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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

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风险响应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耿亚新#刘栩含#饶品样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

摘4要$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

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法和6''LJLHGT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农户

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

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关键词$产业扶贫&相对贫困&风险响应能力&6''LJLHGT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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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年底#我国成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反

贫困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区域性整体贫困和

绝对贫困得到解决#但我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仍

面临着不少挑战#相对贫困仍然并将长期存在#脱

贫户仍存在由于受到风险冲击而重新陷入贫困的

可能& !$!$年后#我国进入扶贫新阶段#扶贫重

心将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 阿

玛蒂亚.森提出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基本可

行能力的缺失#因可行能力被剥夺导致的相对贫

困问题则被进一步放大"

& 相较于缺乏基本物质

生活资料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治理思路不应

仅局限于基本生活物质上的帮扶#而更应注重提

升相对贫困者的可行能力#以此提高其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 我国多年的扶贫实践充分证明#解

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产业& 通过产业

扶贫#兴办产业可以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从而达

到防止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 因此#从贫

困脆弱性视角探究产业扶贫如何影响相对贫困#

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现有文献主要分

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产业扶贫对于缓解贫

困具有正向作用& 有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可以

带动贫困户增收#从而产生减贫的效果$

& 还有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会对农户的生计策

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户的减贫效果%

& 近年

来#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产业扶贫对脆弱性

的影响#如李玉山%陆远权对湘%鄂%渝和黔邻接区

域的脱贫农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产业扶贫

可以显著降低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 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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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则认为产业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并不显著#

甚至会对农户减贫产生负向影响& 有学者在研究

中发现产业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精英俘

获)%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等问题会导致产业扶贫

的减贫效果不显著!

& 还有学者从农户角度出

发#认为农户可行能力的匮乏%主体性缺失%文化

贫困等原因导致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不显著"#

&

现有文献对产业扶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

究#这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

有拓展的空间& 第一#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和中

观层面出发#对产业扶贫模式%绩效评价以及存在

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却忽视了产

业扶贫对产业发展主体'''农户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大多数对于产业扶贫减贫效果的研究多集

中于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忽视了产业扶

贫对农户(增能)的作用#也很少涉及对产业扶贫

脱贫效果持久性'''即对未来贫困影响的研究&

在我国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参与产业

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

较少#缺乏有效的数据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对产业扶贫减贫效

果的研究进行拓展& 一方面#从贫困脆弱性视角

出发研究产业扶贫对农户未来相对贫困的作用效

果#采用nfZ法测算出调研数据中农户贫困脆弱

性指数#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法评估产业扶贫对家

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果& 另一方面#在研究产业

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基础上#从自我发展能力%

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

能力#利用 6''LJLHGT 中介模型法#从风险响应能

力的中介效应出发分析参与产业扶贫对降低农户

未来相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理#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4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向农户提供扶贫信贷%物质补助等(输血式)

扶贫方式对贫困户生产经营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

用$

#但是产业扶贫更是提升农户内生动力的(造

血式)扶贫的重要途径#是降低农户家庭未来相

对贫困%消除致贫因素的根本保障%

& 其目标是

提高农户收入#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并通过扶贫贷

款%开展技术培训%与农户签订农业订单%提供就

业机会等政策提高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从而降低家庭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可

能& 在脱贫攻坚时期#新安县以产业扶贫为导向#

依据当地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等产业#

通过建设扶贫车间%扶贫基地%农村合作社以及与

龙头企业合作等#实现产业到户%到人& 以洛阳市

新安县为例#该县的樱桃%烟叶%核桃%食用菌等特

色种植近 +$万亩#直接或间接带动 !*2 万余人脱

贫& 该县 ,+个贫困村到 !$)9年底均实现脱贫摘

帽#贫困户到 !$!$年实现全面脱贫& 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抑制家庭相

对贫困的发生&

!二"风险响应能力的中介作用

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是应对内外部环境变

化%保持家庭稳定运转的能力&

& 作为一种内在

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农户家庭未来福

利水平#在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的过程中

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 结合风险响应能

力的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将风险响

应能力划分为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

会资本三个维度#并基于这三个维度对产业扶贫

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 其中#自我

发展能力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自我发展能力缺失

是导致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升农户自我

发展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 家庭经

济状况方面#尹秀芳等将风险抵御能力划分为家

庭经济资源和家庭社会支持两部分#认为家庭经

济资源和社会支持可以提升家庭风险抵御能

力)

