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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扶贫时代如何稳定脱贫? 

——基于安徽省的调研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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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 要】：以安徽省的调研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稳定脱贫与家庭成

员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 10 个指标的关系。分析认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应当加强教育,适当

鼓励外出务工,重视识别后扶贫时代的工作对象并纳入体系统一管理。同时,即使在各项医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落

实到位的情况下,大病依旧是阻碍家庭维系脱贫现状的因素;在小额贷款制度在农村的普及下,欠债也仍是影响稳定

脱贫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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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农村人口全部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如今,我们已经进入脱贫

攻坚阶段,脱贫攻坚战将在 2020年全面获胜,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解决,但并不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终结,

城乡贫困问题将进入一个以相对贫困和特殊贫困群体为特点的新阶段,脱贫工作重点也将转移。脱贫政策的持续造血功能、巩固

精准扶贫的成果等问题,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新一轮问题与挑战。为保证贫困户稳定脱贫不返贫,我们在安徽省进行实地调研,旨在

发现阻碍稳定脱贫的因素,为贫困人口的生产经营提供政策方法论支持全局性的逻辑指引;也为政府提供打好脱贫后的坚守战的

科学理论支撑。 

1 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李小云,许汉泽(2018)认为对扶贫成果的维护,靠的不仅要有各项物资的后续补给与扶助,更要有贫困户自身的努力,进而追

求扶贫成果和投资效率。在新的农村贫困格局下,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扶贫二元战略框架和以农村开发式扶贫为主导的路径。

2020 年后的农村贫困需要设计城乡一体化的扶贫战略和政策,这同时也意味需要将未来的扶贫战略重点放在社会服务在数量和

质量上的均等化方面。 

目前,针对返贫的原因不同论文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阐述,并提供相应解决方法。凌国顺,夏静(1999)认为返贫现象的成因

主要在于返贫人口自身素质的低层次性。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返贫人口的素质差。素质差不仅表现在返贫者生理素质差,更表现

在返贫者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同时,返贫人口思想观念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郑瑞强,曹国

庆(2016)提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政府导向的政策性返贫、返贫人口自身导向的能力缺失返贫、环境导向的

因灾返贫以及其他约束性因素方面的发展中返贫(因教、因学、精神返贫)。贾宏群(2016)在分析安徽省的返贫原因时,特殊的地

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地貌特征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余茂辉(2004)也更多地认为返贫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劳动力资源匮乏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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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脆弱性。 

在今天看来,要斩断“穷根”,就得重视“授人以渔”的作用,就得在“造血”上下功夫,在主观能动性上不松劲。毕竟,只有

变“输血”为“造血”,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致富,脱贫攻坚的任务,才能更好、更高效完成(杨青,2017)。 

目前针对维护扶贫成果、阻断返贫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政府的医疗、养老、农业、土地政策完善和建立健全各项扶贫相关制

度和机制上。且大多缺乏数据调研和实证分析。依据 Romer和 Lucas以“内生变化”为核心的内生增长理论,外在的推力对经济

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核心力量还在于内生动力,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贫困户家庭自身情况上,通过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

和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等方法处理 682个数据,寻找解释变量对是否稳定脱贫的影响。 

2 样本选择与变量设定 

2.1数据来源 

实地调研了安徽省南湾村、江川村等 33 个贫困村,采访了 603 户曾经是贫困户并且在 2016 年及以前被认定过脱贫的农户,

发出问卷 703份,有效问卷 682份,有效率为 97.01%。 

2.2变量选择 

因变量的选择:考虑到稳定脱贫这一因变量能更好地体现精准扶贫的造血能力和脱贫成效,因变量选择为贫困户是否稳定脱

贫,连续三年及以上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且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当年国家标准线即视为稳定脱贫。这一因变量非样本

被调查时的状态,而是连续三年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的反映,样本数据更能反映长时间跨度的脱贫成效,更具有代表性。是否稳

定脱贫为二值分类变量,稳定脱贫赋值为 1,否则为 0。 

解释变量的选择:从家庭最高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是否有宗教信仰、主要政治面貌、家庭是否有患慢性病人口、患有大病人

口、是否为建档立卡户、家庭是否有种植业、养殖业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欠债情况这十个指标来分析影响稳定脱贫的因素。 

为比较稳定脱贫人员与未稳定脱贫人员,其一般情况的构成差异,进行组间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家庭最高文化程度、是否患

有大病、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为建档立卡户、欠债情况,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稳定脱贫人员与未稳定脱贫人员即

返贫人员在家庭文化程度、是否患有大病、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是建档立卡户、欠债情况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其余变量

P>0.05,组间无明显区别。 

因此,为进一步探索影响稳定脱贫与否的影响因素,以是否稳定脱贫为因变量,以家庭文化程度、是否患有大病、外出务工人

口数是否为建档立卡户、欠债情况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回归方程。 

3 实证研究 

3.1模型选取 

本研究运用 SPSS24.0,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已脱贫户是否稳定脱贫,贫困户稳定脱贫作为 1,被访者未稳定脱贫记

为 0,令二项分类因变量 y=1的概率为 P,则 y=0的概率为(1-P),模型如下: 

ln〖p/(1-p)〗=Logit(p)=α+β1家庭文化程度+β2是否患有大病+β3外出务工人数+β4是否建档立卡户+β5欠债情况。 



 

