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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本视角下的湖北省恩施州脱贫质量研究 

高考 夏轶 年旻
1
 

（武汉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脱贫质量评价是当前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以恩施州为研究对象，从生计资本

视角探讨其脱贫质量。研究发现，该州在土地资源、金融支持、教育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帮扶力量等方

面的生计资本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反映了总体脱贫质量较高，但也存在农业机械使用不足、“慎贷”普遍、脱贫

信心不足、少数干部工作不踏实等问题，可以通过加大农业机械研发鼓励、金融创新、成功案例宣传和技术培训、

加强扶贫干部绩效考核等方式改善以上不足，进一步提升脱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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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恩施州实现了全面脱贫，取得了战胜绝对贫困的伟大胜利。然而，仅仅从数量上脱贫还不能达到改善贫困人群生

活水平的目标，贫困人群还面临返贫的可能，只有切实从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两方面改善贫困人群的状况，保证脱贫的质量，才

能保障脱贫的可持续性。 

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可持续性理念下从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考察贫困人群生活

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基点，因此非常适合作为监测脱贫质量的指标体系。生计资本主要包括五个部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

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前面四个部分反映外部条件，最后一个人力资本反映内部因素，即健康和能力水平。 

尽管从理论到应用层面都越来越重视脱贫质量问题，脱贫质量研究的成果也显著增加，但鲜有从生计资本理论框架评价脱

贫质量的研究。本文弥补了这一空白，用该理论框架评价恩施州的脱贫质量，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从而有利于增加

脱贫的可持续性和巩固脱贫成果。 

1 恩施州脱贫质量分析 

1.1自然资本质量水平 

自然资本指自然资源存量，即当地所拥有的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存量以及投入生产的水平。自然资本既用于衡量该地区的

水、土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水平，也需要反映与生态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因而从生产利用和生态保持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1.1.1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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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具有独特的土地资源优势，其所辖 8县市 460656.4hm2耕地、园地、草地中，已经查明天然富硒、富锌、富锗土壤面积

387099.4hm2，占全部面积的 84%，其中：富硒富锌富锗土壤为恩施州特有天然土壤，其他地区均无。该州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

开发硒农业，2017 年，硒农业已覆盖蔬菜、药材、食用菌、烟叶、畜禽、林果、水产、特色粮油等多个领域，建成硒农业基地

733370余 hm2，硒农业总产值为 275.19亿元；2020年，硒产业总产值达到 600亿元，其中硒农业近 450亿元。 

从表 1可以看出，恩施州的土地利用呈现更加重视经济效益的趋势。除茶叶和水果外的经济作物从 2009年的 315349.10hm2

到 2014年 332596.63hm2再到 2019 年的 344150.54hm2；茶园相应从 57022.85hm2到 80004.00hm2再到 113319.01hm2；果园相应从

35015.08hm2 到 39441.97hm2 再到 62189.78hm2，面积增加都较明显；而粮食种植则在 2014 年后呈现下降趋势，从 2014 年

435361.77hm2下降到 2019年的 367218.36hm2。 

表 1粮食和经济作物面积(单位：hm2) 

年份 粮食 经济作物(不含茶叶和水果) 茶园 果园 

2009 423687.85 315349.10 57022.85 35015.08 

2014 435361.77 332596.63 80004.00 39441.97 

2019 367218.36 344150.54 113319.01 62189.78 

 

数据来源：根据恩施州统计年鉴 

1.1.2生态保持。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恩施州推行“山长制”和“河(库)长制”，保护林地和山体，加强入河排污口

和工业污染源监管，确保绿水青山。以巴东县为例，投资 12亿元新建和改建污处理厂 12座，完成污水管网建设 138km，接户率

达 90%；新建和改建城乡公厕 129 座，改造户厕 1.7万座。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0km2以上；修复污染耕地，完成配方肥施用

面积 26668hm2、土壤酸化治理面积 14000hm2。 

1.2金融资本质量水平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脱贫质量问题，金融资本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能筹集到的资本渠

道和水平。 

从总量上看，2015-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恩施州中心支行对恩施州农商行、村镇银行累计发放各类再贷款 61.41亿元，其中

扶贫再贷款 40.23亿元；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累计释放流动性 25亿元，保障了扶贫资金的充足来源。 