& 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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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手段承载工具#是农村家庭在面临风险时极

为重要的平滑消费手段#对降低贫困起到积极

作用!

&

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家庭经济状

况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家庭经济状况是保

证家庭正常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基础"

#而产业扶

贫正是提高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

农户可以直接参与产业扶贫项目获得贷款%资金%

奖励等直接收入#也可以参与到由政府%农村合作

社%龙头企业等组织实施的畜牧养殖%大棚种植等

产业扶贫项目中#签订(订单农业)或获得就业机

会#从过去只能通过传统种植养殖业获得收入扩

大到获得土地租金%分红%工资等多种收益#直接

提高农户的收入#解决农户资金瓶颈#为农户的发

展和家庭资本提供支撑& 例如#我们在调研中发

现新安县五头镇%磁涧镇成立农业合作社#大力发

展樱桃特色种植产业和采摘园#至 !$)9 年#樱桃

种植面积达到三万余亩#实现年增收超 +*! 亿元#

成为当地扶贫的主导产业#极大地改善了农户家

庭经济状况#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另一方

面#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不断

提升#这有利于吸引更多投资#增加农户发展的机

会#提高农户家庭经济状况& 综上可知#产业扶贫

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盘活和利用贫困地区自然

资源#通过增强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产业获利能

力#为贫困户提供获得财产收益的机会#从而降低

家庭脆弱性&

参与产业扶贫可以通过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

力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农户参与产业扶

贫#一方面政府定期对农户进行相关产业的技术

培训和指导#可以提升农户的内生动力-另一方

面#农户在进入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工作时#又会获

得与工作相关的技术培训& 农户通过接受农业或

非农就业技术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

能力#增加其参与程度#可以激发农户自身发展能

力#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 例如洛阳大资塑业有

限公司在洛阳市共建立扶贫车间 )% 个%加工点

))$多个#为贫困户配置设备#带动贫困户就业创

收#通过对贫困户技术培训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

参与产业扶贫可以通过增强农户社会资本抑

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中国社会传统的(关系思

维)根深蒂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非

正式手段#可以在家庭面临风险时通过无息借贷

等方式帮助家庭抵御风险#

#平滑消费水平#降低

家庭贫困脆弱性$

& 参与产业扶贫是一种很好的

提升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途径#产业扶贫通过构

建贫困人口与产业主体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重

构并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

& 产业扶贫中农村合

作社%龙头企业等除了具备经济属性#往往还具备

社会属性#合作社的组织者大多都是村庄内的

(精英)#如村干部%种植大户等#社员大多数为本

村或邻近村庄的农户#因而社员之间具有一定的

地缘或血缘关系&

& 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或与企

业进行合作#在企业内就业时#农户还会与他人形

成业缘关系#这些都能有效扩张社会关系网络#拓

宽农户获得信息的渠道#农户的社会资本也得到

了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产业扶贫对农

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如图 ) 所示#并

提出以下假设!