 3 

式中β1～β5依次表示家庭文化程度、是否患有大病、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是建档立卡户和欠债情况的回归系数,α为截

距。 

3.2模型检验 

3.2.1模型系数 Omnibus检验。 

以家庭文化程度、是否患有大病、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为建档立卡户和欠债情况为自变量,以是否稳定脱贫为因变量,采

用输入法,建立 logistic回归方程。方程的检验,其中 SIG即 P值为 0.000说明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汇总表格中 R2=0.159可

以认为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3.2.2模型拟合优度评价。 

【—2 对数似然】值为 541.432,属于比较理想的值;另外 Cox&SnellR 方统计量和 NagelkerkeR 方统计量分别是等于 0.094

和 0.159,意味着模型解释了被解释变量大部分的变动。 

3.3计量结果与分析 

家庭最高文化程度,偏回归系数为 0.193,P=0.003,OR 值 Exp(B)为 1.213,说明,文化程度是影响稳定脱贫成功与否的强正向

因素,同时外出务工人口数也是影响是否成功稳定脱贫的强影响因素。家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其脱贫成功率越大。而家庭患有

大病,其偏回归系数 B=-0.899,P=0.000,说明家庭患有大病为脱贫成功的负向因素,当患有大病时其稳定脱贫率是非患大病家庭

的 0.407倍。是否为建档立卡户的偏回归系数为 0.654,显著性水平为 0.004,可得被纳入建档立卡户的贫困户稳定脱贫概率是不

在国家建档立卡范围贫困户的 1.924倍。欠债情况以 P=0.002通过检验,也是影响稳定脱贫的负相关影响因素。 

为加入其他因素的影响,将所有变量纳入方程查看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仍然符合上述研究结果。家庭文化程度越高,稳定脱

贫几率越大;外出务工人员越多,其稳定脱贫概率越大;是建档立卡户稳定脱贫概率越大。而家庭成员若患有大病和负有欠债则稳

定脱贫成功率较低。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教育对稳定脱贫的积极作用、政府识别后扶贫时代的工作对象并纳入体系统一管理、

以及外出务工对可持续性脱贫的影响是我们打好脱贫攻坚战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即使在各项医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落

实到位的情况下,大病依旧是阻碍家庭维系脱贫现状的因素。小额贷款制度在农村的普及下,欠债也仍然是影响稳定脱贫的重要

因素。为此,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 

5.1营造农村崇尚学习的氛围 

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投入人才资源,使贫困户稳定脱贫也需要提高贫困户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大宣传

教育力度,提高贫困人员的思想素质,端正其行为,并让其深刻认识到返贫的不利之处并利用扶贫机遇发展自己,防止返贫;从思

想上拔出所谓的“知识无用论”,辅助崇尚知识的氛围的形成。 

5.2均衡外出务工和就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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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收入问题,要从外出务工和在当地发展产业中权衡。外出务工是很多贫困人口获得高于种植养殖收入的快捷收入方式,

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廉价劳动力终有一天将被机器完全取代,出售廉价劳动力不再是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的一种可持续

性方式。对此,有以下建议。 

一是当地政府要为当地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平台,并实行平台共享,不仅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还能保障贫困人口失

业后能够快速再就业。二是要改进农村技能培训机制,去形式主义,去浮夸,求实,求新,求效,致力于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三

是要开展求职培训活动,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就业机会。四是擅于将新产业、新技术的投入和兴起所带来的就业岗位提供给缺乏外

出条件或者是有能力、有技术、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贫困户和未稳定脱贫农户,实现就近就业。 

5.3增强村民健康意识 

首先,建议地方政府提高村(居)民的养老保险金额,不仅有利于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需要,也能减轻青年人的养老负担;第二,

针对因病返贫的现象,政府要起主导作用,扩宽医疗报销范围和报销种类,并加大大病救助力度,防止因病返贫的现象再次发生。

大病的突发使得一个家庭开支骤增,虽然医疗保险的健全使得大部分费用得以报销,但家庭成员的疾病会间接性带来其他损失。

例如其他家庭成员因照顾病人而损失的工时。为此,要增强村(居)民健康意识,提倡空闲时段进行体育锻炼活动,减少大病发病

率。第三,加强健身基础设施建设,从硬件上解决健身需求。第四,定期开展居民体检,时刻关注村民、居民身体状况。 

5.4把握贫困户的迷茫性,实现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一些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后,不能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政府不再对他们的生产发展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人口

对于自身的发展很可能感到迷茫与困惑。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秉持“脱贫不是终点,脱贫更要小康”的观念。应分区、分类、分级

识别 2020 年后新的目标群体,并纳入新的管理体系,建立区域经济发展与当地不返贫以及长期维持脱贫成果的内生传导机制,促

进贫困户在脱贫解困过程中的内在参与,明确脱贫人口科学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李小云,许汉泽.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1):62-66+149-150. 

[2]凌国顺,夏静.返贫成因和反贫困对策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9(5):33-38. 

[3]郑瑞强,曹国庆.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5(6):619-624. 

[4]贾宏群.安徽省沿江沿淮地区返贫原因及对策探讨[J].中国贫困地区,2000(7):24-26. 

[5]余茂辉.皖西区域性贫困的成因、返贫原因与扶贫开发对策-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个案分析[J].2004(2):29-31. 

[6]杨青.脱贫不返贫增强“造血”功能是关健[N].雅安日报,2017-07-09. 

[7]万良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14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