从使用情况看，2015-2020 年恩施州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70.13 亿元，其中直接发放给贫困户的贷款 44.67 亿

元，受惠贫困户达 8万余户；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贷款 25.46亿元，受惠贫困户达 8.3万余户。 

1.3物质资本质量水平 

物质资本指维持生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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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基础设施。 

2015-2020年恩施州共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约 100亿元，累计新建通村沥青水泥路 17897km，通组砂石路 2088km。88个

乡镇有 75个通国省道二级公路，村村通沥青水泥路，规模以上自然村基本实现路面硬化，县乡道和通客车村道基本实现安防工

程全覆盖，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的顺利进行。 

自来水管道建设已经逐渐覆盖大部分村落，受益村从 2009年的 751个到 2014年的 1103个，再到 2019年的 2213个，已经

占到总体村落个数的 84.2%，如表 2 所示。有效灌溉面积从 2009 年的 52720hm2 发展到 2014 年的 68510hm2，再到 2019 年的

78380hm2，如表 3所示。 

表 2自来水受益村数(单位：个) 

年份 自来水受益村数 

2009 751 

2014 1103 

2019 2213 

 

表 3有效灌溉面积(单位：hm2) 

年份 有效灌溉面积 

2009 52750 

2014 68510 

2019 78380 

 

1.3.2生产资金。 

2015-2020年，恩施州共投入精准扶贫资金 758.05亿元，保障了脱贫攻坚资金需求。从生产机械投入情况看，2009年投入

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387675kw；2014年增加为 1755583kw，2019年达 2437258kw，反映了机械使用水平的大幅提高。 

1.4社会资本质量水平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为维持生计活动、追求生计目标时所利用的社会资源。恩施所享有的社会资本分三个层次：一是利用东西

部扶贫协作建立的社会资本。2016年 10月，恩施州被纳入东西部扶贫协作范畴，由浙江省杭州市结对帮扶。四年间，杭州市帮

扶资金 6.34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617个，动员社会各界为恩施州捐款捐物近 7000万元，惠及恩施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万余

人。二是借助五级机关单位结对包保机制建立的社会资本。共有 6家中直单位、26家省直单位、11家省内国有大中型企业对恩

施州 8个贫困县开展“联县驻村”帮扶；151家州直单位驻村帮扶 173个贫困村，各县市统筹安排县市直单位、乡镇直单位结对

帮扶到村，实现全州贫困村、非贫困村结对帮扶全覆盖。三是广泛开展社会扶贫活动建立社会资本。策划开展“扶贫日”系列活



 

 4 

动，倡导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社会精神。 

1.5人力资本质量水平 

人力资本包含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和身心健康，使人们能够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实现其生计目标的能力和健康水平。脱

贫所需的人力资本由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提供。 

1.5.1正规教育。 

2020 年，恩施州共有幼儿园 578 所，在园幼儿 10.08 万人；小学 456 所，普通中学 174 所，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效率达到

98.5%，比 2010年提高 13.38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7.2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等职业学校 12 所，在校生 3.32 万

人；普通高校 3所，在校生 4.49万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 47.94%、51.84%、47.44%，

性别结构基本平衡。 

1.5.2非正规教育。 

恩施州一方面对扶贫业务骨干进行培训，更好发挥其带领脱贫的业务能力。例如 2018年州人社对 200多名“尖刀班”业务

骨干培训，学习城乡医保新政策解读、“四位一体”医疗保障精准扶贫政策解读、职业培训与精准扶贫、人社系统脱贫攻坚工作

任务验收政策解读、养老保险政策简介、做好调解仲裁工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及东西部协作扶贫政策解读等内容。另一方面，各

县市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展开职业技能培训。例如，2020年恩施市组织各种培训 13065人次，其中精准扶贫实用技术培训 11343

人次，达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2 恩施州脱贫质量存在的问题 

2.1脱贫质量调研方法 

为充分了解恩施州脱贫质量情况，2020 年 1-5 月对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来凤县和鹤峰县的农村进行了入户

