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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farmers′ and governments′ 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to climate change：A case
study in Henan Province
QUAN Shuiping1,2, LI Yingming1,2*, WANG Mingyue1

（1.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90,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314 wheat farmers and 55 workers from 30 grass-roo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farmers ′ and governments′ 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to climate chan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at farmers and grass-root government workers had high awareness of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regard to changes in climate system, wheat farmers ′ awaren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overnment workers; conversely,
for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eat farmers ′ awarenes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overnment worker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s had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More than 80% of those wheat farmers had take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which are primarily
passive adaptation measures, such as to increase inputs in pesticide, fertilizer, and irrigation. However, grass-root government officials
mainly chose active adaptation measures, such as to build farmland shelterbelts and promote new crop varieties. Lastly, the common
choices for the policy supports of wheat farmers and grass-root government workers were to enhance climate rel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introduce new crop varieties, and to provide early warning of rainstorm and drought.
Keywords：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 farme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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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河南省 314家麦农和 30个基层政府部门 55名工作人员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和政府的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措施

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其中，对于气候系统的变化，

麦农的认知度高于基层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麦农的认知度低于基层政府。研究还发

现，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选择偏好不同。超过 80%的小麦种植户采取了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但主要是增加农

药化肥投入和增加灌溉等被动性适应措施，基层政府倾向选择营造农田防护林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等主动性适应措施。对于气

候变化适应的政策支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推荐农作物新品种、暴雨和干旱预警是麦农和基层政府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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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以来，气候系统出现了明显的变

化，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1]。为应对气候变

化，各国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了国家自主贡献（NDC），

以期通过适应和减缓措施来减少和管理与气候变化

有关的影响和风险[2]。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在短

期内削弱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和实施气

候变化适应政策、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抵

御和恢复能力更具有现实紧迫性[3-4]。农业是受气候

变化影响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

量的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更为常见[5]。2000 年以

来，国外学者开始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适应性管理

实施策略[6]，近年来，农业气候变化适应管理成为农

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热点[7]。如何使农业系统适应气

候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利用

其有利影响，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和政

府[8-9]。农户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直接主体，是农业适

应气候变化的微观决策主体。政府是为整个农业生

产过程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是农业适应气候

变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农户适应的影响者，政府在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农户适应

是基于气候变化对自身农业生产和利益的影响而实

施的自主性适应，政府适应是以满足农业生产者对气

候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物品的需求而实施的计划性

适应[10]。农户适应和政府适应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

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即农户的个人适应措施可能会

导致负面的外部影响[11]，政府实施的公共适应措施可

能不利于农户的私人利益[7，12]。

目前，关于农业主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相关研

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关注农户适应，就农户对气

候变化的认知、适应措施、影响因素及效果展开了丰

富的研究[11，13-18]；二是关注政府适应，主要对政府在农

业领域开展的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进行梳理[19]、对

政府适应过程中的障碍与对策进行分析[20]；三是关注

政府适应政策对农户适应的影响，在研究农户适应时

考虑了政府支持对农户适应的影响[21-23]，相关研究基

本肯定了政府支持的正向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

者开始探索公共适应与私人适应的关系，尝试构建分

析公私适应关系框架[8]。

综上，已有研究着重从农户适应或者政府适应

的角度进行分析，但从农户和政府对比的视角，比较

研究农户和政府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较为缺乏。本

研究选择河南省小麦种植户和基层政府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分析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

适应措施的特征和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

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保障农户生计和国家

粮食安全。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选取河南省作为调研区域，其原因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河南省是我国 13个粮食主产区