=!!参与产业扶贫通过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

力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参与产业扶贫通过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从

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参与产业扶贫通过增强家庭社会资本从

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图 )4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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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笔者于 !$!$年 +月和 !$!$年 , 月先后两次

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进行深度调查#采集到了

该县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相关数据& 调研按照全

县所有乡镇全覆盖的原则#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个村列入进村入户调研计划& 本次调研共

发放问卷 +)$ 份#通过剔除存在异常值或逻辑错

误等问题的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9%份#有效

率 9"*,)q&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

农户相对贫困& 由于国内尚未形成固定方法对农

户相对贫困进行测度#且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不可

观测性的特征#而贫困脆弱性可以预测农户家庭

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具有前瞻性#可以对贫困起

到预测的作用& 因此#文本引入贫困脆弱性作为

农户相对贫困的指标&

"!$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作为解释变量& 将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家庭

赋值为())#未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家庭赋值为

($)&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风险响应能力中的

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作为中

介变量& 自我发展能力就是农户能够自主获取资

源%提高生存技能从而发展生产的能力#提高农户

自我发展能力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农业或非农

就业技术培训& 本文从农户参加培训效果来衡量

自我发展能力#选用问题(通过参加培训自己的

技能是否得到提升)来衡量自我发展能力#其中#

)代表几乎没有得到提升#! 代表比较少#+ 代表

一般##代表得到较大提升#" 代表得到非常大的

提升& 选择(近三年来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

善)来衡量家庭经济状况#其中#) 代表几乎没有

改善#!代表改善效果较小#+代表改善效果一般#

#代表改善效果较好#"代表改善效果非常好& 社

会资本也是风险响应能力中的重要一项#当家庭

遭遇风险时#通过向亲朋好友求助对家庭福利水

平起到平滑的作用#从而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选择(您家一年礼金支出约为多少)来衡量社会

资本#将受访者回答金额按($ 元'#99 元) ("$$

元'999 元) () $$$ 元') #99 元) () "$$ 元'

) 999元)(! $$$ 元及以上)赋值为 )'"#) 代表

非常少#!代表较少#+代表一般##代表较多#" 代

表非常多#赋值越高#代表每年家庭礼金支出越

高#家庭的社会资本也就越高&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可知#农户发

展特征差异和地区特征差异会对农户家庭贫困脆

弱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选择户主层面%家庭

层面和地区层面相关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户主层面相关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

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户主作为

一家之主#是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对整个家庭

的风险抵抗能力和家庭成员的影响非常深远& 随

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健康水平的下降#抵御风险的

能力会有所降低#面临健康等风险冲击的可能性

却会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也会增加&

在传统观念中#农村家庭中男性外出务工概率更

高#因此户主性别也会对家庭贫困状况产生影响-

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会越高#并且也会

提高子代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家庭人力资本增加#

从而增强家庭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本等抵御风险的

能力#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

家庭层面相关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

力数量%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耕地面积和是否有

汽车& 家庭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

规模较大且劳动力数量越大#家庭收入来源就会

越广#收入水平就会越高#会对家庭贫困状况产生

影响-耕地面积和是否有汽车是家庭资本状况的

重要指标&

地区特征包括距县城距离和基础设施环境状

况& 本文调研对象均是农村农户#因此地区特征

主要是以村庄特征作为变量#通常来说#村庄距离

县城越近%交通越方便%基础设施环境越好#家庭

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

& 变量选择及具体说明如

表 )所示&

!三"贫困脆弱性测度

贫困脆弱性是指由于个人或家庭遭受外部风

险冲击及抗风险能力下降#导致未来消费水平难

以保持平滑和稳定#维持在贫困线以下的概率"

&

目前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主要有风险暴露脆弱性

"nf]$%期望贫困脆弱性"nfZ$和期望效用脆弱

性"nfN$三种方法& 风险暴露脆弱性"nf]$是

通过估计家庭福利水平对风险冲击的敏感程度来

"%

!

"

杨慧敏#罗庆#许家伟!+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A=Y8数据,#+经济经纬,!$)2年第 "期&

8LCEG0 V*(]>HGBT'OCHLP! 'B& /QGBBC0DCJ(0 0CR/'0LCILJ)#DE.L#$*@ R)(B3.1.)$9E P?1.$>.$#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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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贫困脆弱性!

