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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食物-能源-水 (FEW) 3系统之间互相联系，对其中 1种资源的管理政策调整会对另外 2个系统产生不同程

度的影响，需要深入理解其耦合关系。传统农村家庭屋顶和庭院的闲置率高，可利用潜力大，但城市家庭 FEW的政策

情景往往无法简单套用在农村家庭，尤其是仍保留传统村庄特点的农村家庭。通过深入梳理中国传统农村家庭 FEW消

费模式和国内外相关政策关联内容设计，全新构建了传统农村家庭 FEW耦合研究框架。该框架由家庭 FEW消费模

块、屋顶/庭院利用模块和政策输入输出模块构成，能够清晰地展示政策实施中跨边界耦合影响发生的节点，提高对资

源利用的理解和管理路径的识别。该框架可用于传统农村家庭 FEW相关政策收集和制定、政策影响评估和政策优化，

助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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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能源和水资源 (下简称 FEW) 是支撑人类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面临着需求持

续增长和资源紧缺的挑战[1]。FEW耦合研究能够清晰地说明 FEW之间的多尺度联系，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议程、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2-3]。为探究解决传统政策和规划的“孤岛”问题的方案，政策的制定必须

考虑“耦合”方法，以便识别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的协同性和矛盾性[4-5]。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对

FEW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驱动着全球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6-7]。家庭 FEW耦合通过捕捉家

庭尺度饮食、能源和水之间的联系，提高对资源利用和管理的理解，是相关政策制定和优化的重要工具[8]。

目前，家庭尺度 FEW研究囿于数据局限、同视城乡，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忽略了处于快速发展和复杂转型

阶段的农村[9]。

2022年，中国有 4.9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34.78%[10]。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

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型。一些农村完成了空间城市化，例如形成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城郊社区，还有一些

通过撤村并居等方式，居民宅基地被拆除并搬入新社区集中居住，这些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接近城

市[11]。另一类农村保留着传统乡村景观，居民住宅以独立的分户式、庭院型住宅为主，占当前乡村类型的主

体，这里称之为“传统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在区域环境、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

差异，这导致了传统农村家庭 FEW消费模式与城市家庭的不同[12-15]。目前，国内外家庭尺度的 FEW耦合研

究多关注家庭终端器具、生活行为和社区政策等[16-19]。但城市家庭 FEW的框架方法和政策情景往往无法简

单套用在农村家庭，尤其是仍保留传统村庄特点的农村家庭。

本研究以传统农村家庭 FEW耦合为核心，梳理了其用能、用水、饮食的特点，并归纳并比较了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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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研究中减少资源消费、提高利用效率、改变生活方式和利用庭院空间的多种政策措施，以此基础构
建了全新的传统农村家庭 FEW耦合政策分析框架，为面向可持续的传统农村家庭政策设定提供支撑。 

1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食物、能源和水资源消费模式特点分析
 

1.1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特点

农村家庭的用能概况由 3个关键因素决定：①当地街区、村庄或地区水平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沼气装
置、光伏发电装置、燃煤电网或燃气电网，或者当地资源禀赋下的自给能源，例如煤炭、柴薪等生物质能
源，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②住房能效，包括建筑隔热性能以及家庭用能设备，例如供
暖装置、太阳能热水器等，这些决定了家庭能源消耗转化为最终用能服务的效率；③家庭成员的用能方式，
包括取暖或制冷、烹饪、洗浴习惯等，决定最终家庭用能需求的多少[20]。

