ｉｎ ｃ ｒｅａｓ ｉｎ

ｇ 
ｔｅｍ

ｐ
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

ｒａ ｉｎｆａ ｌ ｌ ａｎｄ ａｂｎｏ ｒｍａ ｌ ｗａ ｒｍ ｉ ｎ
ｇ 

ｉｎ ｃ ｉｄｅｎ ｔ ｓ ． Ｔｈ ｉ ｓ  ｌ 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ｇｇ

ｒａｖａ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 ｅ  ｓｕｍｍ ｅｒ ａｎｄ  ｓ ｐ
ｒ ｉｎ

ｇ 
ｄ ｒｏｕ

ｇ
ｈ ｔ 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ｐｐ
ｅ ｒ Ｍ ｉ ｎ

ｊ
ｉ ａｎ

ｇ 
Ｒ ｉ ｖｅ ｒ ａｎｄ ｃｏｎ ｃ ｅｎ ｔ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 ｉｎｆａ ｌ ｌ  ｉｎ  ｓ
ｐ
ｅｃ ｉｆｉ ｃ

ｐ
ｅｒ ｉ ｏｄ ｓ ｏｆ  ｔ ｉｍｅ

， 

ｗｈ ｉ ｃｈ ｃａｕ ｓ ｅ ｓ  ｔｈ ｅ ｅｎｈａｎ ｃ ｉｎ
ｇ 

ｅｃ ｏｎ ｏｍ ｉ ｃ ａｎｄ  ｓ ｏｃ ｉａ ｌ ｖｕ ｌ ｎｅ ｒ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 ｏｕｓ ｅｈ ｏ ｌｄｓ ． Ｕｎｄ 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ｇ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
ｇ
ｒ ｉ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ｃｏｍｍｏｄ ｉ ｆ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

ｇ
ｅ ｔｅｄ

ｐ
ｏｖｅｒ ｔ

ｙ 
ａ ｌ ｌ ｅｖ ｉ ａｔ ｉ ｏｎ

， 

Ｓ ｏｎ
ｇｐ

ａｎ ｃ ｏｕｎ ｔ
ｙ ｇ

ｏｖ ｅｒｎｍ ｅｎ ｔ ｈａｓ
ｐ

ｒｏｖ ｉｄ ｅｄ  ｓ ｅｅｄ ｓ
， 

ｔｅｃｈｎ ｉ ｃ ａ ｌ ｓｕ
ｐｐ

ｏｒ ｔ ａｎｄ  ｉｎ ｓｕ ｒａｎｃｅ  ｓｕｂ

ｓ ｉｄ ｉ ｅ ｓ ． Ｔｈ ｅ ｈｏｕ ｓ ｅｈｏ ｌｄ 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ａ
ｐ

ｔｅｄ  ｔｏ ｃ ｌ ｉｍａ ｔｅ ｃｈａｎ
ｇ
ｅ ｗ ｉ ｔｈ ｄ ｉ ｖｅｒ ｓ ｉｆｉ 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 ｌ ｌ ｓ ｃ ａ ｌｅｄ

ｐ
ｌ ａｎ ｔ ｉｎ

ｇ
． Ｈｏｗｅｖｅ ｒ

， 

ｌａｃｋ ｉｎ
ｇ 

ｏｆ ｍ ｉ ｄ ｔｅ ｒｍ ｃ ｌ ｉｍａｔｅ
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ｗ ｉ ｌ ｌ

ｓ ｔ ｉ ｌ ｌ ｂ ｅ ａ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ｆｏ ｒ ａｄａ
ｐ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ｒｕ ｒａ ｌ ｈ ｏｕ ｓ ｅｈ ｏ ｌ ｄｓ  ｔｏ ｃ ｌ 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
ｇ
ｅ ．

Ｋ ｅ
ｙ
ｗｏｒｄｓ

：

Ｑ ｉ ｎ
ｇ
ｈａｉ Ｔ ｉｂｅ ｔＰ ｌａ ｔｅａｕ

； 

Ｆａｒｍ ｉ ｎ
ｇ
Ｈｏｕｓ ｅｈ ｏ ｌｄ ｓ

；

Ａｄａ
ｐ

ｔａｔ ｉｏｎ  ｔｏ Ｃ ｌ ｉｍａｔｅ Ｃ ｈａｎ
ｇ
ｅ

；

Ｔａｒ
ｇ
ｅ ｔｅｄＰｏｖｅ ｒ ｔｙ 

Ａ ｌ ｌ ｅｖ ｉａ ｔ ｉ ｏｎ

喷
＂

民

裁

太

營

營

裉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