#本质上是一种事后的测度#不

具有预测性& 期望效用脆弱性"nfN$主要是通

过期望消费的效用水平与均衡消费的效用水平之

差来测度贫困脆弱性"

#对数据在时间跨度上有

较高的要求#且所使用的效用函数单一#并未考察

家庭偏好多样性#该方法的使用具有较大的限制

性& 期望贫困脆弱性"nfZ$是通过计算家庭预

期福利水平在L

g

)期低于贫困线的概率来测度贫

困脆弱性#

#可以利用截面数据#通过可观测的变

量预测下一期的贫困脆弱性#对于数据的要求相

对较低$

& 因此#本文采用nfZ的测量方法#计算

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期望贫困脆弱性"nfZ$的测量方

式#第/个农户家庭第-期的贫困脆弱性如式")$

所示&

>'*

/#-

V

=Z

/#-

X

)

[\( ) V

0

\

W

r

+"Z

/#-

X

)

$@"Z

/#-

X

)

$

")$

表 )4相关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444 变量定义及赋值

被解释变量

相对贫困 贫困脆弱性指数

解释变量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是h

)#否h

$

中介变量

自我发展能力 几乎没有得到提升h

)#比较少h

!#一般h

+#得到较大提升h

##得到非常大提升h

"

家庭经济状况 几乎没有改善h

)#改善效果较小h

!#改善效果一般h

+#改善效果较好h

##改善效果非常好h

"

社会资本 非常少h

)#较少h

!#一般h

+#较多h

##非常多h

"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实际数值"岁$

户主性别 男h

$-女h

)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h

"#很健康h

##比较健康h

+#一般h

!#不健康h

)

户主受教育程度 最高学历赋值!大学本科及以上h

2#大专h

"#高中-中专-技校h

##初中h

+#小学h

!#文盲h

)

户主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h

)#其他h

$

家庭规模 农户日常生活在一起%收入与消费都在一起的总人数

劳动力数量 家庭中大于 )2岁小于 2"岁且有劳动能力的人数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是h

)#否h

$

耕地面积 家庭总耕地面积

是否有汽车 是h

)#否h

$

距本县县城距离 非常远h

)#较远h

!#一般h

+#较近h

##非常近h

"

基础设施环境状况 非常差h

)#较差h

!#一般h

+#较好h

##非常好h

"

44")$式中#>'*

/#-

是第 /个农户家庭第 -期的贫

困脆弱性指数#Z

/#-

X

)

表示第/个农户家庭在第-

X

)期的消费# \为选定的贫困线# +"Z

/#-

X

)

$ 为第 /

个农户家庭在第-

X

) 期消费分布的概率密度函

数& 基于AQH(JL(GC0JC0等%的研究#假定人均消费

对数为正态分布#因此贫困脆弱性指数的计算公

式进一步表述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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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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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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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1

$ 为对数正态分布#

#

B0Z

/#-

X

)

%

)

B0Z

/#-

X

)

分别为第/个农户家庭消费对数的期望

值和方差#如式"+$%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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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
(

s

6J7N

和
*

s

6J7N

#首先建立家庭人均消

费对数方差如式""$所示&

*(Z

/

V

^

/

(

X

.

/

""$

式""$中#^

/

表示影响家庭消费的相关变量#

包括户主层面"户主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家庭层面"家庭规

模%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人均收入水平$%村居层

面相关信息"距本县县城距离%基础设施环境状况$

及家庭可能遭受到的风险冲击"是否有慢性病%大病

人员%是否有残疾人和家中是否有大学生$等-

(

为

参数向量-.

/

为消费方程残差#表示消费波动& 通过

<[8回归得到消费方程的残差如式"2$所示&

.

!

/

V

^

/

*

"2$

通过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aX[8$对

(

和
*

进行估计得到估计量
(

s

6J7N

和
*

s

6J7N

#进而得

到
#

B0Z

/#-

X

)

和
)

B0Z

/#-

X

)

# 最终得到贫困脆弱性的

测量方程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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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实证分析

!一"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分析

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按照 nfZ的

测算方法#并结合所调研的数据#选取国家现行贫

困标准年人均纯收入 + !$$ 元作为贫困脆弱性测

量的贫困线对调研地区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

测算#得到每个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 参考

以往学者在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中提出的将 $*!9

作为脆弱线这一观点!