调查，采取访谈形式，共撰写整理访谈资料 108 份。访谈样本的年龄段中 20岁以下、20～45 岁、45～60 岁、60 岁以上分别为

15人、72人、16人、5人，分别占 13.89%、66.67%、14.81%、4.63%。 

2.2物质资本中农业机械使用程度不高 

恩施州农业机械使用程度不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1)农业青壮年劳动人口不足。农业机械使用需要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青

壮年劳动力，而恩施州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农业机械化缺乏操作人员。(2)农业机械使用激励针对性不强。国家农

机购置补贴目录中没有收录适宜恩施山区使用的机械，而且近年又取消部分山区作业农业机械补贴，使得使用激烈不足。(3)针

对山区农业机械研发不足。企业、大专院校对针对山区的农业机械研发较少，而州农机科研站研发适合本地农业机具的能力有

限，导致农业机械供应短缺。 

2.3金融资本中“慎贷”情况普遍 

尽管政府和银行都积极探索和落实扶贫贷款，但出于安全和成本考虑，仍然存在金融政策落地难的问题。恩施州农业小微企

业，在发展扩张阶段融资需求大，但由于缺乏担保抵押物仍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于

基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由于征信系统不健全，信贷员对小微企业信息掌握不充分，会设立更严格的审核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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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对于没有把握的小微企业宁可不贷也不“犯错”，加剧了小微企业的贷款难度。 

2.4人力资本中自主脱贫信心不足 

收集的 108份访谈资料显示，大多数人对当地脱贫有信心，但在每个年龄段上都有约 20%～25%左右的家庭对脱贫缺乏信心，

如图 1所示。其中，20岁以下年龄组没有信心的比例最高，占比 26.67%，反映了年轻人对自己缺少知识和核心技能、缺乏竞争

力的担忧；而 45～60 岁年龄组没有信心的比例也占到 25%，反映了他们经过了长期努力仍然在贫困线挣扎、对即将失去劳动能

力生活缺乏保障的担忧。总之，对自主脱贫缺乏信心的比例较高，反映了当前的脱贫没有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增加脱贫的自我效

能、提升贫困人群的脱贫希望和技能，也没有使贫困人群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和积极。 

 

图 1脱贫信心统计图 

数据来源：恩施州扶贫情况的调查数据整理 

2.5社会资本中少数干部工作作风不严实 

收集的 108份访谈资料显示，在谈及“您对政府人员扶贫工作满意程度为”中，对政府满意程度选择“一般”占比 45.37%，

“不满意”占比 6.48%，“很不满意”占比 2.78%，而“满意”占比 34.26%，“非常满意”仅占比 11.11%，如图 2所示。从以上

数据可以看出，群众对政府工作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谈及“您对政府扶贫政策有什么建议?”的问题时，有部分人表示中央重

视扶贫，而基层干部实施存在不足，少数干部还流于扶贫形式。 

 

图 2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统计图 



 

 6 

数据来源：恩施州扶贫情况的调查数据整理 

少数基层干部一方面对脱贫攻坚的严肃性认识不到位，未能将脱贫工作做实，浮于“数字”脱贫；另一方面，少数干部对脱

贫政策法规解读不深刻，对优秀脱贫经验学习总结不够，存在随大流、避风险、打游击的心态，从而导致群众对政府工作不满意。 

3 提升恩施州脱贫质量的对策 

3.1加大机械研发与政策优惠 

一方面允许由各县市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补贴目录，进行针对性补贴；另一方面，集合对口帮扶的企业、高校院所研究力

量，对当地所需农业机械进行针对性研发。 

3.2创新融资手段 

对准备长期发展产业、建产业基地，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种养业实现脱贫的小微企业，实行免担保、免抵押、全贴息的金融扶

持政策；提供农业保险补贴；实行多主体联合考核，对客观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免除基层信贷人员责任。 

3.3加大教育力度提升脱贫信心 

一方面，加大成功案例的分享与学习，提升扶贫工作人员的能力与经验，增强贫困家庭的脱贫信心和希望。另一方面，针对

性地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切实保证贫困家庭掌握技能，可以应对常规问题，增强其自我效能。 

3.4增加扶贫干部绩效考核 

从能力与态度两个方面提升扶贫干部的工作效率。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干部的脱贫政策和业务能力的培训工作，让干部真正

理解政策才能切实为贫困群众负责；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激励和保障机制，奖励先进，对工作不踏实、责任不落实的干部严格追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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