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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系统梳理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概念、内涵与评价指标框架,为水土保持福利效应

的综合评价提供依据。[方法]结合已有研究报道、相关标准等,阐释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概念与内涵,厘
清水土保持效益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逻辑关系,梳理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评价尺度并提出福利效应评

价指标框架。[结果]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具有评价客体明确、价值可货币化、与参与程度高度相关、个体差

异和群体一致等内涵特征。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是对水土保持效益评估的深化和拓展,二者是被包含

与包含的关系。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应立足于水土保持效益综合评价,其指标框架包含经济福利、社会

福利和生态福利等多个要素。[结论]当前人们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关注不够。水土保持福利

效应的评价着眼于政策性水土保持工程,其评价指标和方法未形成统一认识,还需进一步研究水土保持福

利效应的理论及方法体系,以便为新时代水土保持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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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Aconcept,connotationandevaluationindexframeworkofwelfareeffectoffarmers’

participationinsoilconservationpracticeswassystematicallyreviewed,whichcouldprovideascientifical
basisfor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thewelfareeffectofsoilconservation.[Methods]Byassembling
existingpublicationsandrelevantstandarddocuments,theconceptandconnotationofwelfareeffectofsoil
conservationwereformulated,andthe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soilconservationbenefitsandsoil



conservationwelfareeffect.Furthermore,theevaluationscaleofthewelfareeffectofsoilconservationwas
sortedout,andanevaluationindexframeworkforthewelfareeffectwasproposed.[Results]Thewelfare
effectofsoilconservationhadintrinsiccharacteristicsofclearevaluationobjects,monetizablevalue,high
correlationwithparticipationdegree,individualdifference,andgroupconsistency.Itisalsoconsideredtobe
deepenedandexpandedunderstandingsofthebenefitsofsoilconservation,andthisrelationshipisinter-contained
andinter-included.Evaluationofthesoilconservationwelfareeffectshouldbebasedonacomprehensive
evaluationofsoilconservationbenefits,anditsindexframeworkshouldincludemultipleelementssuchas
economicwelfare,socialwelfare,andecologicalwelfare.[Conclusion]Thewelfareeffectoffarmers’

participationinsoilandwaterconservationhasnotyetgainedenoughattentioncurrently.Theevaluationof
thewelfareeffec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onlyfocusesonpolicy-based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projects,anditsevaluationindicatorsandmethodshavenotformedaunifiedunderstanding.Itisnecessary
tofurtherstudythetheoryandmethodologyofthewelfareeffec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thereby
providingreferencesfordecision-makingintheconstruction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inthenewera.
Keywords:soilconservation;farmersparticipation;welfareeffect;evaluationindex

  水土保持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1]。山区农村一直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主

战场[2],农户作为农业投资、经营和生产等活动的基本

单元,既是水土保持项目的主要建设者,也是水土保持

行为的实施者,更是直接受益者[3]。农户参与水土保

持既包括参与水土保持工程项目,也包括在农业生产

活动中采取的水土保持行为,不仅能提升家庭乃至社

区的福利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近年来,针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还草[4]、坡耕地

整治[5]、小流域综合治理等[6]水土保持工作获得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
致认为水土保持的实施能够完善农户生产生活的基

础设施,提高土地质量,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给农户带

来较高的经济收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7]。如河

南省小潭乡流域的农户采取保护性耕作措施和节水

灌溉技术后,胡萝卜产量增加了961kg/hm2,相当于

单产水平的21%,按市场价值约6369元/hm2[8]。江
西阳坑小流域进行坡耕地整治、土地平整等综合治理

措施后,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达到1310.64万元,其
中土地生产率显著提高,其创造的福利价值仅次于农

户的经济效益[9]。同时,生态效益也比较显著。如三

峡库区农户开挖边沟背沟,挑沙面土后耕地的土壤侵

蚀模数为25.15t/(hm2·a),相较于对照组耕地降低

了17.06t/(hm2·a)[3]。
通过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的研究,进

一步了解水土保持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对提升农户参

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意义重大。
目前的文献报道侧重于水土保持社会、经济和生态效

益等方面,针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的研究

报道不多。因此,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最新研究的调

研,融合福利经济学、生态学与水土保持学的学科理

念,在归纳水土保持福利效应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着
重对面向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评价指标框架

进行综述,并对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后续研究提出展

望,旨在为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综合评价提供科学参考。

1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概念与内涵

1.1 福利与福利效应

“福利”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仲长统列传》中,指
物质上的利益。马克思认为“福利”指人民群众的幸