之一，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我国农

村统计年鉴的数据，多年来河南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和

粮食产量均居全国第二。2018年，河南省的粮食播

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9.3%和 10.1%[24]。

其二，河南省位于亚热带和暖温带交界地带，受地形

过渡带的影响，其气候过渡性和灾害多发性均十分明

显[25]。近 50 年来河南全省年平均气温上升了约

0.8 ℃，同时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呈明显增

加的趋势[26-27]。其三，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对欧洲、东南

亚和中国的小麦产量以及中国的玉米产量产生了负

面影响，而对东亚的水稻、北美和南美的大豆产量影响

较小[5]。河南省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和玉米[25]，受气候

变化影响明显。综上，河南省作为小麦生产大省，其气

候变化明显且小麦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非常敏感，

这使得河南省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

典型地区[24]。采取适应性措施是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

影响的重要策略，选择河南省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

代表性。研究区域位置及样点分布见图1。
1.2 样本选择

研究选取河南省小麦种植农户（简称“麦农”）为农

户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非概率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样

本。麦农抽样程序由5个步骤组成：①选取6个市：根

据河南地理、气候分布特点，选取安阳、开封、许昌、周

口、南阳、信阳 6个市，大致均匀分布在河南小麦种植

区的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②抽取6个县：从选取

的每个市中随机抽取 1个县，研究选中了内黄、兰考、

长葛、西华、邓州、息县6个县；③抽取18个乡镇：在选中

的每个县随机选取 3个乡镇；④抽取 18个村：在选中

的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个村；⑤在每个选中的村选取

20家农户。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因无法获得准确完整

农户名单，根据农户名单选取也容易遇到选中的农户

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问卷的情况，调研人员根据实地

情况选择农户入户调研，每村完成约20份农户问卷。

——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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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适应的主要手段是制定适

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并执行相关适应措施。县、乡

两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是中国政府层级的最基层，县、

乡政府直接面向广大农户，是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的主要行为者，一般将县、乡政府称为基层政府[28]。

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适应偏好和能力，会对

公共适应政策落地和个人适应措施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选择县、乡政府两个基层政府作为研究对象。

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系统工程，涉及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等众多部门，这

些涉农政府部门在决策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广大农户，对接

县农业局等涉农政府部门，是贯彻与执行农业气候变

化适应相关政策的直接主体。因此，在确定了 6个调

研县后，每个县都选择县农业局、县林业局、县水利

局、县国土局 4个部门进行调研；在每个县随机抽取

的 3个乡镇中，随机选取一个乡镇政府进行调研。最

后在选取的 30个政府部门中，每个部门选择两名高

层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访谈。

1.3 问卷设计与调查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农户适应气候变化属于生

产决策范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农业生产的

传统投入要素进行重新配置，改变要素投入比例或组

合形式，以适应新环境的改变；二是积极采纳可以抵

御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技术或新的管理方式，以提高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麦农调查问卷的内容分

为 5个部分：①家庭的基本情况调查（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小麦种植面积）；②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

（是否意识到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③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是

否影响农业生产，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④气候变化

适应措施（是否采取适应措施，实施何种适应措施）；

⑤对政府未来适应政策的需求。

农户适应气候变化主要经历观察、感知和行动 3
个递进的阶段[29]，为了准确收集农户实际气候变化适

应措施的相关信息，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化问卷。主要

询问每个麦农以下 3个偶发问题，以确保其生产调整

是对气候变化的实际反应，而不是由于其他压力[14]：

①在过去的10年里，你觉得当地的气候状况有什么变

化吗?如果是，有什么变化?②气候变化对小麦生产有

影响吗?如果是，有什么影响?③你们采取了什么行动

来应对气候变化?如果是，采取什么行动?
基层政府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和

气候变化的认知与适应措施两个部分。单位基本情

况主要包括员工数量、员工年龄情况、员工学历情况、

技术人员情况、员工培训情况。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

措施主要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对气候变化影响农

业生产的认知、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选择，以及

图1 研究区域位置及样点分布

Figure 1 Sampling point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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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提供的适应措施的选择。

问卷调查由专业研究人员完成，采用一对一的问

卷调查、访谈法等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于 2018
年 9—11 月对农户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调研。

