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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与保护，促进乡村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农牧区也通

过乡村旅游这一窗口展示自身文化，在加强同外界的文

化交流、推进当地文化传播的同时也接触外界多样的文

化，促进了农牧区文化同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形成

新时代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牧区新文化形态。

（二）经济效应

经 济 效 应 的 分 析 可 分 为 微 观 和 宏 观 。 从 微 观 角 度

看 ， 农 牧 民 从 收 入 水 平 较 低 的 传 统 农 业 向 非 农 牧 化 转

型，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直接带来了个体收入水平的

提升。农牧民生计转型调整了家庭收入结构，农牧民收

入结构中的非农收入占比得到提升。就业方面，生计转

型使得农牧民从传统农牧业中解放劳动力，投身到旅游

服务、加工制造等行业；相关产业的振兴也为当地农牧

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从宏观角度看，农牧民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的

生计转型推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非农生计活动占比的

增加也优化了当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有利于实现区

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和就业量的提升，有效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并增强区域竞争力。其次，生计转型推动黄

河流域涉藏农牧区经济多元化产业发展，分散因为自然

灾害、极端气候、市场波动等因素带来的影响。

（三）生态效应

首 先 ， 生 计 转 型 伴 随 着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的 变 化 。 粗

放式传统农牧业对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存在由于低资源

利 用 率 而 产 生 的 资 源 过 度 利 用 的 问 题 ， 产 生 了 水 土 流

失、草场退化等生态破坏问题。集约式现代化农业通过

引入新技术与新型管理方式，提升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效率，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缓解了资源紧张问

题。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生计方式的发展不

仅提升农牧民与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更推动了自然保

护区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

其次，生计转型能够降低碳排放水平。传统农业生

产中对于非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以及对于化肥、农药的需求

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碳排放水平，对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

的农牧区碳排放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生计转型的不

断进行、生态友好型技术的运用以及对生产流程的不断优

化，生计活动趋向多元化、可持续化，农牧民能够更多

参与到低碳经济活动中，碳排放水平会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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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农牧民生计转型限制因素

（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平 对 于 生 计 转 型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

交通基础设施直接影响到商品和服务的流通速度，主要

从降低运输成本、拓宽销售渠道、便利劳动力流动等方

面影响生计转型。首先，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可降低

农牧产品的运输成本，使得农牧民能够以更有竞争力的

价格出售产品，提高收入，从而降低生计转型风险。其

次，交通网络越发达，农牧民销售渠道越多，能进一步

推进生产能力提升。面对更高要求生产能力的需求，农

牧民会逐渐从传统农业的生计方式转向现代化的农业生

计方式。最后，交通发展水平影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交通越便利，劳动力流动越方便，农牧民外出务工成本

越低。黄河流域涉藏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高，

即使农牧民有较高的生计转型意愿，但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不足以支撑农牧民进行生计转型。

（二）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

首先，农牧民生计转型一大困难在于农牧民自身技

能水平和学习能力不足。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

持政策，但是对于以农业为单一生计来源的家庭来说，

收入在用于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后难有盈余用于教育，

农牧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农牧民

普遍存在接受新技能的学习能力不足以及技能水平层次不

高的问题，面对新的生产方式难以适应，生计转型困难。

其次，由于文化观念束缚，农牧民面对新的产业和技术往

往存在抵触心理，担心风险大、投入高，害怕失败从而失

去现有生活保障，缺乏尝试新产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生计转型资金短缺

农 牧 民 自 身 资 金 积 累 有 限 ， 金 融 机 构 对 农 牧 区 支

持力度不足，资金短缺是农牧民在生计转型过程中普遍

存在的现象。首先，资金短缺使农牧民家庭收入来源结

构单一化，难以拓展收入来源。资金短缺导致农牧民在

就业选择上更为保守，不愿承担生计转型可能存在的风

险，更依赖于传统农业带来的收入。而这种单一收入结

构会导致家庭难以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增加了家

庭收入结构的脆弱性，进一步导致农牧民面对生计转型

的保守心态，陷入恶性循环。其次，资金短缺限制农牧

民投资。在生计转型过程中，个体往往需要对生产资料

购买、自身技能培训等方面进行投资，资金缺乏导致各

种投资机会难以实现，限制农牧民的转产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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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农牧民生计转型实践进路

（一）资金扶持与技术扶持并举，提升农牧民生计

转型能力

首先，通过资金扶持破除农牧民在生计转型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