福生活和安全健康,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
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基础。这是人们对福

利最基础的认识,也是狭义的福利。随着时代的变

化,人们对福利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变化。福利经济学

鼻祖庇古认为,福利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尺度,其中,主
观福利是人们生活质量和情感认知的整体评价,包括

快乐、自 尊、安 全 感 和 社 会 关 系 等 非 物 质 福 利 维

度[10],反映了个体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等[11]。客观

福利是人们客观需求的满足程度,与人们收入水平相

关的生活物质福利[12]。
福利效应是指一项政策或社会活动对社会或个

体的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也可称为福利变化。福利

效应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均以

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保障居民的基本物

质需求和精神需要为主,但不同学科对福利效应的界

定和认知差异较大,侧重点也不同(表1)。社会学认

为福利效应是个体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融入社会活动

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比较习惯性收入、城乡收入来研

究收入对个体客观经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13];经济

学认为福利效应是指福利政策能够增进社会民众的

生活幸福程度,达到政策目标的客观效果,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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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函数模型,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下福利的变

化[14];生态学认为福利效应是生态工程建设对农民

福利的改善,完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等显著正效应的

体现[15]。由此可见,福利效应可用于研究水土保持

工程建设和实施水土保持行为对农户生计和家庭收

入等产生的影响。

表1 福利效应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

Table1 Applicationofwelfareeffectindifferentdisciplines

学科领域 基本内容 特 征    特 点 文 献

社会学领域
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生活水
平的各种政策和社会服务

狭义的社会福利存在时代性和地区性差别;随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增加

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多
样性

杨均华等[13]

经济学领域
居民的主观幸福程度及客
观物质需求满足程度

由于物资的有限性,某一个人较好的福利会导致其他个
体的福利缩减;受个人福利和公共福利的影响

用货币衡量个体收入,具
有客观性

胡初枝等[14]

生态学领域
生态建设增进生态利益,维
护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提
升居民的生态福利

主体是居民,客体是生态系统;生态建设以维护居民生
态利益为主。如阳光、空气、水和各种自然资源在内的
基础物质需要,还包含安宁、安全、舒适环境等精神需要

具有 普 惠 性、政 府 主 导
性、整体性和非排他性;
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

杨蒙等[15]

1.2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

1.2.1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概念 农户参与水土保

持能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农户提

供短期工作,增加农户生计资本,提高农户的基本福

祉。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后,在调水保土效益的基础上

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统称为水土保持效

益[16],其中与农户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收益或者农

户可以获得的间接好处都可以认为是农户参与水土

保持的福利效应。如作物增产,收入提高和生活条件

改善等直接收益,以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

率,优化家庭劳动资源配置和增进生计能力[17],拥有

良好的人居环境等间接收益[18]。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关注农户生计,当然,福利效

应也包括农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可
以认为,水土保持福利效应是通过对土壤侵蚀的有效

治理和水土资源的保护,造福农村居民,兼顾经济、社
会和生态等方面所产生的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提高,
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一系列有

益效果。

1.2.2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内涵 内涵是反映事物

本质属性的总和。理解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

的内涵,需要突出“水土保持福利”的属性,以此体现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对象

不同,也要体现出评价方法的差异。同时,还需要突

出“农户参与”的属性,以此体现评价内容和结果的差

别(图1)。①从评价对象看,水土保持福利效应是以

参与水土保持的农户为评价客体,以项目区及其影响

区为评价范围。不同区域根据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

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有差异,农户的福利也有差别,
将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评价客体设定为农户,以家庭

为单元,将评价范围设定为治理当地区域,对农户家

庭福利状况进行评价,能够准确评估实施水土保持的

福利影响[19]。因此,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具有明确

的评价客体和评价范围。②从评价方法看,农户福利

由经济福利拓展到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等多个维度,
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对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进行量化,
增加农户物质资本,改善农户的生计,最大程度提高

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获得感,能够促进农户参与水土

保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福利效应可用货币化

衡量价值。③从评价内容看,水土保持福利效应随农

户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呈现阶段性变化[19-20],农户参与

度越高,获取的生计资本越高。低度参与时,农户对

水土保持认知较低,基本以传统政府主导下的粮食直

补、退耕补偿等政策性福利为主。中度参与时,农户

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福利以农户投入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和水土保持工程的占地补偿为