共获取麦农问卷358份，其中有效样本314份，主要剔

除了一些小麦种植面积为 0的玉米种植户；共获得 30
个基层政府单位问卷59份，其中有效问卷55份。

2 结果与讨论

2.1 麦农和基层政府的基本特征

如表 1所示，被访麦农家庭的户主呈现以男性为

主、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特点。麦农家庭劳

动力占比的平均值在 60% 左右，平均人口抚养占比

为 66.7%，这意味着麦农家庭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较

重。同时约 35%的劳动力（主要是年轻劳动力）选择

长期外出打工，即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被访麦农

家庭的小麦种植面积差异较大，种植面积超过 10亩

（1亩=667 m2）的麦农只有 26.75%，总体而言，大部分

农户种植面积偏小。相关研究表明，户主年龄、种植

面积与采取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呈现负向关系[29-31]。

因此，河南小麦种植户所呈现的户主年龄大、生产规

模小的特点可能不利于其适应气候变化。

被访基层政府的员工平均人数超过 200人，男性

员工占比超过70%，40岁以上员工占比52%。技术人

员占比为 30%，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为 14%，基

本没有研究生学历的员工。基层政府参加过县级以

上培训的人员占比为 18%，即员工参加县级以上培训

的机会少。总体而言，基层政府机构在人员数量上较

为充裕，以男性员工为主，年龄结构适中，但是存在人

力资源水平较低、员工培训不足等问题。

国家（省、市）层面制定了很多农业领域的气候变

化适应政策，但都需要在基层执行，这需要基层政府

有较强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基层政府能力有限，会

导致国家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规定无法在基

层得到执行和落实，甚至有些已执行的政策收效甚

微[23]。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员工气候变化培训、人力

资源是基层政府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关键指标[32]。

从数据结果（表 2）来看，河南省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

的感知较好，但员工气候变化培训和人力资源方面较

为薄弱，综合而言，基层政府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不

强。这可能会阻碍基层政府向农户提供信息和技术

支持，不利于落实和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农业气

表1 麦农和基层政府的基本特征
Table 1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wheat farmers and grass-root government

分类
Classification

麦农

基层政府

变量
Variable
户主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种植面积

劳动力占比

外出务工比

机构规模

性别结构

年龄结构

人才结构

员工培训

变量含义
Description
男=0，女=1

户主年龄（岁）

小学=1，初中=2，高中=3，高中以上=4
小麦种植面积（亩，1亩=667 m2）

家庭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

长期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比例

单位人数（人）

员工男性占比

40岁以上员工占比

技术人员占比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中高级职称人员占比

县级以上培训人员占比

均值
Mean
0.28
55.12
1.82
11.56
0.60
0.35

232.60
0.71
0.52
0.30
0.14
0.21
0.18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45
10.42
0.77
29.88
0.22
0.32

223.38
0.10
0.19
0.20
0.11
0.20
0.26

表2 麦农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认知
Table 2 Overall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of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项目 Item
气候是否变化（是=1，否=0）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农业生产（是=1，否=0）

麦农Wheat farmer
0.91
0.86

政府工作人员Government worker
0.87
0.96

t值 t-value
1.16

-2.13**
注：**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the 5% level.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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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适应政策。

2.2 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全样本中，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气候系