#以家庭贫困脆弱性 $*!9

作为脆弱线#指数高于 $*!9 为高脆弱家庭#低于

$*!9则为低脆弱家庭&

在调研的 !9%户农村家庭中#有 99户家庭贫

困脆弱性指数高于 $*!9#属于高脆弱家庭-有 )9,

户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低于 $*!9#属于低脆弱家

庭& 通过统计结果可知#该地区有近三分之一农

户家庭处于高贫困脆弱状态#仍然处于相对贫困

状态&

!二"农户产业扶贫参与现状

在产业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未参与产业扶

贫项目的农户家庭有 2+ 户#占全部样本的

!)*!)q#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家庭有 !+#

户#占全部样本的 %,*%9q& 这表明#调研地区绝

大多数农户都选择参与产业扶贫项目& 在该参与

方式下#农户可以通过政府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资

金%实物或技术帮扶#选择适合自己的%可以依托

当地资源发展的规模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既符

合农户从事传统农业发展的习惯#又能提高农户

自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收入&

参与产业扶贫和未参与扶贫两组农户的风险

响应能力和贫困脆弱性均值差如表 !所示& 通过

表 !可以看出!")$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贫困脆

弱性较低#且贫困脆弱性指数均值小于脆弱线

$*!9#这表明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家庭未来陷入

贫困的可能会更低& "!$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家

庭经济状况%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也均比未

参与产业扶贫农户要高#说明参与产业扶贫农户

的风险响应能力更高&

表 !4风险响应能力及贫困脆弱性是否参与产业扶贫组间均值差

变量
参与产业扶贫")$

均值 标准差

未参与产业扶贫"!$

均值 标准差
组间均值差")$

3

"!$

贫困脆弱性 $*)2 $*)2 $*"$ $*!!

3

$*+#

家庭经济状况 +*%2 )*$, )*#+ $*2) !*++

自我发展能力 +*9$ )*$! )*"9 $*2) !*+)

社会资本 +*#% )*)+ !*,2 )*$) $*2)

44!三"产业扶贫参与对相对贫困影响检验

为了验证农户参与产业扶贫对家庭相对贫困

的影响#本文参考宁静等"等对贫困脆弱性影响

因素的研究思路#构建基准模型!

>'*

/

V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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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

I

/

X

'

/

",$

式",$中# >'*

/

为第 /个农户的家庭贫困脆弱性#

%%

!

"

斯丽娟!+家庭教育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基于AaZ8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9年第 ))期&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等!+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2 '''基于 , 省 )2 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 Z8F

3

V;V分

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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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为第/个农户家庭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I

/

为控

制变量!户主%家庭和地区特征#

+

$

为截距项#

+

)

为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家庭贫困脆中弱性的影响

系数#

+

!

为控制变量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

响系数#

'

/

为随机扰动项&

在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中#模型")$为未加

入控制变量时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

响#模型"!$为加入户主%家庭和地区特征作为控

制变量后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

表 +4参与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系数值 标准误

模型"!$

系数值 标准误

是否参加产业扶贫 3

$*+#%

///

$*$!# 3

$*)!$

///

$*$)%

户主年龄
$*$$#

///

$*$$)

户主性别
$*)!$

///

$*$!$

户主健康状况 3

$*$)!

/

$*$$%

户主受教育程度 3

$*$!,

///

$*$$2

户主政治面貌 3

$*$2%

///

$*$),

家庭规模
$*$$9

///

$*$$"

劳动力数量 3

$*)$)

///

$*$$,

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 $*$)! $*$)!

耕地面积
$*$$)

//

$*$$"

是否有汽车 3

$*$!$ $*$)"

距本县县城距离 3

$*$$% $*$$2

基础设施环境状况 3

$*$##

///

$*$$,

常数项
$*"$#

///

$*$!)

