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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当前区域性多维贫困测度和致贫机理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以重庆市 16个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样本为基础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

法刻画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 和 SEM)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

本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贫困深度与贫困广度并无明显的正

向关联性;多种资本匮乏型在渝东北更为集中,地区内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生计资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

相关性,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相对更高,区域内贫困现象与广义地理要素的共生性更强;相对于OLS和SLM,SEM

被证实是最适用于该研究的计量模型,地形起伏度、少数民族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

县镇交通时间等是影响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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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是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农村贫困的微观承载主体,改善农户生计质量既是当前贫困治理研究与实践的迫

切需求,也是未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中国的反贫困工作进入到“精准扶贫”阶段以来,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扶贫

攻坚主战场,区域内农户生计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内部差异大,厘清贫困个体的具体致贫原因,分析与所处区域的地理区位、生态

环境、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区域背景的关联关系成为当前贫困问题研究的系列热点问题[1,2,3]。生计资本指家庭或个体为了维持

生存或争取发展所需各类资源的集合,是农户在生计动活动中抵御生存风险、压力的重要屏障,很大程度决定了其生计质量,通常

会因农户所处区域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同而有所差异[4]。因此,通过开展贫困农户生计资本量化、

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可实现贫困主体中“个体”与“区域”的有机结合,能作为贫困测度与致贫机理揭示的有效途径,契

合贫困测度“多维化”“空间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质量、制定区域针对性扶贫策略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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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方法是一种围绕引起贫困的相关复杂问题和因素来理解贫困本质并给予多种解决思路的集成分析框架[4],以英国

国际发展部(DFID)的为代表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沿用[5],围绕框架开展农户生计问题研究一直是各地学者

与机构的关注热点。作为该框架的核心内容,生计资本评价经历了“定量化”“空间化”的过程。定性评价以描述性统计
[6,7]

和对

比分析[8,9]为主,定量评价则多采用综合评价法,主要的技术手段有加权求和[10,11]、因子分析[12]等。部分学者对生计资本的空间特

征进行了刻画,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聚类分析法[13]、BP神经网络[14]、空间自相关分析[15]等。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较多

地关注受生计策略[16]和移民[17]、失地[18]、气候变化[19]等背景因素影响的一般农户,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元、多元 logistic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等。一些学者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证实了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外部性[20,21],因此,分析区域社会经济、资源

环境等地理环境因素对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的影响还需考虑估计变量的空间关联性。 

综上所述,已有成果可为深入开展农户生计资本测度、贫困空间格局解析等方向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参考。目前

考虑空间关联性的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数量仍相对较少,缺乏对估计变量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的挖掘,且面向贫困农户的实证

研究仍有待加强。鉴于此,本文以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以重庆市地处或紧邻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的 16 个扶

贫工作重点区县为研究区,结合精准扶贫贫困农户特征,构建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采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手段刻画

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采用空间回归模型从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等方面探索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研究区贫困测度与精

准扶贫施策提供理论和决策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重庆市境内万州区、丰都县、开州区等 16 个区县(自治县)作为研究范围,以境内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以 2015

年的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为研究主体对象。研究所选区县中包含了 14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区县和 2个重庆市级重点区

县(图 1)
(1)
。2015 年 16 个样本区县的 GDP 总量仅占重庆市的 19.97%,人均 GDP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区域内分布了全市近 80%的

贫困人口且贫困程度深。从空间分布上来看,16个区县均远离重庆市主城核心区域,除重庆市级贫困区县(南川和忠县)以外,国家

级贫困县坐落于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分别属于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两大连片贫困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境内地形地貌复杂,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且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作为重庆市和全国扶贫开发

的典型区域,针对该地区贫困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2.1.1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及类型划分 

(1)指标体系构建 

在 DFID构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参照现有关于生计资本评价研究中的指标体系构建的成果,结合研究区贫困特征并基

于数据的精简性、可获取性,构建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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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离差最大化法计算生计资本各分项指标的权重。离差最大化法通过自动确定各指标的属性权重,充分发挥客观赋权优势,