1) 农村家庭能源结构。过去几十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能源消费逐渐
朝着现代化、清洁化的方向转变[14]。传统常用于农村家庭烹饪和供暖等用途的固体燃料 (煤炭、传统生物质
能) 逐渐由电力和燃气替代。LI等[21] 基于多个中国能源统计数据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1998－2016年
间非商业能源 (柴薪、秸秆等) 在农村居民用能中的占比从 73.7% 下降至 37.2%，电能占比从 6.7% 增长到
31.5%，燃气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总占比不到 7%。同样，TAO等[22] 基于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家庭能源结构
调查数据量化分析了 1992—2012年中国农村的能源转型，结果也表明用于烹饪的电力和燃气 (LPG和沼气)
分别从 3.5% 和 5.1% 增加到 34.0% 和 24.0%。201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北方地区清洁供暖规划
(2017－2021) ，鼓励农村地区优先利用地热、生物质、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供暖，有条件的发展天然气或
电供暖[23]。“煤改气”、“煤改电”项目对中国农村能源获取和升级的推动非常明显，“电+气”已经成为农村地区
的主导烹饪能源模式[24-25]。然而，不同省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财政的支撑能力的差异，使得农
村地区的煤改清洁能源进度各异。2019年底，北方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为 31%，多地存在散煤复烧现
象，平均复燃率约为 8%，农村家庭能源转型但仍存在被动转型和能源负担加重等困难[26-27]。

2) 农村住房能源效率及家庭用能行为。与城市相比，农村住宅多为独立分布的自建房，采暖、热水等分
户独立控制，建筑能效相对滞后[28-29]。这主要由 2个原因造成，一是建筑隔热性能差，二是用能设施能效
低。在中国农村地区，实心砖墙 (67%) 、单窗格玻璃窗 (76%) 和瓷砖 (34%) 是墙体、窗户和屋顶最常用的材
料，中国南北农村家庭住房拥有高质量隔热材料的比例分别仅有 3% 和 11%[30]。因此，有研究认为农村自建
住房比城市开发商建造的住房更具可持续改造的潜力[31]。用能设施方面，2015年，农村家庭日常生活中常用
的电器包括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等的拥有率较高 (67%~95%) ，但大部分农村家庭没有烘干机 (99%) 、空
调 (80%) 、冰柜 (87%) 、计算机 (76%) 或热水器 (69%)  [32]。农村家用电器拥有率将持续增长，预计到
2050年，农村家庭空调、计算机的拥有率分别增加 40% 和 413%[33]，这将推动农村家庭电力需求的增长，
这也说明推广节能电器政策的重要性。节能灯具、节能冰箱、节能洗衣机以及节能空调已经在中国农村广泛
使用，推广率达到 66%~95%；而节能电热水器、节能电视机的推广率仅为 18%~33%[32]。总的来说，住宅节
能改造、节能电器推广和节能行为宣传等政策在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实施空间。 

1.2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水资源消费特点

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的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 83%，到 2025年这一比例计划提升至 88%，部分农
村家庭仍然依赖地下水、浅层地表水作为直接水源[34]。用水行为方面，传统农村家庭保留着节约用水的习
惯，FAN等[35] 于 2013年对渭河流域农村家庭用水概况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传统的用水习惯包
括家庭成员共用水、洗浴次数较低、太阳能热水器和洗衣机使用率低等。室外用水占农村家庭用水总量的
40% 左右，主要用于庭院清洁、家庭菜地浇灌等用途，由于室外用水的随意性，减少室外用水量通常是家庭
节水的主要目标[36]。另外，由于村庄布较为分散，农村地区生活污水的回收处理较为困难，家庭直接排放废
水也导致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37]。用水器具方面，热水器、洗碗机和冲水厕所在农村家庭中较为少见，未来
热水器和简易冲水厕所的普及将成为农村家庭生活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原因[36]。2017年，中国发布了《水效标
识管理办法》，目前的节水标识仅覆盖马桶和洗碗机，引导消费者选择高效用水产品，但农村家庭对座便
器、洗碗机的低拥有率决定了当前的水效管理很大程度上大多只能影响城市家庭的用水效率，对农村家庭用
水效率的影响有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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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的特点

