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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云南 4个易地搬迁安置点的 241户搬迁农户的微观数据，从生计恢复力的角度出发，建立

了云南省农村易地转移农民就业能力评估量表，并使用了组合赋权的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表示：影响云南省易

地转移农民就业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信息素质、人力资源、职业认同、社会适应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

基于此，云南省扶贫办应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以增强易地搬迁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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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战全面收官后的第一年，"十三五"期间提出的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有效地缓解了"一方水土养不好

一方人"农村地区近一千亿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为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完成下一次总体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国内学者

王琳(2018)指出由于部分移民脱贫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存在生计脆弱性和返贫风险性，导致未来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仍有可能存在。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已经脱贫的人口中还有将近二百万人面临回贫风险，而

脱贫边缘人口中则有将近三百万人面临致贫风险。鲁明月(2020)和曾小溪等(2019)分别指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大体存在后

续产业支撑力度不足、搬迁后收入未增加等现实问题，同时张涛等(2020)认为产业发展和就业安置应与搬迁户实际情况相结合。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就业减贫已成为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紧要任务。汪磊等(2020)要从搬迁农民的从业能

力入手，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地从政策层面提高就业扶持政策的精准性。 

英国学者 Beveridge(1944)第一次提出了就业能力这个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Law等(1996)从个体适应性、个人与市

场的交互作用以及职业认同感这三个维度来定义就业能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部分学者对就业能力展开研究，但大

多数的研究对象都聚焦于大学毕业生这一群体，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研究易地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的研究

文献更是罕见。 

综上所述，易地搬迁农民属于中国国家在精准扶贫战略进程中产生的一个新兴人群，该人群不仅无异于中国传统的农民工

群体，而且也与普通的农业困难户不同，其就业机会力量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影响其就业机会力量的各种因素也亟待深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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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除此之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偏重于定性描述易地扶贫搬迁中农民的就业机会状况，较少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试

图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评估易地扶贫搬迁中农民的就业潜力，其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2 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为了使评价体系能综合评价易地搬迁农户的就业能力，本文基于 Chinwe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邹瑜(2020)构建的搬迁农户就

业影响因素生机恢复力框架，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一是内部缓冲力，即搬迁农户基于各类资本采取不同策略以抵

抗搬迁后环境改变带来的外部冲击；二是外部组织能力，即搬迁农户利用社会交际重新塑造社会恢复力。三是技能学习能力，是

指搬迁农户获取知识技能并将其转换为行动的能力。根据以上三个维度，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包括：：X1(教育情况)、X2(劳动能

力)、X3(身体情况)、X4(工作经历)、X5(工作年限)、X6(从业信息关注度)、X7(从业培训情况)、X8(利用就业资讯找工作)、X9(工

作环境适应度)、X10(非农就业模式适应度)、X11(工作收入满意度)、X12(工作内容满意度)。 

3 基于组合赋权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 

3.1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自 2021年 1月至 4月在昭通市靖安新区、卯家湾安置区、玉溪市甸苴社区、昆明市新哨

新村 4个易地搬迁社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累计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问卷 269份，获取 24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 118人，女

性 123人，分别占总数的 48.96%和 51.04%。 

问卷主要包括易地搬迁户的基本信息、从业状况、职业技术掌和培养状况以及搬迁户职业能力的自评价表。有效问卷主要利

用 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 

3.2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将数据输入 SPSS 管理软件后得到结论，如表一显示。表中 KMO=0.900 等于经验值零点六，而 Bartlett 球度试验的显著性

水平则是零，并否定"指数关系互相独立性"的原假定，这就意味着本文中所选择的十二个指数最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1 KMO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0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79.081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0 

 

3.3因子分析 

3.3.1计算矩阵 R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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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需要提取四个公共因子，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比例情况如表 2所示。经因子分析后，以损失了原

始信息量的 35.299%的代价，成功地使原来的十二个指标降低至四个指数，从而完成了对高维数据的降维。 

3.3.2因子命名 

提炼的公共因子 F1经旋转后在 X1、X2、X3、X4、X5等 5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这 5个指标都集中农户的教育情况、劳动能力、

身体素质等方面，充分反映了该农户的人力资本概况，不妨将 F1概括为人力资本因子；公共因子 F2在 X6、X7、X8等 3个指标上具

有高载荷，这 3 个指标主要集中在就业信息方面，不妨将 F2概括为信息素养因子；公共因子 F3在 X9、X10、X9、X10等 4 个指标上

具有高载荷，这 4 个指标集中反映了农户对工作环境、就业模式及用工单位的适应性，不妨将 F3概括为适应能力因子；公共因

子 F4在 X11、X12等 2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反映了农户对工作内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不妨将 F4概括为就业认同因子。 

3.3.3组合赋权 

从客观评价的视角出发，因子分析虽然是相对客观的评估方式，但实质上这些权重都是由公共因子本身的方差贡献率所确

定的。由分析结果可知，F1、F2、F3、F4的方差贡献率分别是 40.545%、8.62%、8.018%、7.519%，以上 4个方差贡献率的和为 64.701%，

得到 4个公共因子的权重分别为：WF1-客观=62.66%，WF2-客观=13.32%，WF3-客观=12.39%，WF4-客观=11.62%。由于客观赋权存在不足，需要借