统有变化的比例分别为 91% 和 87%，对于气候的变

化，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都有较高的认知度，两

者无显著差异。86%的麦农和 96%的基层政府工作

人员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农业生产，基层政府工作人

员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认知显著高于麦

农（表 2）。这种认知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

释：一是部分麦农虽然意识到气候的变化，但是无法

识别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部分政府工作人

员虽然没有意识到气候发生了变化，但是认为气候变

化会对农业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农户在识别气候变

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面存在不足，而政府工作人员

在感知气候的变化方面需要加强。二是对于政府工

作人员而言，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对气候的

变化不如农户敏感；但是政府工作人员获取气候变化

相关研究资料或信息较为便捷，使其对气候变化的农

业生产影响判断较农户敏感。

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冷暖和干湿的变

化。如表 3所示，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

化的表现的判断基本一致，都认为主要表现为降雨减

少、干旱增多和气候变暖。根据气象数据，近年来，河

南省确实出现了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的气候变化特

征[26]，这表明大部分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都能正

确感知到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相比而言，基层

政府对降水减少的认知度显著高于麦农（P<0.01）。

研究进一步调查了农户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

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认知情况，即他们能否正确

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表 4）。根

据相关研究[19，29]，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表现

有干旱造成灌溉次数增加、病虫害增多、极端天气（极

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造成农作

物倒伏减产、早熟减产等。调查结果显示：71%的麦

农和 68.6%的政府工作人员选择了干旱造成灌溉次

数增加，并且二者无显著差异，说明麦农和基层政府

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主要表现

为干旱造成灌溉次数增加。麦农和政府工作人员对

于早熟减产的选择比例不高，且二者无显著差异。对

于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倒伏减产、病虫害增多，基层

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比例显著高于农户。

2.3 麦农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的选择

对 314份麦农问卷进行分析，有 82.8%的麦农采

取了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其中 63.3%的麦农采取了两

种及以上的适应措施，2.3%的麦农采取了三种及以

上的适应措施，即大部分麦农采取了两种适应措施。

如表 5所示，麦农选择比例最高的适应措施是增加灌

溉（83.8%）和增加农药化肥投入（58.5%）。绝大部分

麦农选择增加灌溉这一适应措施，与麦农感知到气温

上升和降雨减少的气候变化表现一致，也与麦农认为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干旱天气造成灌

溉次数增多相一致。此外，在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

访谈中，询问了工作人员认为应当采取的气候变化适

应性措施，其选择比例最高的措施是改善农田周围的

生态环境（92.3%）和选择作物新品种（63.5%），选择

增加灌溉以及购买农业保险的比例也较高，分别为

51.9%和56.5%。

麦农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的选择有明显差异。麦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灌

溉和增加化肥农药投入，这两种适应措施具有事后适

应、临时应对的特点，属于被动适应性措施[29]。被动

表3 麦农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具体表现
Table 3 Awareness of specific climate changes of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
Specific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暖

气候变冷

降雨增多

降雨减少

干旱增多

暴雨增多

麦农
Wheat

farmer/%
40.4
7.6
1.9
62.1
64.6
1.0

政府工作人员
Government
worker/%

46.9
12.2
4.1
75.5
69.4
8.2

t值
t-value
-0.86
-1.08
-0.96
-1.82*
-0.65

-3.4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0% and 1% level，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病虫害增多

早熟减产

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倒伏减产

干旱造成灌溉次数增多

麦农
Wheat

farmer/%
38.5
24.5
40.8
71.0

政府工作人员
Government
worker/%

70.5
35.3
80.4
68.6

t值
t-value

-4.39***
-1.63

-5.46***
0.35

表4 麦农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的
主要表现的认知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n the awareness of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on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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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措施的选择更多地依靠麦农的知识、经验和能

力，主要着重于保持当前农业生产活动的运行。农户

更可能是在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之后做出决策，并且

有时并没有意识到其生产行为的改变是受气候变化

驱动的[8]。数据分析显示，有 3%的麦农不确定气候

有变化或者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有影响，但仍采取了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且主要也是被动适应性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麦农的被动适应性措施可能会造

成负面影响。大多数麦农采取的被动适应性措施是

短期的，短期适应措施被认为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大

障碍之一[33-34]。一方面，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可能会

造成环境污染[35]；另一方面，在干旱季节，过度使用化肥

会使作物在生长早期枯萎[23]。并且，有研究发现，麦农

的适应性措施对农业生产具有负面效应，QUAN等[11]研

究发现麦农增加灌溉和增加农药化肥投入的适应措施

对小麦产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基层政府选择的适应性措施主要是改善农田周

围的生态环境、选择作物新品种、购买农业保险等，这

些适应性措施具有事前适应、预期计划的特点，属于

主动适应性行为[29]。基层政府的选择体现了政府通

过提供公共物品、建设基础设施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思路。

2.4 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支

持的选择

如表 6所示，对于未来应该提供何种气候变化适

应政策支持，以帮助麦农应对气候变化，麦农和基层

政府工作人员都认为应该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

和培训、推荐农作物新品种以及暴雨和干旱预警。基

层政府工作人员和麦农对于建立水库和修筑堤坝两

项适应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差异，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