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变化较大，主要体现在食物
消费数量、饮食结构及其相关的环境影响和营养质量等方面。从食物消费总量来看，除粮食外，农村居民的
蔬菜、肉类、蛋奶等人均消费量均低于城市；从人均食物消费的变化量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猪肉、禽肉和
鲜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量迅速增长，涨幅是城市居民的 3~5倍[39]。此外，农村家庭的人均食物浪费量略高于
城市家庭，可能与农村食物存储条件不足有关[40]。从家庭膳食结构的营养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的鲜菜、瓜果
和奶类等多种食物的消费量低于膳食指南推荐值，粮食和畜禽肉类消费高于推荐值，总体膳食平衡指数劣于
城镇居民[39,41]。自我供给农村家庭资源消费的重要特点，60% 左右的农村家庭可以自我供给一部分食物[42]。
从家庭饮食环境足迹的角度分析，HE等[43] 综合评估了 1997－2011年期间中国城乡居民饮食消费相关的环
境足迹和营养质量变化，从二者的权衡和协同关系角度分析，低收入农村居民与营养损失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增长量占总增长量的 81%，远高于城市居民。这说明，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在农村居民中比城市居民中更
加显著，而且这种变化正在以环境影响和营养质量损失为代价[44]。 

1.4    屋顶和庭院利用是中国传统农村家庭的典型模式

屋顶和庭院的空间资源常被用于种植蔬菜、
利用太阳能和收集雨水，表 1展示了多种利用方
式。能源方面，农村建筑屋顶为分布式光伏系统提
供了充足的空间资源，2020年全国农村建筑屋顶
面积约为 2.73×1010 m2，农村屋顶可安装光伏板面
积约为 1.31×1010 m2，年总发电量可达 2.95×1012

kWh[45]。郜彗等[46] 对中国西南山区农村户用沼气
生态庭院模式的效益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户用沼气
生态庭院模式的内部收益率约为 24.8%，平均年沼
气产量可以分别替代 3.55 t柴薪、0.47 t秸秆和
3.02 t煤炭。水资源方面，基于雨水利用的“庭院经

济-雨水收集”等综合发展模式，对农村庭院雨水集蓄利用模式进行优化改造，能够提高雨水利用率，缓解中
国北方农村用水压力[47]。食物方面，农村庭院植物配置模式以食用性和经济性为主要目的[48]。在国家政策层
面，庭院经济被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并于 2023年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足见庭院利用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49]。目前，中国传统农村家庭屋顶和庭院的闲置率高，可利用潜力大[50]。 

2    国内外传统农村家庭 FEW 相关政策分析

农村地区是食物、能源和水相关政策的重点区域，我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指出，计划到 2025年，建成一批农村绿色低碳试点，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
热能占农村能源的比重持续提升[53]；《“十四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都在政策文本
中单独强调了农村地区节能节水、绿色低碳发展[54-55]；《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和《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也对家庭饮食提出减少浪费、保障营养的多重要求[56-57]。国际上，欧盟发布的欧盟农村地区长期愿景指
出，当前欧洲农村地区的食物/能源系统忽视了当地的潜力，主要体现在农村社区参与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程度
较低、食物供应系统过度全球化，应当鼓励创建基于太阳能、风能或生物质能系统的可再生能源社区，加强
当地的内部食品供应[58]。美国能源政策也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税收抵免等激励性手
段鼓励家庭对高效电器和太阳能光伏等的应用[59]。印度农村绿色发展管理计划为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在农村
家庭能源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推行多种措施[60]。表 2和表 3分别列举了国内外农村 FEW相关政策的实
施领域、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内容。 

2.1    政策类型及目标分析

识别家庭 FEW相关政策措施的类型是政策分析的重要前提，ASI (avoid-shift-improve) 框架是理解政策
分类中常用的工具[61-62]。在该框架中，“避免”是指直接减少家庭资源需求，“转变”是指家庭消费方式向环境影

 

表 1  农村屋顶和庭院利用模式

Table 1  Rural courtyard utilization model

领域 功能 庭院利用模式 参考文献

能源 清洁能源生产
屋顶光伏 [45]

农户庭院型沼气 [46]

