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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扶贫是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关键,
 

探究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收入,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分

析产业扶贫措施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结果表明:
 

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过

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
 

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户中各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为匮乏,
 

明显低于其他四项资本.
 

产业帮

扶措施对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关 键 词:生计资本;

 

产业扶贫措施;
 

似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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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key
 

to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Exploring
 

its
 

impact
 

on
 

farmers
 

liveliho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poor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on
 

poor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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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
 

capital
 

through
 

a
 

seemingly
 

uncorrelated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ous
 

livelihood
 

capitals
 

of
 

farmers
 

who
 

benefit
 

from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farmers
 

who
 

do
 

not;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all
 

types
 

of
 

farmers
 

who
 

do
 

not
 

enjoy
 

the
 

indus-
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relatively
 

scarc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other
 

four
 

liveli-
hood

 

capitals;
 

and
 

that
 

industrial
 

assistance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natural
 

cap-
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poor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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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帮助农户本地就业、
 

实现增收的主要途径,
 

是贫困地区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
 

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1-2].
 

此外,
 

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工作的首要位置,
 

表明在今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产业发展仍是巩固提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效、
 

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效和根本之

计.
 

近年来随着各项产业扶贫政策的推出与实施,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因产业扶贫项

目的短期化与同质化等问题使得产业扶贫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
 

导致贫困农户的实际参与度低、
 

增收受

限.
 

农户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
 

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是否真正得到发展,
 

是对产业扶贫成

效的检验,
 

同时也是今后区域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重点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
 

深入了解当前

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际作用与效果,
 

对于提高农户收入,
 

促进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效衔接均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产业扶贫模式的

研究[3-5],
 

根据实际调研数据,
 

对该地区可复制并推广的典型产业扶贫模式进行凝练总结和提升;
 

二是关于

产业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6-8],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对于当前我国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是产业扶贫成效评价研究[9-11],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
 

采用

模型测度产业扶贫绩效.
 

关于产业扶贫对农户的影响多是探究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影响,
 

而关于产业扶贫

措施对农户整体状况影响程度的研究较少,
 

此外,
 

已有研究发现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多处于较低水平,
 

其

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最为明显[16-17].
 

为改善与提升农户生计状况,
 

加强产业扶贫后续帮扶的有效性和精

准性,
 

提供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有效衔接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合甘肃省皋兰县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农户生

计相关数据,
 

对县域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进行测算评估,
 

基于产业扶贫视角,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扶贫作为开发式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
 

旨在通过鼓励、
 

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
 

是

我国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方式[18].
 

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原有

的生产经营方式,
 

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同时也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以及组合状态的改

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针对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
 

则会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
 

是否每一项扶贫措施都可以促进贫困户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
 

则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19].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结合皋兰县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扶贫的组织模式以及主

要的利益联结机制,
 

选取6项扶贫措施探究产业扶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分别是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

社、
 

以务工方式加入合作社、
 

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
 

发放产业发展

现金补助和提供各类技术服务.
1)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部分缺乏劳力的贫困农户为改变

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零星分散、
 

市场信息不灵等问题,
 

把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采取入股的方式流转给专

业合作社.
 

农户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有利于农户自身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进农户生

计方式的转变.
 

因此,
 

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能够促使贫困农户选择更合理的生计方式,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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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M1: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运营,
 

在掌握一定的专业技

能、
 

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为合作社的壮大与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20].
 

因此,
 

以务工形式加入专业合作

社,
 

能够促使农户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能够有效提升农户自身发展能力.

M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以务工形式

加入专业合作社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3)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对于丧失劳动

力、
 

外出务工或无地种植、
 

无条件养殖的贫困户,
 

政府通过引导和支持他们将扶贫资金和小额信贷进行折

股量化作为出资入股合作社.
 

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是农户实现增收的方式之一,
 

收入结构多元化

和家庭收入的显著提升使得脱贫农户在因病返贫、
 

因灾返贫等因素的冲击下仍能维持正常开支,
 

有效实现

风险分解与控制,
 

提升生计可持续性水平[21].
M3: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与未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

信贷折股入社)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加入专业合作社

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4)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生产和发展资金短缺是贫困农户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也成为制约贫困地区合作社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关键问题.
 