这两项政策的选择比例大于麦农，但麦农和基层政府

工作人员对两项政策的选择比例都不高。在优先政

策的选择上，麦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有显著

差异，55.1%的麦农选择了推荐农作物新品种，86.0%
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选择的是营造农田防护林。农

田防护林可以改善农田周边的生态环境，长远来看是

有益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但是植树造林在短期难以给

麦农带来收益，甚至会因为占用麦农耕地而损害麦农

利益，因此选择该政策的麦农比例很低。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通过对河南省小麦种植农户和基层政府工作人

员的实地调查，分析了二者在气候变化认知和适应措

施选择方面的异同，主要结论如下：

（1）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都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对于气候系统的变化，

麦农的认知度高于基层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具体表

现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麦农的认知度低于

基层政府。

（2）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选择

偏好不同。麦农主要采取增加农药化肥投入和增加

灌溉等被动性适应措施，基层政府倾向于营造农田防

护林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等主动性适应措施。

表5 麦农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差异分析

Table 5 Comparison on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between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

增加农药化肥投入

调整农时

选择作物新品种（如抗旱、抗虫等品种）

增加灌溉

改善农田周围的生态环境

购买农业保险

退出农业（如外出打工）

麦农Wheat farmer/%
58.5
5.7
24.6
83.8
5.0
11.5
1.6

政府工作人员Government worker/%
30.8
15.4
63.5
51.9
92.3
56.5
5.7

t值 t-value
3.73***
-2.44**
-5.80***
5.33***

-25.26***
-7.45***
-1.87*

表6 麦农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支持的
选择差异分析

Table 6 Comparison on the policy support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between wheat farm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气候变化适应的政策支持
Policy support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营造农田防护林

推荐农作物新品种

修筑堤坝

建立水库

暴雨和干旱预警

加强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
教育和培训

麦农
Wheat

farmer/%
22.6
55.1
18.8
14.6
43.0
44.6

政府工作人员
Government
worker/%

86.0
56.0
36.0
36.0
48.0
58.0

t值
t-value

-10.14***
-0.12

-2.72***
-3.74***

-0.6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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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层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水平较低、员工缺

乏气候变化相关培训，基层政府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不强。

（4）对于气候变化适应的政策支持，麦农和基层

政府的选择有所不同。麦农和基层政府的首选政策

分别是推荐农作物新品种和营造农田防护林。加强

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推荐农作物新品种以及

暴雨和干旱预警是麦农和基层政府都期待的气候变

化适应政策支持。

3.2 政策建议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农业气候变化适应水

平，保障农户生计和国家粮食安全，基于研究结论，提

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1）提高农户气候变化认知度和增强农户气候适

应措施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气候变化

的知识和信息支持，提高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例

如通过建设天气预警系统、加强气候变化认知和适应

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户及时正确地认知气候变化及

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引导和帮助农户采

取可持续性的气候适应措施。例如，抗旱作物的研发

是更可持续的适应措施，通过培育作物新品种，不仅

能增加产量，而且可以减少农用地的扩张，从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通过现代农业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

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提高基层政府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其一，

通过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宣传，提高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其二，开展农业气候变化适应相

关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其三，通过鼓励大学生下基层

等方式引进高端人才，提升基层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

水平。

（3）协调农户和政府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不同

偏好。政府在制定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时，应考虑

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偏好，开展气候适应措施

的宣传和培训，使农户更好地配合和支持公共适应措

施。加强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

调，克服共同行动障碍，从而提高农业气候变化适应

政策的实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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