水资源
节约水资源 农村庭院雨水集蓄利用 [47]

污水处理 庭院式人工湿地污水处理 [51]

食物 食物生产 庭院种植 (厨房花园) [48]

其他 养殖 庭院养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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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的模式转变，“提高”主要是指通过技术提高过程、产品或服务的环境绩效。将国内外农村食物、能源

和水资源政策进行一一对应，相关政策目标可以归纳为资源节约、“能-水”增效和“能-食”转型。首先是资源节

约，相应的措施包括随手关灯、降低空调设置等节能措施，衣物集中洗涤、控制水量及洗浴时长等节水措施

和粮食节约行动，这些措施往往意味着家庭生活舒适度和便利性的降低。促进资源节约需要借助外部政策的

推动，从源头减少家庭对 FEW资源的消耗，从需求侧的角度缓解农村地区的资源压力；二是“能-水”增效，

 

表 2  中国农村家庭食物-能源-水政策梳理

Table 2  Chinese rural household FEW policy review

领域 政策目标 政策内容 政策来源

能源

节能
推进节能及绿色农房建设，鼓励农村居民使用高效节能电器。开展全民节约行动和节

能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等，鼓励农民绿色出行

《“十四五”节能减排综

合工作方案》[54]

能源替代
开展北方清洁取暖工作，农村地区优先利用地热、生物质、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供

暖，有条件的发展天然气或电供暖，适当利用集中供暖延伸覆盖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规划》[23]

稳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洁净型煤供给，加快替代农村劣质散煤

《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

意见》[53]
可再生能源

生产和消纳

支持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县域为单位，采取“公司

＋村镇＋农户”等模式，鼓励利用农户闲置土地和农房屋顶，建设分布式风电和光伏

发电，配置一定比例的储能，自发自用，就地消纳，余电上网

在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县域，探索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天然气等项目，满

足乡镇生活用电、用热、用气等需求；在畜禽养殖规模较大的县域，结合农村有机垃

圾治理，建设园区型“养殖-沼气-种植”项目和农户庭院型沼气项目

水资源

节水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节水，完善农村集中供水和节水配套设施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实

施计量收费。加强农村生活用水设施改在，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创造良好节水条件 《国家节水行动

方案》[55]

水卫生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实施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和保障饮用水安全；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

量和尾水回收利用

食物

节约粮食
开展节粮减损文明创建，把粮食减损要求融入村规民约，推进粮食节约宣传教育进社

区、进农村、进家庭等，将“光盘行动”等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中

《粮食节约行动

方案》[57]

饮食营养
推进居民影响健康知识知晓率提高，推广应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日常饮食，

做好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保障工作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56]

庭院种养
发展庭院特色种植，重点发展蔬菜、林果、花卉、盆栽等特色作物，形成与大田作物

差异化、互补性发展；发展庭院特色养殖，推动庭院养殖融入现代养殖生产体系

《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

区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

的指导意见》[49]

 

表 3  国际农村家庭食物-能源-水代表性政策

Table 3  Foreign rural household FEW representative policy

国家/地区 领域 政策内容 政策来源

欧盟

能源 鼓励社区可再生能源行动和减少煤炭过度依赖
A Long-term Vision
For the EU's Rural
Areas By 2040 [58]

水资源 支持农村保留水的措施和活动，例如通过智能水管理和雨水、中水管理、绿色屋顶等

食物 在个人层面上激励环境友好做法，发展当地食品系统，加强有机食品倡议

美国 能源
联邦政府为家庭节能升级提供税收抵免，包括太阳能设备、风力涡轮机和燃料电池、隔

热、高效的供暖和空调系统
United States

Energy Review [59]

印度

能源

促进农村地区电力供应；通过财政补贴为农村家庭提供清洁的烹饪设施；通过离网安装

(主要是微电网) 支持印度农村采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在农村地区发展可持续的生物燃料；

