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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采用进村入户访谈的形式,借鉴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以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为研究对

象,对其福利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价,从而为其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增进提出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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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三农”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实现社会平衡地充分地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地区是城乡经济发展

中的薄弱部分,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是实现既定目标的关键和重点,这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更加关注“三农”发

展。到 2020年,为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最明显的短板是在农村;到 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国的实现,其中很大一部

分将取决于农村;到 2050 年,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最重要的基础是在农村。位于西南

边陲的洱海风光旖旎,是我国第七大淡水湖泊,洱海周边农村环绕,农村劳动力丰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福利增进,如何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这一系列福利增进问题则直接影响地区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绩效和进程。 

1 文献综述 

1.1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目前国外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受大家普遍认可的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依次是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和现代福利经

济学。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庇古(1920)认为福利问题过于广泛和抽象,故将福利的研究范围定域在可用货币单位计量的经济福利

之内,并以收入大小作为经济福利的度量标准,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则建立在国民收入极大化、收入均等化这两个标准的基

础之上;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则主张以帕累托最优作为资源配置最优的衡量标准,在资源配置最优的基础上使国民收入增加从而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此同时,希克斯(1934)、卡尔多(1939)等主张福利经济学仅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对收入分配公平

问题不予以讨论;而现代福利经济学理论,黄有光(2005)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只受个人福利或效用水平影响,福利就是快乐,认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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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满足感作为主观感觉也是可以基数测量和进行人际比较的。 

1.2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相较于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学者在对“福利”一词的概念界定中,受大家普遍认

可的是郑功成(2000)有关福利的界定,他认为福利包括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其中个人福利是指个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

足与幸福感。许崴(2010)进一步对个人福利做了阐述,他认为社会福利不能脱离个人福利而单独存在,个人福利的实现应依赖于

自身满足的实现,这一种自身满足可能因为对物质的占有而实现,也有可能因为精神情感上的慰藉而实现。而影响个体福利水平

的高低也因学者研究主体的各异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因素,左冬梅等(2011)通过对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福利的影响研究

发现农村老年留守父母的福利会因其子女是否外出务工而产生正负两面的双重影响;王红(2019)通过对江苏省农民福利的研究

发现子女数量和收入状况共同影响着江苏省农民的福利水平,但是收入对其福利水平的影响更为突出。 

1.3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福利经济学相关文献的梳理,总体而言,福利增进可通过发展经济以及提高收入水平的方式来实现,然而影响

个体福利水平的高低也因研究中主体的各异而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并且对于农村劳动力这一特有群体福利增进问题的影响研

究鲜少提及。因此,通过进村入户访谈,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的现有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农村劳动

力福利增进提出相关的对策及建议,在弥补福利经济学在农村劳动力这个特有群体福利增进方面研究不足的同时还能以小见大,

找到一般性和特殊性,描摹农村其他特殊群体的福利增进问题,例如农村养老、青少年教育等的福利增进。对后续不同主体福利

增进问题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 计量研究 

2.1数据来源与福利水平整体概况 

农村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次调研活动中以“是否具有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农村劳动力个体的福利状况并

对主观幸福感根据 Likert 五级评分法进行了五个维度的划分,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在本

次实地调研中,将洱海周边农村分为环海东线和环海西线两个部分进行实地走访,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分别从环海东线

的双廊镇、挖色镇、海东镇,环海西线的喜洲镇、湾桥镇及古生村随机抽取了农村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群共计 120 人次,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共计发放问卷 120份,经过筛选后剔除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 18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02份。 

在 102位受访者中,双廊镇 20人、挖色镇 17人、海东镇 16人、喜洲镇 19人、湾桥镇 13人、古生村 17人,男性共计 49人、

女性共计 53人,其中,双廊镇 20位受访者中主观认为自己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的人占大多数,占比 85%,仅 2人认为其幸福水平一

般;挖色镇 17 位受访者中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福的仅有 2 人;海东镇 16 位受访者中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福的仅有 1 人;喜洲镇 19 位

受访者中主观认为自己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的人共有 18人,占绝大多数;湾桥镇 13位受访者中仅有 1人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福;古

生村 17 位受访者中主观认为自己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的人共有 16 人,占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如图 1 所示,认为自

己目前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占 70.59%,总体而言,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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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 

2.2因子分析 

根据问卷情况,现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原本变量的大部分信息用较少而相互独立的因子变量进行取代,从而找到对洱海周

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有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 

2.2.1指标的选取及意义解释。 

在对个人幸福感评价与量化及福利水平指标选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洱海周边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评