$*!)!

///

$*$#%

( !9% !9%

3

!

$*#)9 $*,))

44注!

/

%

//

%

///

分别表示 )$q%"q和 )q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和加入控制变

量的模型"!$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户参与产业扶贫

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均在 )q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农户通过参加产业扶贫显著降低了家庭

贫困脆弱性#抑制了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 得

以验证&

在模型"!$户主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户主年

龄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而户主受教

育水平%性别和政治面貌显著负向影响家庭贫

困脆弱性#即户主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和健康

水平越高以及作为党员都会使家庭未来陷入贫

困的概率降低#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

户主作为一家之主#是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

对整个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家庭成员的影响

非常深远#而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健康水平的

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有所降低#面临健康等

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却会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

困的概率也会增加& 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收

入水平会越高#并且也会提高子代接受教育的

机会#增加家庭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家庭经济能

力和社交能力等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家庭贫

困脆弱性#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 在家庭

特征的控制变量中#家庭规模会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中的

抚养负担也会加重#家庭贫困脆弱性也会增强&

家庭劳动力人数会降低家庭未来贫困的概率#

这是因为当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家庭如果有

足够的劳动力则可以通过务工等方式获得收入

来平滑消费#从而降低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抑

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家庭拥有耕地会增加农户

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原因可能是家庭拥有的耕地

越多#越能吸引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从而

降低了从事其他工作的可能#减少了收入来源#

而依靠土地获得的农业收入又相对较少#且非

常依赖天气等自然条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仅

依靠农业收入难以抵御家庭所面临的风险

冲击&

!四"风险响应能力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

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理论推断可知#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农户家

庭经济状况%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对相对贫

困产生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

影响的理论机制#以相对贫困作为因变量#是否参

与产业扶贫作为自变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家庭

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 利用

6''LJLHGT 法多个并列中介变量模型#在控制户主

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情况下

对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

在参与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中介效应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 #%表 "所示&

由表 #可知#参与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的负

向影响显著"R

h3

$M)!)#-

h3

"M)",#2o$M$)$#说明

参与产业扶贫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

抑制了相对贫困的发生#这验证了=)& 当放入中

介变量"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

本$后#参与产业扶贫对贫困脆弱性仍然产生负

向影响#且影响显著"R

h3

$M$#"#-

h3

)M9!$#2o

$M)$#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贫困脆弱

性的负向影响显著"R

h3

$M$!!#-

h3

!M"++#2o$M)-

R

h3

$M$+,#-

h3

#M"!9#2o$M$)$#社会资本对贫困

脆弱性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R

h

3

$M$$##-

h3

$M%"%#2p$M)$& 参与产业扶贫对自我

,%



第 !"卷 耿亚新#等!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R

h

)M)+%#-

h

2M,9%#2o$M$)-R

h

)M)+!#-

h

9M99,#

2o$M$)$#对社会资本也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

并不显著"R

h

$M!2##-

h

)M#%%#2p$M)$&

表 #4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5

h

!9%$44

结果变量44 预测变量444

拟合指标

3

!

6

系数显著性

R -

自我发展能力 $*%,$ +#*$9)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

///

2*,9%

控制变量 是 是

家庭经济状况 $*,#$ 2#*2$2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

///

9*99,

控制变量 是 是

社会资本 $*#$9 "*%$#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2# )*#%%

控制变量 是 是

相对贫困 $*9$$ %"*!9#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3

$*)!)

///

3

"*)",

控制变量 是 是

相对贫困 $*9)9 9%*+""

自我发展能力 3

$*$!!