促进微型太阳能照明在农村地区推广；鼓励农村家庭取水系统转向可再生能源 Greening Rural
Development in

India [60]
水资源

印度实施国家农村饮用水计划 (NRDWP) ，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满足农村家庭安全饮用水；

该计划还包括实施有效的废水管理，例如有宅基地和菜园空间的农村家庭利用灰水 (洗
碗、洗衣等) 灌溉厨房花园；雨水回收作为满足家庭用水需求的替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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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农村地区推广高效节能电器和节水器具，提高电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三是“能-食”转型，家庭能源去

煤化、电气化和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国内外农村地区能源政策的重点，居民饮食政策促进家庭膳食结构朝

着兼顾营养健康和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变。此外，为进一步促进 FEW可持续发展，国内外相关政策鼓励农村

家庭对闲置院落和屋顶空间进行有效利用，包括建设分布式光伏、户用庭院型沼气以提供可再生能源，通过

雨水回收和中水管理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进行庭院种植养实现农村家庭的自我发展和经济增收。 

2.2    政策领域及关联关系分析

就政策实施关注的领域而言，农村家庭食物-能源-水政策大多自成体系，针对单一系统，较少考虑 3个

系统之间的关联性。然而，在实际政策实施过程中，1个领域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或间接

影响。例如，居民减少洗涤频率可以同时达到节水和节电的目的，对家庭用水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控制能源消

耗，加强家庭成员的环保意识可以同步提高对食物、能源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6]。印度农村废水管理政策

考虑了家庭水资源和食物系统的关联关系，鼓励有宅基地和菜园空间的农村家庭使用灰水 (来自洗碗、洗衣

和洗澡的未经处理的废水) 进行灌溉，能够为家庭菜地提供部分水资源，同时利用种植床分解废水中的有机

化合物并回收营养物质[60]。欧盟农村家庭结合绿色屋顶构建，采取雨水保留和中水管理等措施实现水资源综

合管理和利用[58]。

FEW中 1种资源的消费 (或生产) 伴随或隐含着另外 2种资源量的变化，这是 FEW物理量的耦合。因

此，FEW中某一领域的政策措施，在实施中可能对其他资源产生了跨领域的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政策效果

的耦合[63]。在家庭 FEW系统中，耦合过程发生在特定的耦合节点处，关系到家庭 3个领域不同政策的协同

性。当前，传统农村家庭 FEW政策框架 (表 2、3) 将各领域分而治之，政策之间潜在的协同性和矛盾性会影

响政策的实施和结果，可能造成政策实施成本高而效益低等问题。因此，需要构建全新的 FEW耦合政策框

架，指导传统农村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促进传统农村可持续发展。 

3    传统农村家庭 FEW 耦合政策分析新框架

针对目前农村家庭 FEW相关政策视角单一、缺乏耦合考量的问题，单一 FEW资源政策设置无法满足

传统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需要深入分析家庭内部食物、能源和水 3个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更好地理

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耦合。基于对中国传统农村家庭 FEW特点和国内外农村家庭

FEW关联政策的深入梳理，本研究构建了全新的传统农村家庭 FEW耦合政策分析框架 (如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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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 FEW 耦合研究框架