价福利水平的指标进行选取,共选取了 9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选取的各项指标意义的解释如表 1所示。 

表 1福利水平指标意义的解释 

指标 指标意义 

x1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 

x2 每人月平均经济收入(元) 

x3 每人月平均消费支出(元) 

x4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x5 社保医保及养老保险参保率(%) 

x6 人均子女数量(个) 

x7 人均赡养老人数量(个) 

x8 对居住条件环境满意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x9 认为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其中,对不能直接获取的指标数据通过对相关问卷的调查结果转换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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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KMO检验。 

为保证所选取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而进行 KMO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81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4.092 

 
自由度 10 

 
显著性 .007 

 

KMO 值为 0.812,根据 Kaiser 常用度量标准,0.9>KMO>0.8 则表示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7,小

于 0.05的标准显著性水平,表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较强。 

2.2.3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 SPSS23.0 对这 9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因子进行提取求解因子载荷矩阵,总方差解释如表 3

所示。 

将因子载荷矩阵提取两个成分,得到成分矩阵如表 4 所示,在此基础上对因子进行命名、旋转,得到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5

所示。 

在成分矩阵的基础上,可得到旋转后的在空间中的组件图,如图 2所示。 

表 3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差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计%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计%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计% 

1 5.280 58.668 58.668 5.280 58.668 58.668 5.174 57.490 57.490 

2 2.187 24.302 24.302 2.187 24.302 82.970 2.293 25.480 82.970 

3 .954 10.605 93.575 
      

4 .456 5.070 98.645 
      

5 .122 1.355 100 
      

6 6.464E-16 7.183E-15 100 
      

7 1.041E-16 1.157E-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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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034E-17 -3.371E-16 100 
      

9 -4.227E-16 -4.697E-15 100 
      

 

表 4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x1 .963 -.158 

x3 .962 -.077 

x2 .959 -.028 

x5 .949 -.192 

x9 .834 -.330 

x4 .732 .631 

x6 .559 .171 

x7 -.054 .952 

x8 .247 .823 

 

表 5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x1 .975 .023 

x5 .968 -.013 

x3 .960 .103 

x2 .948 .150 

x9 .881 -.169 

x6 .517 .271 

x7 -.229 .925 

x8 .091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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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602 .756 

 

 

图 2旋转后的在空间中的组件图 

通过成分矩阵及对比旋转后的在空间中的组件图可以看出指标 x1、x5 与农村劳动力的福利水平联系紧密。在此基础上,得

出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 6所示。 

所选取的 9 个指标分别在对应的两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量: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在第二三产业就业情况 x1 具有较高

的载荷,即第一个公因子主要解释 x1 这项指标,而上述这一项指标反映出了调查区域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情况,故将其命名

为 F1 非农就业;第二个公因子主要解释的是社保医保及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x5 这项指标,而上述这一项指标反映出了调查区域农

村劳动力社保医保及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故将其命名为 F2社会保障。 

综上所述,影响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的综合因子得分为:F=0.5749F1+0.2548F2 

表 6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2 

x1 .193 -.037 

x2 .181 .021 

x3 .186 -.001 

x4 .083 .309 

x5 .193 -.053 

x6 .090 .096 

x7 -.091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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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 -.024 .378 

x9 .183 -.119 

 

3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3.1主要结论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背景,对可能影响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的因素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收入的提升为洱海周边

农村劳动力带来许多提升福利水平的积极因素,居住条件和社交因素对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包括抚养子女与赡养老人等的家庭因素对劳动力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并不是最显著的,而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和

积极参保社保医保及养老保险对其福利水平具有相对显著的正向作用。总的来说,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仍然有增进空间,

而着力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增进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的关键所在。 

3.2对策建议 

根据因子分析,针对非农就业与社会保障对洱海周边农村劳动力福利增进的显著作用,本文在结合乡村振兴背景的基础上提

出对策建议。首先,应稳固发展二三产业,推动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由从事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由

从事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同时也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突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实现,

并将对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到的“产业兴旺”及“生活富裕”目标的进一步实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应依靠农业科学技术

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绿色生态的现代农业,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化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行非农就业提高收入

的同时将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更加有效地实现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在调查过程中意外了解到洱海周边已有部分农户因家中劳动力

外出务工而将家中土地统一流转到专门生产有机肥料无公害农药的顺丰公司,由这家公司进行生态种植,使得农村劳动力福利得

到增进,同时对洱海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宜居”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应积极鼓励农村居民参加社

保医保及养老保险,提高社会保障,使其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并大力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这将能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

缩小,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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