主,对农户家庭福利有明显改善。高度参与时,农户

对水土保持的感知更加深刻,结合环境状况采纳适宜

的水土保持措施并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和

维护管理。因此,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与参与程度高度

相关。④从评价结果看,农户的参与特征导致农户收

入和产出参差不齐,使不同农户之间的福利分化,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价值

取向是一致的,农户获取的福利对农户幸福感和安全

感的提升程度是等同的,具有群体一致的特点。因

此,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兼具个体差异与群体一致的

特点。

1.3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与水土保持效益的区别与联系

在水土保持效益基础上开展福利效应评价,强化

农户参与的效益,提高农户参与度,确保水土保持工

作的顺利实施,保障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农户高品

质生活。水土保持效益评价通常参照国家标准《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21]

开展,主要从基础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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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4个方面进行计算,包含15个类别,50个指标。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突破了传统的水土保持效益

评价,不仅继承与强化了水土保持效益中与农户直接

相关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也从对象、时间及空间

3个尺度延伸发展成农户其他维度的福利(图2),二
者的关系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但也有各自的特

点。①评价客体不同。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评价客

体是参与水土保持建设及后期维护管理的项目及其

影响区的农户,这也是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与水土保持

效益的最大区别,而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的客体除了农

户,还涉及政府和企业等多个利益主体。②评价侧重

点不同。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强调的是农户福祉变化,
如产量增加、收入提高等能用货币化价值衡量的部

分。水土保持效益包括的内容更多,更注重项目区的

水土保持措施的理水减蚀效果。③评价维度不同。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不仅要考虑农户的客观经济福利

的变化,也要考虑农户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主

观福利效应。水土保持效益则是客观地、定量地评估

水土保持项目在理水减蚀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④评价范围不同。水土保持福利

效应的评价范围主要考虑项目区及影响区,而水土保

持效益的评价范围较广,既要考虑上述源地(on-site)
影响,还要考虑异地(off-site)影响。

图1 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内涵示意图

Fig.1 Connotationdiagramofwelfareeffectoffarmers’
participationinsoilconservation

图2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与水土保持效益的区别与联系[21]

Fig.2 Differenceandrelationshipbetweenwelfareeffectandthebenefitofsoilconservation[21]

2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尺度及指标
框架

2.1 评价尺度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维度特征[19],可
从属性、对象、空间和时间等多个尺度去评价农户不

同维度的福利。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首先是满足农户基本物质需

求和安全需求,即经济、社会和生态福利,其次需要满

足农户精神需求,即主观福利,最后要保证社区整体

福利提升以及福利的持续发展(图3)。①从属性上,
可以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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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参与水土保持最直接的收益,也是调动农户参与水

土保持的物质基础;社会福利是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建

设或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行为后,明显提高了

土地生产率和农户劳动生产率[22],进一步提升农户

的福利水平;生态福利是从生态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

的内在关系出发[23],改善农户的居住环境和耕作环

境,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户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危害程

度,从而提高农户的基本福祉。②从对象上,可以分

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是衡量群众参与水土保持后从主观上评价水土保

持工作开展的成效以及农户对生产、生活的满意程

度[24],通常采用5级量表式评价;客观福利主要体现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农户的经济收入提升程度和农作

物增产水平。③从空间上,可以分为社区福利和农户

家庭福利。社区福利是参与水土保持农户的福利综

合,充分体现了不同参与程度的农户个体差异和群体

一致的特点;家庭福利是反映参与水土保持农户的福

利情况,一般从家庭经济状况、就业结构、社会保障和

家庭关系等方面进行评价。④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年

度福利及年际福利。年度福利是农户参与水土保持

后以年为单位的年度福利,具有短期性、波动性等特

点;年际福利是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后较长一段时间,
通常以10a为尺度的长期福利,具有滞后性、趋稳性

等特点。

图3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尺度

Fig.3 Evaluationscaleofwelfareeffectofsoilconservation

2.2 福利效应评价指标框架

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指标的选择应以农户实

际参与情况为主,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基础、社会保

障水平及经济发展条件,选择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农

户参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评价指标,构建一套完整

的评价体系。
在水土保持福利效应与水土保持效益关系认知

基础上,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中选取与农户福利直接

相关的内容作为水土保持福利效应部分评价指标,包
含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等(表2)。经济福

