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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国内, 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主要用来研究失地农民问题, 但大部分此类研究都缺乏理论模型

的指导。为了使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失地

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模型和图示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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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8 年 10 月 14 日, 笔者以“可持续生计”和

“生计可持续”为检索词 (检索逻辑为“或者”)、以

“题名”为检索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文献分别

为 30 篇、1 篇、4 篇、1 篇、4 篇。共计 40 篇。其

中: 有 24 篇文章研究失地农民 (包括工程移民) 问

题, 有 4 篇文章研究生态保护问题, 有 4 文章研究

城市贫困问题, 有 3 篇文章研究非失地的农民问题,

有 2 篇文章研究社区发展问题, 有 2 篇文章研究可

持续生计的理论, 有 1 篇文章研究畜牧生计问题。由

此可知, 在我国, 可持续生计的思想主要用在指导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上。但从 24 篇研究失地农民可持

续生计的文章来看, 虽然研究中不乏可持续生计的

思想, 但大部分文章缺乏理论模型的指导。为了弥

补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缺乏理论模型的缺

憾, 笔者在整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

就理论模型问题进行了探讨。

模型是现实世界某些方面的简单化呈现。它可

以是一个实体的呈现 (如飞机模型)、一种图示 (如

流程图)、一种公式 (如 S= v·t)、一段文字表述的

概念 (如“桌子是由一个面板及其下面的四条木棍

支撑而成的一种家具”)。而笔者要讨论的主要是概

念模型和图示模型。

二、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模型

“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诸于 1991 年世界环

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

提高资源的生产力, 保证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

的拥有和获得, 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

金, 以满足基本的需要。”① 1992 年, 联合国环境和

·401·

农村经济 2009 年第 10 期

①唐　钧: 城市低保制度、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商洛师范

专科学校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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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会 (UN CED ) 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 在第

21 项议程中指出, 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政策协调

地发展、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地使用资源。② 在 1995

年社会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则是

这样表述的:“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

产性就业和工作, 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③

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概念的理解是建立在

对“生计”概念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其中Cham bers

和Conw ay 关于“生计”的概念为学术界界定“可持

续生计”概念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Cham bers 和

Conw ay 将“生计”定义为一种“谋生的方式, 该谋

生方式建立在能力 (Capab ilit ies)、资产 (A ssets)

( 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 和活动

(A ct ivit ies) 基础之上。”④ 目前, 这一概念已被大多

数学者所采纳。联合国开发署的贫困与可持续生计

小组高级顾问纳列什·辛格和其在开发署的同事乔

纳森·吉尔曼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生计的概念, 他

们认为,“生计系统是由一套复杂多样的经济、社会

和物质策略构建的, 这些策略通过个体借以谋生的

行为、财产和权利得以实行。人们进行选择, 利用

机会和资源, 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目前或将来的谋生

机会: 稳定的生计即由此获得。”⑤从以上两种对“生

计”的理解不难看出,“生计”和“谋生”密切相关。

在理解“生计”的基础上, 为了澄清“可持续生

计”和传统意义上的“谋生”的区别, 纳列什·辛

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强调:“在挣钱活动、创造就业

与可持续生计这些概念之间也存在差别。前两项目

标是局部的, 分别是收入和岗位, 而可持续生计概

念则包含生计系统的复杂内涵。通过采用参与方式

和政策 (跨部门的) 工具, 可持续生计方案凸显了

微观层次的生计系统与影响这些生计的宏观政策间

的联系。”⑥

国内学者根据一些相关国际会议的文献和部分

国外权威专家对“生计”的理解, 对失地农民的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准确的界定: 所谓

“可持续生计”, 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

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

动。在此框架内, 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 它不仅包

括金融财产 (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

等) , 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

和影响其生活的相关决策能力。⑦目前, 这个概念在

国内主要用来分析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政策目标。

(如张时飞、刘从龙, 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

策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4; 李炜, 2006。) 有学者在

分析失地农民问题时还根据可持续生计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代际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即把可持续生