贫困农户无足够的资金购买较好的种苗和种畜

禽,
 

配备较好的种养条件,
 

是导致农副业生产回报少、
 

生产效率低的主要原因[21].
 

因此,
 

免费发放种苗或

种畜对于贫困户发展产业,
 

实现自我发展,
 

改善贫困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M4:
 

免费发放种苗或种畜与未得到种苗或种畜的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免费得到种苗

或种畜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5)
 

产业发展现金补助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产业扶贫政策在考虑到当地资源禀赋的同时,
 

鼓励贫困农

户自主发展产业,
 

特色产业的发展往往更易适应市场需求,
 

进而产生良好的经营效益,
 

这也为自然资源较

为匮乏的贫困地区提供了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途径,
 

从而增强脱贫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意愿和积极性[22].
 

因

此,
 

产业现金补助对于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
 

积极发展产业具有积极作用.

M5:
 

产业发展现金补助与未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的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得到产

业发展现金补助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6)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
 

针对有发展意愿但缺乏技术的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与指导,
 

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并为贫困农户自主发展增强自信心,
 

进而提高其生计水平.
 

因此,
 

技能培训能够促使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有效提高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是实现反贫困的有

效途径.

M6:
 

提供各类技术服务与未得到各类技术服务的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即得到各类技

术服务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呈正相关.
基于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帮扶措施对贫困户的影响机制,
 

即产业奖补、
 

参与产业

合作社和入股合作社、
 

企业分红等对其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为脱贫攻坚成效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供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

皋兰县位于北纬36°05'至36°50'、
 

东经103°32'至104°22'之间,
 

地处甘肃中部,
 

是兰州市的郊区县,
 

海

拨在1
 

411~2
 

445
 

m之间,
 

县城海拔1
 

650
 

m,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皋兰县系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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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县之一,
 

2018年皋兰县下辖4镇、
 

3乡,
 

共有行政村71个、
 

社区3个,
 

其中贫困村32个,
 

总人口为

18.084
 

1万人,
 

包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
 

795户27
 

838人.

图1 调研农户分布点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为获取皋兰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相关数据,
 

调研组于2018年7月-8月在甘肃省皋兰县调研.
 

调研

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RA),
 

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获取第一手数据,
 

此外,
 

就不确

定的问卷信息与村级、
 

乡镇级、
 

县级进行核实,
 

以确保数据准确性.
 

具体发放问卷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

的方法,
 

实地共发放问卷700份,
 

合计回收683份,
 

含无效问卷42份,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41份,
 

问卷

有效率达93.85%.
 

贫困户构成情况见表1.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
 

拥有的自然资源、
 

牲

畜量、
 

产业扶贫政策享受情况以及收入构成等.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农户享受的帮扶措施主要有6类

(表2):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

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和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受访贫困户

中,
 

471户参加了扶贫产业或者享受了产业扶贫政策,
 

占比为73.48%,
 

170户表示没有得到相应的产业

扶贫政策,
 

占比为26.52%.
表1 贫困户构成

贫困户类型 户数/户 百分比/%

一般贫困户 395 61.62

低保贫困户 230 35.88

五保贫困户 1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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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基本情况

参与措施 户数/户 百分比/%

加入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方式) 36 5.62

加入专业合作社(务工) 32 4.99

加入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32 4.99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322 50.23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196 30.58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306 47.74

3.2 指标选取与变量选择

3.2.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构建

(1)
 

指标选取

本文在选取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指标时,
 

依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于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

框架[23],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24],
 

立足于皋兰县自然禀赋、
 

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户生产生活状况,
 

从自

然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方面共选取了19项评价指标(表3),
 

对每一

户展开调查.
表3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和指标说明

指标特征 单项评价指标 符号 指 标 说 明 权重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 N1 人均耕地承包面积/(hm2·人-1) 0.014
 