利是促进农、林、牧、渔等各业增加的经济产出,对农

户的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除采用农林牧业产量增

加的经济收入等国家标准的4个指标外,新增了生产

经营成本减少量和水土保持建设工资收入补贴等指

标。社会福利除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等5个指标

来源于国家标准外,新增了居民幸福指数和农户就业

指数等指标。生态福利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对人类

福利水平的调节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产生一系

列物质及非物质的福利效应,包含国家标准中的土壤

涵养水源量、土壤肥力程度和植被覆盖率等3个指

标,新增负氧离子增加量、村落环境宜居度和农用地

损毁减少程度等指标。此外,研究融合了主观福利和

客观福利对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进行评价。主观福利

是水土保持项目使用主体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

主观感受和满意度的反映,分别有生活满意度、生产

资料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和耕

作环境满意度等,用以衡量参与水土保持后农户幸福

感和安全感的提升,是居民幸福指数的涵盖内容。客

观福利反映的是客观物质的变化,选取指标与经济福

利指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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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指标框架

Table2 Evaluationindexframeworkofwelfareeffectoffarmers’participationinsoilconservation

福利类型 评价指标  
是否来自国家标准
GB/T15774

是否为新增
福利指标

应用

经
济
福
利

农林牧业产量增加的经济收入*** √
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
水土保持工程增加蓄饮水量*** √ 张旭锐[4];蔡荣等[8]

土地资源增值*** √
水土保持建设工资收入补贴 √
生产经营成本减少量 √

社
会
福
利

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指数*** √
土地产出率*** √
劳动生产率*** √
农村生产结构** √ 张前东等[25];叶延琼等[22]

人口环境容量 √
居民幸福指数 √
农户就业指数 √

生
态
福
利

土壤涵养水源量** √
土壤肥力程度** √
植被覆盖率* √ 张家熊等[26];刘国彬等[27];

刘应元[28]
负氧离子增加量 √
村落环境宜居度 √
农用地损毁减少程度 √

  注:***,**,*分别表示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指标表现出农户福利的关注程度。*越多,关注程度越深。

3 研究展望

水土保持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区域农户的

福祉,是政策惠民的体现,这反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9]。目前,水土保持提升农户生

活质量,改善农户福祉是水土保持农户参与的研究热

点[29]。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户参与水土

保持的意愿[30]、行为与效益等[8-9]方面,而关于农户参

与途径、福利效应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类型以及水

土保持与农户福利的耦合深度等方面仍需深入探索。
(1)农户参与的途径和形式需要探索。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及管理多以项目招标的方式委托给专业

施工单位,农户作为个体单元,难以直接参与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中。农户作为水土保持工程的受益者,具
有丰富的,但未总结成理论性的水土保持实践经

验[30]。因此,有必要引导农户参与区域水土保持工程

的建设及管护。目前,就农户如何参与水土保持工

程、以何种形式参与等问题尚无成功经验借鉴,仍需

深入探索。
(2)福利效应的评价方法需要创新。通过对已

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农户福利的研究均采用

模糊综合评价法以隶属度的方式评价农户福利水

平[4,7,14,19],这对农户福利价值化的评价有一定局限

性。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进行福利价值评估,能增强农

户福利的获得感,调动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农户福利的评价方法需要不

断深化和创新,为系统地评价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

利效应提供依据。
(3)福利效应的评价类型需要完善。已有研究

发现,目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行为主要分为政策引

导型和自觉自愿型两种[3],且多集中在农户自发地参

与政府主导性水土保持工程,缺乏对农户水土保持行

为的福利效应研究。此外,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动机

不同,福利效应则有很大差异,但目前农户福利主要

来源于政策性的水土保持工程[4]。因此,基于政府主

导的水土保持工程和农户自发的水土保持行为两个

类型去评价水土保持对当地农户的福利影响显得尤

为迫切。
(4)福利效应的影响机制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化。

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外学者们对农户参与

水土保持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多元的分析[4-6,17-18],如农

户参与水土保持受家庭规模、社会资本、农户水土保

持行为的影响,但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较

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框

架为基础,针对典型地区(如三峡库区)开展实证研究

及对比分析,揭示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影响机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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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农户参与行为、政府引导、政策补贴、社会保障等因

素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的影响[15,19],这些研究

将对进一步解决部分地区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实践的

顾虑与困难提供理论参考价值。

4 结 论

(1)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是对水土保

持效益的继承与强化,具有评价客体明确、价值可货

币化、与参与程度高度相关和个体差异与群体一致等

内涵特征,这也凸显了与水土保持效益综合评价的区

别,且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呈现多层级、
多尺度的特点。

(2)水土保持福利效应评价突破了水土保持综

合效益评价,融合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个要素,并
初步提出了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测算的指

标框架,为丰富和深化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

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
(3)当前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持的福利效应关注

不够。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评价仅着眼于政策性水

土保持工程,其评价指标和方法未形成统一认识,还
需进一步研究水土保持福利效应的理论及方法体系,
为新时代水土保持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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