计界定为不仅家庭现有的劳动力能够有生计的可持

续性, 而且其子女后代生计也具有可持续性。“代际

可持续生计”的含义, 从静态看是一种状态, 即生

活水平的好坏; 从动态来看, 是指达到和改善某种

生活状态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 需要运用其所拥

有和获得的能力及资产; 而从代际来看, 生计的可

持续也包括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代际的生活状况的

提高, 即下一代的生活水平要比上一代更好; 二是

代际的谋生活动的有效性更强, 下一代拥有更高的

能力和更多可利用的资产, 而且有着更高的运用的

效率。⑧还有学者根据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庞大、生存

能力较弱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失地农户家庭和失地

农民个人的可持续生计概念: 失地农户家庭可持续

生计的定义是指失地农户运用其所有生计资本, 能

够实现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并在失衡状况下可抵

御外界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维持生计; 对失地农

民个人可持续生计的定义则是指失地农民个人在丧

失土地资源后, 根据自身资本条件进行资本配置, 至

少保持其现有生计水平不低于失地前。⑨

笔者认为, 我国学者丰富和发展了可持续生计

的概念。在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 (如失地

农民等) 的长远生计问题时,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实

际上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根据整合上述

有关生计和可持续生计的各种观点, 笔者倾向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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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界定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指个人或家庭及其后代

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

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 并具有在失衡状况下可抵御

外界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维持生计的资本。这里

的能力主要是指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能力即谋生

能力; 这里的资产即包括有形资产, 也包括无形资

产; 这里的收入不仅包括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 还

包括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 这里的资本即包括资金

资本, 也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

会资本。当然,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也

不是绝对封闭的, 而是相对开放的。〔1〕

三、可持续生计的图示模型

　　　　　　　图 1　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βκ

在众多的框架中, 英国国际发展机构 (the U K’s

D epartm en t fo r In ternat ional D evelopm en t, D F ID )

于 2000 年建立的 SL 框架——D F ID 模型 (见图 1)

就较为出色, βλ 已经被许多组织采纳。D F ID 模型建

立在 Sen、Cham bers 和Conw ay 等对贫困性质进行

理解的理论基础上, 并且把他们的工作规范化, 使

之成为一套单独的、可共享的发展规划方法。这个

模型可以指导生计战略和单个家庭的限制条件的分

析。当应用D F ID 框架聚焦于分析单个家庭局限性

这一层次时, 不应忘记其他所有分析框架都必须简

化贫困研究的复杂性, 以便能够使它具有可操作性

和实用性。通过把对贫困的新理解集成到一个分析

性工具之内, D F ID 框架可以洞察关于生计的复杂

性和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图 1 即揭示了一个理解

贫困的框架, 也指出了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通过

勾绘家庭如何追寻宽广的生计出路, 促进发展的机

会就显而易见。图 1 中就显示出人们如何利用大量

的财产、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求某种生计出路的

途径。当然, 财产投资和总体生计战略取决于个人

偏好, 但也被周围的生存环境所驱动, 而这些环境

往往由外来的力量控制。βµ

D F ID 模型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其分析框架以贫

困农户为中心, 将维持其生计可运用的五类资本, 即

人力资本 (H )、自然资本 (N )、社会资本 (S)、物

化资本 (P)、金融资本 (F) 组合构成一个“生计五

边形”。我国学者成得礼在分析城中村的失地农民问

题时对D F ID 模型略作了修改, 并以此作为分析失

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逻辑框架 (见图 2)。

图 2　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 2βν

笔者认为, 修改后的D F ID 模型对失地农民脆

弱性背景和生计产出的理解以及对解决失地农民的

可持续生计问题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此外, 修改

后的D F ID 模型在“五大资本”与政策、机构和过程

的互动的关系模型方面也有一定的新意。但要从

“可持续生计”的视角解决我国失地农民问题, 还需

要根据我国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对D F ID 模型进行

进一步的修改。在此, 笔者需要说明的是, 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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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κ