助主观赋权弥补这些缺陷。 

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德尔菲法，邀请云南省省扶贫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驻村第一书记及云南师范大学从事易地扶贫搬迁

研究的 8位专家，充分利用专家的个人经验和知识结构，本着科学、客观的原则，先后进行四轮匿名咨询，最后取各位专家权重

赋值的中位数，得到 F1、F2、F3、F4的组合权重，WF1-主观=28%，WF2-主观=30%，WF3-主观=16%，WF4-主观=17%。显然，主观赋权的专家认为信

息素养因子 F2是影响搬迁农户就业能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人力资本因子 F1。 

由于因子分析的客观赋权单靠数据决定，不受人为因素干扰，而德尔菲法依靠专家的知识结构和个人经验，两类方法均具有

其合理性，二者的组合应用可以弥补单一客观赋权的缺陷，提高赋权的精准度，故组合权重取二者的平均值，即 W 组合=α×W 客观

+(1-α)×W 主观，α代表组合系数，这里取α=0.5，组合赋权后，F1、F2、F3、F4、F5的权重分别变为：WF1-组合=41.57%，WF2-组合=22.68%，

WF3-组合=17.32%，WF4-组合=14.92%。如表 4所示，组合赋权后不同指标之间的权重差异相对缩小，较原来单一的赋权结果起到了修正

的作用。 

表 2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比例情况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4.865 40.545 40.545 4.865 40.545 40.545 2.383 19.857 19.857 

2 1.034 8.620 49.165 1.034 8.620 49.165 2.150 17.917 37.774 

3 0.962 8.018 57.183 0.962 8.018 57.183 1.708 14.236 52.011 

4 0.902 7.519 64.701 0.902 7.519 64.701 1.523 12.691 64.701 

5 0.697 5.805 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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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639 5.328 75.835       

7 0.565 4.711 80.545       

8 0.523 4.359 84.905       

9 0.510 4.254 89.158       

10 0.469 3.906 93.064       

11 0.434 3.613 96.677       

12 0.399 3.323 100.000       

 

表 4公因子的组合赋权 

 F1 F2 F3 F4 

客观权重 40.545% 8.62% 8.018% 7.519% 

主观权重 28% 30% 16% 17% 

组合权重 41.57% 22.68% 17.32% 14.92% 

 

3.3.4计算各安置点搬迁农户就业能力得分 F及综合排名 

将上述组合权重 WF1-组合=45.33%，WF2-组合=21.66%，WF3-组合=16.20%，WF4-组合=16.81%，带入下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即可得到各安

置点的综合得分 F，按照因子分析得到 F1、F2、F3、F4的得分及各安置点 F 得分值。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各系数可以得到各公

共因子由原始变量表示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F1=-0.20236x1-0.68165x2+...+0.96859x241 

F2=-1.24981x1+0.20625x2+...+1.09481x241 

F3=-0.20236x1-1.17741x2+...+1.36503x241 

F4=-0.20236x1+1.55739x2+...+0.22702x241 

依据上述函数表达式，可以计算出搬迁农户的各项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F=45.33%×F1+21.66%×F2+16.20%×F3+16.81%×F4。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4 个安置点的得分(Di表示第 i 个安置点，FDi代表地 i 个安置点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综合得分)，按得分高

低进行排序：(1)FD3=3.80；(2)FD1=2.34；(3)FD4=1.74；(4)FD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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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内涵分析 

据得分结果分析，本文所选择的四个易地转移安置点农民的就业能力普遍较差，其中最高分为 FD3=3.80，即云南省昭通市靖

安新区安置点，最低分为 FD2=1.24，即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道甸苴社区白土村。由描述性分析显示，靖安新区 58.67%的易

地搬迁农户为高中文化水平，而白土村易地搬迁农户中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占比仅为 16.675%。同时，靖安新区的 F1 因子得分最

高，白土村的 F1因子得分最低。由此可知，人力资本因子 F1是影响搬迁农户就业能力最重要的因素。 

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在易地搬迁农户脱贫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石钰炜等(2021)运用了 OLS

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出人力资本是加剧搬迁后农户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程名望等(2016)发现，人力资本主要

通过劳动收入来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其中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的核心变量。程名望等(2015)认为，劳动

者的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与劳动者健康评价优良比例，可以减少中、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所以，要注意易地搬迁社区的人力

资源积累。 

4 结论和建议 

论文以云南省内四个易地扶贫转移安置点的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社会综合赋权的因子分析法，提炼出了直接影响转

移农民就职工作能力的四个重要社会公共基本因子，即人力资源、信息素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职业认同。调查结果显示，人

力资源因素对易地搬迁农民就业能力的负面影响较大，而职业认同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负面影响最小，而云南省内易地搬迁

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则一般较低。鉴于此，云南省应大对易地搬迁户人力资本口的支持力度，提高了教育和医疗保险的可获得

性，以避免因资源配置不均等所造成的社会投入不均衡，缩小人力资本差异与薪酬差别。短期来说，改善非农人口就业能力，建

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以提高社区村民的健康状况；从长远来说，政府应保证易地迁建社区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使每位迁

移农民的子女均受完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教育，以提升新转移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能力，增强其就业竞

争力。通过卫生文化传播，提高贫困人口的卫生意识，确保搬迁农民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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