9

人均林地面积 N2 人均林地承包面积/(hm2·人-1) 0.103
 

5

经济作物种植比例 N3 经济作物种植占耕地面积比重/% 0.032
 

0
 

物质资本 人均牲畜量 P1 人均拥有的牛、
 

猪、
 

羊/(头·人-1) 0.041
 

2

是否通自来水 P2 自来水为1,
 

其他为0 0.002
 

6

房屋结构 P3 钢混结构为1,
 

砖混结构为0.75,
 

砖木结构为0.5,
 

彩钢房为0.25 0.063
 

9
 

人力资本 户籍人口数 H1 家庭人数/(人·户-1) 0.009
 

4

劳动力人数 H2 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数/(人·户-1) 0.010
 

3

参加技能培训比例 H3 家中参加技能培训的人数占比/% 0.074
 

8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H4 家中健康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比重/% 0.033
 

3
 

社会资本 外出务工活动人数 S1 家中是否有人通过亲戚介绍或政府联系外出务工活动/(人数·户-1)0.187
 

5

本地工作人数 S2 家中是否有人通过亲戚介绍或政府联系本地务工活动/(人数·户-1)0.163
 

1

是否加入合作社 S3 参加合作社为1,
 

未参加合作社为0 0.145
 

6
 

金融资本 获得信贷的机会 F1 获得信贷为1,
 

未获得信贷为0 0.018
 

9

家庭纯收入 F2 家庭纯收入/[元·(户·年)-1] 0.045
 

5

家庭人均纯收入 F3 家庭人均纯收入/[元·(人·年)-1] 0.053
 

5
 

  (2)
 

生计资本测算

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以后,
 

采用熵值法确定所选取指标的权重(表3),
 

运用综合

指数法测算农户的生计资本值[26-27].

L=∑
5

i=1
 ∑
n

j=1
 

WijXij (1)

式中:
 

L 为生计资本值;
 

Wij 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权重;
 

Xij 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标

准化值;
 

n 表示指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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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计类型确定

参考文献[27]农户生计类型划分标准,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
 

非农型、
 

本地兼业型、
 

外地兼业型.
 

调查

农户中外地兼业型最多,
 

共308户,
 

占比48.05%;
 

纯农户共122户,
 

占比19.03%;
 

本地兼业型共108户,
 

占比16.85%;
 

非农型数量农户最少,
 

103户,
 

占比16.07%.
3.2.2 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结合调研地的实际情况,
 

本文将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产生影响的各种潜在因素分为产业扶贫措施因

素、
 

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3类,
 

针对每一户开展调查具体变量的设置和描述性统计见表4[28-29].
政策因素包括农户是否参与产业扶贫措施以及参与政策的类型.

 

本文参考当前皋兰县主要的产业扶贫

措施,
 

选取6个指标表示农户享受产业扶贫措施的情况,
 

分别为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在

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
 

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

助和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家庭因素主要从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选取,

 

主要包括户主年龄、
 

文化程度、
 

家庭规模大小、
 

家中在

外务工情况、
 

劳动力情况、
 

负担比、
 

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生计活动选择情况.
社区因素包含两个指标,

 

分别为2018年农户所在村家庭年均收入情况和到镇上的距离.
 

农户所在村的

人均年收入水平代表着该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农户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反映了农户到乡镇中心从事生产经

营以及购买家庭生活用品的便利程度,
 

会对农户的生计资本提升和转换产生重要影响[27].
表4 自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 量 名 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产业扶贫措施 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0 1 0.056 0.230

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 0 1 0.050 0.218

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 0 1 0.050 0.218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0 1 0.502 0.500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0 1 0.306 0.461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0 1 0.477 0.500

家庭因素 户主年龄/人 22 88 56.719 10.600

户主文化程度 1 5 1.641 0.670

外出务工人口数/人 0 5 0.986 0.916

户籍人口数/人 1 10 3.998 1.525

劳动力人数/人 0 6 2.178 1.148

家庭中负担比 0 1 0.440 0.282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0 1 0.759 0.243

家庭从事各项生计活动的总数/万元 1 2 1.649 0.478

社区因素 家庭所在村人均年收入/万元 0.611 1.217 0.754 0.136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km 1 43 14.015 11.758

3.3 研究方法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将5种生计资本定义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建立5个方程来研究引起5项生

计资本变动的影响因素,
 

为避免各单项生计资本之间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导致各方程之间扰动项存

在相关性,
 

本文选取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对各单项生计资本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并在Stata15中实现[28].
 