βλ

βµ

βν成得礼: 对中国城中村发展问题的再思考——基于失地农民

可持续生计的角度, 《城市发展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M artha G1Roberts、杨国安: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

——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年第 1 期。

D F ID: Sustainab le L 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1D epartm en t

fo r In ternational D evelopm ent, 20001

Go ldm an, Ian: Sustainab le L ivelihoods A pp roaches: O rigins,

A pp lications to A quatic Research and Fu tu re D irections, Conference

on P ractical Strategies fo r Poverty T argeted Research1 H ano i,

V ietnam , 2000。



修改的前提是承认失地农民脆弱性的存在并接受

“五大资本”即“生计五边形”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

计的影响的假设。对于“五大资本”的具体名称, 笔

者比较认可学者成得礼对原D F ID 模型的“五大资

本”具体名称的修改, 即将“物化资本”修改为

“物质资本”, 将“金融资本”修改为“资金资本”,

而其他三种资本的具体名称则保持不变。对失地农

民脆弱性背景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文字表述上既要

通俗, 又要抓住失地农民的“软肋”。实际上, 失地

农民真正脆弱之处在于一旦失去土地就会面临失

业、失保 (障)、失权 (益)、失身 (份) 的尴尬境

地, 从而使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生计难于

持续并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要

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目标 (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个

人或家庭就业相对稳定、创业比较成功、补偿公平

合理、社保得以落实, 从而实现工资性收入、βο 家庭

经营性收入、βπ 财产性收入βθ 和转移性收入βρ 均有

所增长即家庭总收入βσ可持续增长) , 既要自己不断

积累生计资本 (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资金资本) , 又要政府帮助其积累生计资

本, 即设计、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其资本积累的公共

政策群βτ (由就业政策、创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保

政策等子政策组成)。良好的公共政策群不仅可以帮

图 3　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 3

助失地农民积累生计资本, 还可以帮助失地农民提

高生计能力 (如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博弈能力和

参保能力等)。另外, 生计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无形资

产 (如土地经营权、知识、技能、社交网络、人际

关系、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能力等) 和有形资产 (如

存款、住房、物质生产资料、家电、交通工具等) 的

积累, 而资产的积累同样也有助于生计能力的提高。

随着资产的不断积累、生计能力的不断提高, 失地

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目标将得以实现, 其脆弱性将逐

步减少, 并最终以家庭总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失地

农民露出笑脸) 作为“生计输出”和“政策产出”。

基于以上假设和前文已经介绍的两个示意图, 笔者

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模型用图 3 进行了表示。

参考文献:

〔1〕张　勤 1 当代中国的政策群: 概念提出和特质分析

[J ] 1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0,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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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ο

βπ

βθ

βρ

βσ

βτ 指国家、政府和一定类型的政治体制中的执政党在某一较长

时间段内制定和实施的内容各异但产出理念同源、导向相近的政策

的集合体。参见张　勤: 当代中国的政策群: 概念提出和特质分析,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笔者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 将家庭总收入定义

为: 调查期内 (通常为一年) 失地农民家庭及其成员从各种来源渠

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收入的性质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

金或资产所有权等, 包括在社会保险、外出人口寄回和带回、农村

以外亲友赠送的收入、调查补贴、保险赔款、救济金、救灾款、退

休金、怃恤金、学生助学金、农村外部亲友赠送、五保户的供给、奖

励收入等。不包括无偿得到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这里主要

指失地农民得到的社会保障费用尤其是社会保险费用。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或

使用者即失地农民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

供其支配, 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包括土地征用补偿费、利

息收入、股息收入、红利、租金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集体财产

收入、其他财产收入等。

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失地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

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失地农民家庭经营活动按行业划分为

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邮电业、批

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他家庭经营。

家庭经营收入按生产经营活动所属行业划分为从各行业来源的收

入。

工资性收入是指失地农民或其家庭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

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按来源渠道划分为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

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的收人、常住人口外出务工收入

和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