具有可信度高、操作简单等优点[22]。具体公式为: 

 

式中,ωj为各指标权重;n为研究单元总数;m为某分项资产指标总项数。 

(3)生计资本测算 

将标准化的数据 Yij和各指标权重ωj构成加权平均综合数学模型,测算各研究单元的生计资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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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空间格局分析 

(1)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划分为由类似要素组成的多个类别的分析过程,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客观地决定样本数

据的分类标准
[23]

。本文采用 K-means聚类方法(快速聚类法),结合 GIS空间分析将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值分为较高、中

等和较低 3 个等级,根据 5 类生计资本的分等情况,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类型划分为资本搭配合理型、单一资本匮乏型、多

种资本匮乏型、资本极度匮乏型 4种类型。具体划分标准为:5种资本类型中无“较低”类型即资本搭配合理型;全部为“较低”

资本为资本极度匮乏型;有且仅有一种“较低”为单一资本匮乏型;两种及两种以上“较低”为多种资本匮乏型。 

(2)探索性空间分析 

探索性空间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Analysis,ESDA)通过构建空间权重建立地理单元与周边领域间的空间关系,以

空间滞后向量反映每个单元的空间领域状态,揭示地理单元属性的空间联系等特征[24]。本研究通过测度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I)探索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全局关联特征。具体公式为: 

 

式中:n为研究单元数;珔 X表示研究单元 i的属性平均值;Xi和 Xj分别为研究单元 i和 j的属性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研

究基于领接标准(continuity)构建。Moran'sI 数值变化范围为(-1,1),I>0 表示空间正相关,即空间聚集;I=0 表示随机分布;I<0

表示空间负相关,即空间离散。 

采用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I)检验各研究单元在不同空间位置上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模式。具体公式为: 

 



 

 5 

式中,Sx
2为方差。通过测算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显著水平,采用 Moran散点图、Local Moran's I计算值分析各研究单元

与周边邻接单元的空间差异程度。 

2.1.3空间回归分析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研究单元间可能会存在空间依赖性。针对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忽略观测值在空间单元间

可能存在空间依赖性而导致结果出现较大偏差的问题[25],本研究将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

(Spatial Error Model,SEM)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用于探讨各变量在某一区域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益(又称扩散作用),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y和 X分别是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ε为随机误差向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表示领域单元被解释

变量对本单元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β为回归系数,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的影响程度。 

(2)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在模型误差项中加入了空间滞后因子,可用于处理误差项存在的空间依赖性[26]。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参数λ用于衡量回归残差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强度;μi是研究区域内随机扰动项。 

(3)变量选取 

模型中因变量 y 为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结果(LC)。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20,21]和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基于科学性、代

表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研究选取了人口密度、少数民族比重、参保比重、城镇化水平、土地建设强度、人均 GDP、人均第一产

业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地形起伏度、退耕比共 11 个指标作为影响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自变量,并与生计资本测算值进行了多

重共线性检测,分别归纳至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三个维度内。 

2.2数据来源及处理 

涉及的数据主要包含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数据、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个部分。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数据由数次调查获取积累,

数据时点为 2015 年;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数据中人口数据(少数民族人口)、GDP 数据等来自重庆市和各区县统计年鉴;土地资源

相关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5 年);县镇交通时间指的是基于百度地图导航获取的乡镇(街道)行政中心到

区县(自治县)政府的行车时间;地形起伏度是重要的人居环境自然评价指标之一,是基于 GIS 空间分析功能采用数字高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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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数据,参考封志明等[27]的 RDLS计算方法计算得来。 

3 结果分析 

3.1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 

3.1.1空间分异情况分析 

通过采用公式(1)～(2)计算,重庆市 16个扶贫重点区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平均值为 2.42,518个乡镇(街道)研究单元的

得分值最高为 3.24,位于彭水县双龙乡;得分最低值为 1.66,位于武隆区庙垭乡。从生计资本与区域贫困发生率的关系来看,研究

区内贫困程度与贫困发生率并无明显的正向关联性。从分项生计资本来看,研究区内 5 个分项生计资本测算值由大到小依次为:

物资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空间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生计资本测算总值和各分项计算结果,

采用 k-means聚类将其划分为 3个等级,即较高、中等和较低。由图 2可见,不同于其他生计资本类型,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在 518

个研究单元中等级划分主要以较低和较高为主。空间分布上,自然资本较高等级主要分布在渝东南彭水、黔江部分乡镇;而物资

资本较低等级则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城口、巫溪一带。研究区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级为较高的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奉节、石柱、

丰都、酉阳等区县的优势较为明显。 

贫困农户任一生计资本的匮乏均会制约其生计活动的有效运转,而生计资本的匮乏种类数量及其匮乏程度共同决定其脱贫

难度。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对重庆市 16个扶贫重点区县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组合情况进行类型划分。由图 3可见,贫困农户生计

资本组合情况主要以多种资本匮乏型和单一资本匮乏型为主。空间分布上,518 个研究单元中仅有 1 个乡镇为资本极度匮乏型;

资本搭配平衡型和单一资本匮乏型均散布在各区县;多种资本匮乏型在城口、巫山、开州、云阳等区县境内分布更为集中。该结

果进一步印证了研究区的贫困特征,渝东北地区的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 

3.1.2空间格局分析 

通过采用 Global Moran'sI 探索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总体空间关联特征,在 GeoDa 软件的支持下,计算出研究区贫困农

户生计资本的 Global Moran'sI值为 0.273,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对结果的检验并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P<0.05),说明研究区贫困

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研究单元的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

间近邻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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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进一步探寻各研究单元生计资本的局部空间的关联情况,并绘制 LISA 聚集图直观了解差异分布格

局。由图 4 可知,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高-高、高-低、低-高、低-低 4 种关联格局均有分布。其中,高-高关联主要分布在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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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酉阳、秀山、石柱、万州、丰都等区县的部分乡镇;低-低关联主要分布在城口、忠县、武隆等区县的部分乡镇;高-低和低-

高关联均分布零散。将局部自相关类型划分结果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测算结果叠加对比发现,较高、较低等级的分布与高-高、

低-低保持了较好的空间一致性,可以说明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高值和低值区空间聚集度高,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关联。总体

来看,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明显高于渝东南,可见渝东北的贫困程度相对更深,与由社会、经济及资源环

境构成的广义地理空间的共生性更强。 

 

3.2影响因素分析 

3.2.1OLS模型分析结果 

以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总量(LC)为因变量,所列出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 OLS模型(Orthogonal Least Squares,OLS)

进行回归分析。从分析结果看出,11个自变量中少数民族比重(MP)和地形起伏度(RA)和城镇化水平(UL)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人均 GDP(PGDP)、参保比(IR)、第一产业比重(PPI)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的人口密度(PD)、县镇交通时间(TT)、土地建

设强度(LCI)和退耕比(RERP)不显著。 

由于研究区内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研究单元相互之间并不独立存在,这在 OLS模型的诊

断检验结果中得到了印证。OLS 回归残差的 Moran'sI 为 5.680,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 OLS 回归残差在空间上非随机分布;此

外,Breusch-Pagan和 Koenker Bassett检验统计量不显著说明该模型存在异方差。因此,研究需进一步采用考虑空间依赖性因素

的空间计量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2.2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采用 GeoDa软件的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SLM和 SEM模型

的拟优合度 R2分别为 0.257和 0.278,均高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OLS)。除了对比拟优合度 R2之外,通过比较对数似然估计值(Log 

likelihood,LogL)、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 Criterion,AIC)、施瓦茨信息准则(Schwarz Criterion,SC)等指数来综合诊断

空间模型优劣程度,一般情况下,LogL值越大,同时 AIC值和 SC值越小,就可以说明空间回归模型拟合效果好。SLM和 SEM的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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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值(Like lihood Ratio,LR)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比发现,3种估计模型中,LogL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SEM>SLM>OLS,同时 AIC