建立系统方程模型如下:

Pj =αij +∑βijxi+εij (2)

其中:
 

P 代表各单项农户生计资本值,
 

αij 与βij 为回归方程系数,
 

xi 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εij 为残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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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结果

4.1.1 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从样本总体来看,
 

皋兰县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0.034
 

4)和物质资本(0.033
 

2)相对较高,
 

自然资本

(0.024
 

7)次之,
 

人力资本(0.014
 

8)和金融资本(0.015
 

5)相对匮乏(表5).
表5 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生计资本类型 样本总体 享受政策农户 未享受政策农户 T 检验

自然资本 0.024
 

7 0.026
 

1 0.025
 

2 -0.489

物质资本 0.033
 

2 0.035
 

0 0.030
 

8 -1.531

人力资本 0.014
 

8 0.016
 

0 0.012
 

6 -2.826***

社会资本 0.034
 

4 0.042
 

8 0.012
 

1 -5.276***

金融资本 0.015
 

5 0.016
 

2 0.014
 

3 -2.097**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享受过产业扶贫措施的农户和未享受过产业扶贫措施的农户的各项生计

资本进行对比(表5).
 

通过对享受和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两类农户的对比发现,
 

享受过政策的农户的各项

生计资本水平均高于未享受政策的农户,
 

社会资本最为明显.
 

此外,
 

享受和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的

社会资本均值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产业扶贫政策包括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
 

在

合作社或企业中务工,
 

这对于农户选择更多的生计方式以及扩大其社会关系网,
 

进一步提高其生计水平有

极大的促进作用.
 

享受政策户人力资本(0.016
 

0)略高于未享受政策户,
 

但相较于其他单项资本仍处于较低

水平,
 

表明产业扶贫政策中的技术服务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帮助.
 

享受政策农户金融资

本高于未享受政策户,
 

以现金补助的方式鼓励农户发展种养殖业短期内可增加农户收入,
 

长期来看对农户

金融资本的增加帮助较小.
 

享受政策户自然资本(0.026
 

1)和物质资本(0.035
 

0)高于未享受政策户自然资

本(0.025
 

2)和物质资本(0.030
 

8),
 

但未通过T 检验.
4.1.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各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中(图2),
 

未享受政策户中农业型、
 

本地兼业型、
 

外地兼业型和非农型农户生计

资本均低于享受政策户,
 

尤其是农业型农户(0.089
 

8)和非农型农户(0.079
 

1),
 

此外,
 

未享受政策户各类型

农户的社会资本明显低于享受政策户,
 

这表明未享受政策户中的农业型、
 

非农型农户生计资本较为缺乏,
 

也预示着两类农户极易返贫,
 

可通过产业扶贫措施帮助农户提高社会资本,
 

促进农户内部的均衡发展.
4.2 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因素、
 

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包括的各项指标对农户各生计资本的

影响程度,
 

并重点研究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的影响,
 

具体结果见表6.
如表6所示,

 

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的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具有显著作用,
 

对物

质资本的影响不明显.
 

具体到各类帮扶措施,
 

农户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以及

得到产业现金补助的帮扶措施对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无显著作用;
 

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对农户的自然

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其他资本无显著影响;
 

以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对农户

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其他资本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对农户的

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其他资本无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
 

不同类型的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生计资

本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
 

以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发放种苗或种畜等直接的帮扶措施对于农户物质条件的

改善、
 

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影响,
 

但对其生计水平的提高无较大帮助,
 

而农户通过在合作社或企业中从事

生产活动、
 

学习职业技术对于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
 

内生动力的激发具有积极作用.
在家庭因素中,

 

户主年龄对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其他资本影响不明显;
 

户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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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说明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农户摆脱贫困、
 

增加收入具

有正向作用;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自然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以非农活动为主的家庭,
 

其农地多为流转

状态,
 

因此其自然资本相对较低;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的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生计多样

性的选择对于农户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人力资源合理分配有着重要作用.