Fig. 1    FEW nexus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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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策分析框架由家庭 FEW消费、屋顶/庭院利用和政策模块 3个部分构成。①家庭 FEW消费模块：
将传统农村家庭 FEW消费分解到终端。传统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纳入了清洁能源替代，按照能源用途将其分
解为供暖、制冷、热水等终端用能；家庭用水部分，根据传统农村家庭用水结构的特点，家庭水资源用途可
分为饮用水和烹饪用水、个人卫生用水 (洗澡、洗漱、洗衣、洗碗) 、冲厕和户外菜地浇灌用水等类别。其
中，冲厕和菜地浇灌用水对水质的要求较低，可以回收利用生活废水和雨水，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和节约。食
物消费部分，将家庭食物消费分解为红/白肉类、蛋奶类、蔬菜、水果和谷物，以反映家庭大致饮食结构。农
村家庭能够通过家庭菜地自给一部分食物，减少从外部购买食物的量。②屋顶/庭院利用模块：闲置的屋顶和
地面空间的利用是传统农村家庭 FEW系统的特色模式。具体来说，农房屋顶为发展分布式光伏提供宝贵的
空间资源，为农村家庭提供清洁电力。闲置庭院地面可用于开发家庭菜地，为农村家庭供给一部分食物。在
闲置的屋顶和地面，均可搭建雨水收集系统，收集到的雨水可用于家庭菜地的浇灌。③政策模块：家庭
FEW管理的不同政策机制，通过经济工具、制度法规和信息教育等手段，建立调控政策与家庭 FEW消费行
为的关联，可分析 FEW单一资源政策可能产生对其他资源管理的影响。通过传统农村家庭 FEW政策关联
的耦合分析，可对现有政策或拟制定政策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拮抗效应进行综合评估。

该框架能够清晰地展示政策实施中跨边界耦合影响的影响机制与传递路径。①水-能耦合：与家庭用水相
关的能耗主要发生在热水加热过程中，这意味着家庭洗浴、洗脸、洗衣等活动所用热水量越多，用于加热水
的能源消耗越多。因此，当政府实施控制家庭用水量的政策例如阶梯水价、节水宣传时，也会影响用于加热
过程的能耗量。②食物-能耦合：在烹饪过程中，动物性食物所需的烹饪能源是植物性食物的 5倍多。因此，
当家庭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时，用于烹饪用途的能耗也会随之改变[64]。③食物-水耦合：在烹饪过程中，动物性
食物所需的烹饪用水是植物性食物的 3倍多。因此，当家庭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时，用于烹饪用途的水量也会
随之改变[64]。此外，屋顶/庭院菜地连接了水和食物 2个系统，农村家庭食物自给自足的比例越高，家庭菜地
的蔬菜产量和灌溉用水量越多，可能会影响家庭用水量和用水结构。

中国传统农村家庭 FEW政策耦合分析框架的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制定并输入政策，形成不
同领域、政策机制和政策工具的政策措施集合；第二，基于调研/文献数据，建立中国传统农村家庭 FEW消
费和庭院利用的数学模型；第三，建立政策-家庭接口，评估相关政策对 FEW三系统的综合影响，并比较政
策效果的耦合。最终，根据政策实施的效果对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4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传统农村家庭 FEW政策耦合分析的全新框架，该框架具有 2个亮点：一是能够充分体现
传统农村家庭 FEW消费的特点，强调了传统农村家庭屋顶/庭院空间的利用潜力；二是清晰地展示了传统农
村家庭 FEW三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能够捕捉相关政策作用于家庭 FEW系统的复杂影响，揭示政策效果
的耦合性，实现对相关政策措施的跨领域权衡分析。本研究为政策制定和政策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该框架
能够面向政策制定者，为其提供传统农村家庭 FEW耦合管理的全局视角，助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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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connected  systems  of  household  food,  energy,  and  water  (FEW)  are  deeply  intertwined.
Adjusting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one  resource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other  two,  thus  requi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nexus relationships. In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roofs and
courtyards presents a substantial opportunity for resource optimization. However, the FEW policy frameworks
designed  for  urban  households  are  not  directly  transferable  to  rural  households,  particularly  those  preserving
traditional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s  and  a  critical  review  of  nexus  policy  design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is  study
developed  a  novel  FEW  nexus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tailored  for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s.  This
framework comprised a FEW household consumption module, a roof/courtyard utilization module, and a policy
input  and  output  module.  It  effectively  highlighted  the  points  of  cross-boundary  nexus  effects  dur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hancing  our  comprehens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larifying  management  trajectories.
The framework serves as a tool  to gather and shape policies pertinent  to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s,  evaluate
policy impacts, refine policy approaches, and ultimately support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efforts.
Keywords    traditional rural household; food-energy-water nexus; synergy; resource saving; roof/court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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