和 SC 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SEM<SLM<OLS,因此,可以认为研究采用 SLM、SEM 估计效果较 OLS 更好。此外,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拉格朗日乘数 LMlag和 LMerr检验统计值均在 1%水平下显著,其稳健性 R-LMerr检验统计值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而R-LMlag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在 SLM和 SEM的选择上,根据 Anselin的判别方法,空间误差模型(SEM)更加适合本研究。 

由 SEM 的回归结果可知,与 OLS 估计结果对比发现,县镇交通时间和退耕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参保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作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正负性质相同,但部分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所变化,如地形起伏度的

变化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减小,而人均耕地和第一产业比重变化的影响程度有所增大。SEM中空间误差系数λ值为正,

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具有一定的溢出效益。由此可知,研究区

各研究单元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不仅受到本单元显著影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领域单元的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及影响因素的共同

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区贫困的空间集聚性及与地理空间的共生性。 

从 6个显著影响因素的影响机理来看,地形起伏度的回归系数为-0.109,可以理解为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形起伏度增

大 1 个单位,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将减少 0.109 个单位,地形起伏对于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形起伏大的区域地质环境

相对脆弱,地质灾害更容易发生,耕地资源数量与质量水平通常相对较差,同时地形起伏越大的区域对外交通不便,阻碍生产要素

流通;少数民族比重的回归系数为-0.002,说明少数民族聚集程度较高的地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薄弱,研究区中武陵山区内

聚居了大量少数民族,实际上,地形起伏度和少数民族比重与农户生计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在其他的类似典型山区农户生

计资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20]。人均耕地面积的回归系数为 0.039,耕地是广大农户维持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取决于区域耕地

资源禀赋,作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重要组成部分,耕地资源禀赋也决定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质量。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比重的回

归系数分别为 0.832 和-0.954,表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与区域宏观经济结构存在一定关系,区域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越

大的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越低,主要原因是长期采取的城镇偏向型发展政策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推动第二、三产业

发展实现,而目前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更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通常相对较高。县镇交通时间对数的回归系数为

-0.030,县镇交通耗时越久的区域内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就越低,表明偏远地区贫困农户出行成本增加会不同程度削弱其社会联系

度而导致生计资本弱化。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以重庆市 16 个扶贫工作重点区县为研究区,以境内乡镇贫困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5 年贫困农户调查数据,借助

GeoDA、ArcGIS、SPSS等软件,采用了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分析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采用最小二乘

法(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探索并对比分析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得分值区域差异显著,从生计资本与区域贫困发生率的关系来看,研究区贫困深度

与贫困广度并无明显的正向关联性。(2)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组合类型主要以多种资本匮乏型和单一资本匮乏型为主,多种

资本匮乏型在城口、巫山、开州、云阳等区县境内分布更为集中,表明渝东北地区的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3)研究区贫

困农户生计资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局部自相关中,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明显高于渝东

南,可见渝东北的贫困程度整体相对更深,与由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构成的广义地理要素的共生性更强。(4)在贫困农户生计资

本影响因素方面,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估计结果被证实优于传统的OLS模型,同时,经检验分析发现,SEM更

加适用于本研究;地形起伏度、少数民族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县镇交通时间是影响区域贫困农户

生计资本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各研究单元贫困农户生计资本不仅受到本单元显著影响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邻近地理

单元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及影响因素的共同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理论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的是全局性的估计方法,文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如人均

GDP、参保比等在实际中能够深刻和持久地影响和改变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在本研究中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生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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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种分项资本构成,在分析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时,可能存在不同分项生计资本受同一影响因素产生在相反方向上的

影响而导致对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效果抵消,从而造成分析结果与实际预期不相符合的现象。因此,通过进一步开展分项生计资

本的影响因素研究可以解决单一影响因素对分项生计资本的不同影响效果的问题。另外,由于近年来国家反贫困工作力度加大并

取得显著成效,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提升通常存在时间滞后性,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时间序列的演变和影响因素对比分析,进一步探

索区域贫困的动态格局和致贫的变更情况。同时,由于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社会体制、政策制度等因素难

以量化而导致研究指标选取还不够完善,因此,对于社会体制、政策等因素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量化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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