图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对比

在社区因素中,
 

村内人均纯收入对农户的自然资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较高的区域

其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并且发展态势好成为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
 

农户家庭到镇上的距离对自然

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明距离区域内发达中心的远近程度是影响农户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重要因素,
 

距离商业中心越近,
 

农户的自然水平和人力水平越高.
表6 生计资本影响因素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自 变 量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

政策因素 以土地流转方式加入专业合作社 0.06 0.67 -0.72 - 0.46

在合作社或本地企业务工 1.82* -0.16 1.92* - -1.40

财政资金或扶贫小额信贷折股入社企业 -0.84 1.01 0.81 2.42** 2.03**

免费得到种苗或种畜 1.05 - 1.29 1.44 0.62

得到产业发展现金补助 -0.27 0.41 0.86 1.51 0.12

得到各类技术服务 -0.82 0.07 - 2.42** 0.75

家庭因素 户主年龄 2.29** -1.25 -0.39 -0.91 -0.45

户主文化程度 0.89 1.57 0.78 1.03 2.89***

外出务工人口数 -1.75* -0.09 1.35 0.86 -0.52

户籍人口数 -0.28 -0.64 - -0.76 1.41

劳动力人数 -0.15 1.00 - 0.39 -0.48

家庭负担比 -0.07 0.32 -0.05 0.56 -0.21

家庭所有成员整体健康状况 -0.55 -3.55*** - 1.39 0.64

家庭从事各项生计活动的总数 3.32*** 1.56 3.01*** 0.19 1.36

社区因素 家庭所在村人均年收入 -3.43*** -1.18 -1.17 -1.14 0.86

家庭所在村到镇上的距离 8.18*** -1.21 2.16** 1.13 -1.56

R2 0.14*** 0.04** 0.49*** 0.38*** 0.05***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物质资本中包括牲畜量、
 

人力资本中包含得

到技术培训、
 

社会资本中包含是否加入合作社,
 

因此在影响因素分析中未包括以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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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自然、
 

物质、
 

人力、
 

社会和金融5方面构建了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综合指

数法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值,
 

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重点探究了各项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

响.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享受政策农户的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政策农户,
 

且两者在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产业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是有效的,
 

在后期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对农户的产

业帮扶仍需注重.

2)
 

未享受政策农户中农业型农户(0.089
 

8)和非农型农户(0.079
 

1)生计资本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农户,
 

应及时关注两类型农户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
 

避免其返贫.

3)
 

产业帮扶措施对农户的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具体帮扶措

施表现为给予农户技术支持和鼓励农户到合作社务工、
 

给予农户资金支持发展产业,
 

此外,
 

家庭因素和社

区因素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皋兰县需调整已有的扶贫机制,
 

结合当地特色产业,
 

包括当地红砂洋芋、
 

高原夏菜、
 

优质林果、
 

畜禽养殖等,
 

引进产业带动主体和扶持项目,
 

发挥好当地龙头企

业、
 

合作社以及产业大户的引领示范作用,
 

鼓励农户参与到产业带动主体的实际发展与运营中,
 

为群众的

长远发展以及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进而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
 

为乡村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产业帮扶措施实施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对于农户激发内生动力,

 

促进增收,
 

实现富裕具有推动作用,
 

相

较于已有研究而言,
 

本文更关注产业扶贫措施对农户整体生产生活状况的影响,
 

试图为产业帮扶与发展的

可持续性、
 

精准性提供依据.
 

当前产业帮扶措施采取奖补措施与发展农户自身技能相结合的方式,
 

意在提

升农户自身的发展力,
 

奖补政策短期内对农户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
 

其可持续性仍需进一步关注.
 

在产业

发展过程中,
 

应进一步发挥已有合作社、
 

龙头企业、
 

产业大户等的作用,
 

依托乡村特色资源,
 

扩大产业规

模,
 

完善产业链,
 

吸纳农户真正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以助力乡村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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