/

3

!*"++

家庭经济状况 3

$*$+,

///

3

#*"!9

社会资本 3

$*$$#

3

$*%"%

是否参与产业扶贫 3

$*$#"

/

3

)*9!$

控制变量 是 是

表 "4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6''L标准误 6''LA;下限 6''LA;上限

总效应 3

$*)!) $*$!+

3

$*)2%

3

$*$%"

直接效应 3

$*$#" $*$!+

3

$*$9) $*$$)

中介效应

总中介效应 3

$*$%2 $*$)#

3

$*)$,

3

$*$"+

自我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 3

$*$!" $*$)$

3

$*$#2

3

$*$+$

家庭经济状况的中介效应 3

$*$"$ $*$)!

3

$*$%2

3

$*$2+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3

$*$$) $*$$!

3

$*$$, $*$$)

中介效应比较

自我发展能力OJ家庭经济状况 $*$!2 $*$)%

3

$*$$2 $*2)2

自我发展能力OJ社会资本 3

$*$!+ $*$))

3

$*$#2

3

$*$$#

家庭经济状况OJ社会资本 3

$*$#9 $*$)!

3

$*$%"

3

$*$!9

44由表 "可知#在 9"q的置信区间下#参与产业

扶贫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6''LA;下限3

$*$9)#

6''LA;上限为 $*$$)$包含 $#作用大小为3

$*$#"#

三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效应显著#区间

"6''LA;下限3

$*)$,#6''LA;上限为3

$*$"+$没

有包含 $#作用大小为3

$*$%2#表明风险响应能力

在产业扶贫对贫困脆弱性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效

应& 在三个中介路径中#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

济状况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大

小依次为3

$*$!# 和3

$*$"$#这表明农户通过参与

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家庭经济状

况#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但社会资本中

介变量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为更好地区分其作

用的相对大小#对三个路径作用的大小进行了比

较& 由数据结果可知#家庭经济状况的中介作用

显著高于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其他中介路径并没有显著差异& 这验证了 =! 和

=+#否定了=#&

四4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在产业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调研地区

绝大多数农户都参与到了产业扶贫项目中& 农户

风险响应能力普遍得到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

力%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普

遍得到了明显提升& 虽然在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

9%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户已实现全面脱贫#但在调研地区#仍有近三分之

一农户家庭处于高贫困脆弱的状态#未来可能会

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 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高脆

弱家庭占比远低于未参与产业扶贫家庭&

"!$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

困脆弱性#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进一步分析

其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知#家庭

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对相对贫困

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且影响显著#即农户通过

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提高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

能力#从而抑制了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但社会资

本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此外#家庭经济状况的

中介作用显著高于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

介作用#其他中介路径并没有显著差异&

!二"政策建议

")$完善对贫困对象的识别标准#建立健全贫

困对象信息系统和动态识别及退出机制& 虽然我

国已经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户全面脱贫#但仍有一

部分脱贫者和非贫困户风险响应能力较低#在遭受

到风险冲击时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导致未来可能

会继续陷入贫困& 因此#在以后的农村工作中#要

注重关注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相对贫困#除将

收入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外#还应将其健康%家庭

教育%工作%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冲击%应对风险能

力等与未来贫困相关的信息纳入识别标准中#并详

细记录目标对象的各项识别指标#利用大数据技术

对救助对象相关指标进行动态识别及预警#增强高

脆弱家庭风险响应能力#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

可能#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完善产业扶贫政策#实现产业扶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参

与产业扶贫对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影

响#说明参与产业扶贫可以增强农户的风险响应

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相对贫困的发生& 因此#乡村

振兴首先要关注产业振兴#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有限衔接#应持续将产业发展放在核心

位置& 首先#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期间#应

进一步扩大产业发展的范围和对象#将脱贫户和

非贫困户都引入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来#提高农户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

力而再次陷入贫困的概率#抑制相对贫困的发生&

其次#注重发展新型经营主体#要注重培育和发展

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并提高农

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合作概率#基于当地产业优

势#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当地农户整合产业化经

营#为当地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就业岗位等#提高

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拓宽农户的收入渠道#让更多

的农户充分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 最后#引进更

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社会组织机构%科研单

位等参与到产业扶贫中#为更好地科学发展产业

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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