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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整体描述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贫困总体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

及因病因灾返贫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

贫率不具有影响;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二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输出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负向影响,

而对返贫率有正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及有卫生室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对返

贫率没有影响,而有卫生室率对返贫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自来水率及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

通油路率及通电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据此,提出推进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大

教育投资力度,提升民族人口综合素质;完善劳务输出战略,增强贫困人口反贫脱贫能力;因时因地因村制宜,完
善民族地区人口扶贫方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级社会事业发展;建立村级贫困数据库,形成扶贫事业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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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

成就,在产业开发、智力帮扶、生态建设等方面成果

显著,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及巩固扶

贫成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所属“一州两县”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

土家族自治县)是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扶贫攻坚地,
为推进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行政村是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基层管理单位,对提

升贫困村反贫脱贫能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面貌作

用显著。但囿于地理生态环境、区位交通条件、历史

文化背景等因素制约,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经

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贫困发生率及因病

因灾返贫率过高等问题仍较突出,扶贫开发事业任

重道远。为此,面对以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的

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西部大开发“十
二五”规划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揭示湖北武陵民

族地区贫困村现状,分析导致行政村贫困的影响因

素,既有助于评价当前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也有助

于为进一步推进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事业提

供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针对贫困的成因、扶贫措施等问题展

开了诸多研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阿
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贫困”理论等,相继对贫困的形成及发展原因等问题

做了深入探讨。而家庭负债[1]、社会文化及地理环

境等非收入性因素[2]亦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户陷入

持续性贫困的主要原因。此外,土地重新分配、生产

技术进步及更好的卫生医疗、教育和营养帮扶有利

于贫困农户改进生产及增加收入[3]。越南德农省则

从落实政策扶贫、调整农业及经济结构、建立扶贫基

金、加强文化教育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

富[4]。国内关于贫困成因、村级扶贫开发及扶贫对

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概括起来有经济起点低、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素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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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及制度不完善等观点;另有秦其文等提出贫困者

自身落后的思想素质乃贫困之总根源[5]。基于村级

尺度贫困研究,陈前恒提出发展性扶贫项目在村庄

内部分配的理论假说,并建立让村干部对穷人负责

任的治理机制[6]。黄承伟等认为贫困村村级发展互

助资金将政府财政资金交由农户按照互助合作、有
偿使用的方法用于发展生产,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村

社区与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与合作能力[7]。徐鲲等提

出贫困村农民脱贫的需求与现实状况相比存在较大

的缺口,要针对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提供扶贫

措施[8]。扶贫对策方面,范远江提出要多渠道增加

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收入、扩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

使用社会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等措施[9];李俊杰等提

出要建立多维贫困数据库、加强与周边县市的扶贫

合作、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整村推进与零散帮扶相结

合等对策[10]。
纵览国内外文献,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及扶贫

对策的研究还存在2个突出问题:一是现有研究带

有一定的宏观性和笼统性,缺乏从掌握村级资料基

础上展开农户贫困状况考察;二是侧重于定性描述,
定量分析成果相对较少,且涉及民族地区村级贫困

及扶贫政策评价的实证研究较缺乏。因此,在现有

研究基础上,基于湖北省武陵民族地区的行政村调

查资料,掌握贫困行政村及贫困农户的分布状态、贫
困现状及趋势,将有利于对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贫

困规模及扶贫政策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为进一步补

充我国少数民族扶贫开发、扶贫绩效评价等方面的

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村现状
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一州两县”实地入村入户调

查资料及《2009年湖北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行政

村基本情况》统计汇编。由表1可知,2009年湖北

武陵民族地区受调查行政村共1802个,其中,恩施

州1621个,长阳县104个,五峰县77个;贫困村

1495个,占总数的82.96%;少数民族人口125.08
万,占总人口的51.26%;贫困人口数100.40万,占
同期全国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人口的5.10%;贫困发

生率高达41.16%,比全国同期(3.60%)高37.56
个百分点,其中,最低值出现在来凤县(18.11%),最
高值在建始县(47.85%);因病因灾返贫率平均水平

为3.08%,其中咸丰、宣恩、五峰3县的返贫率相对

较高,分别为5.33%、5.35%、5.26%。可见,武陵

民族地区的扶贫任务依然艰巨,贫困人口多、贫困面

大、贫困发生率高等问题突出。
表1 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贫困现状描述

区域 年末总人口数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行政村总数 贫困村占比/% 贫困发生率/% 返贫率/%
武陵民族地区 2440274 51.26 1802 82.96 41.16 3.08

恩施州 2083494 49.10 1621 81.68 41.00 2.93

恩施市 264750 50.10 87 97.70 35.60 2.14

宣恩县 226958 70.47 204 58.82 40.96 5.35

鹤峰县 52202 61.99 60 78.33 32.86 0.71

咸丰县 201580 68.34 162 85.80 47.33 5.33

来凤县 159766 59.34 128 70.31 18.11 0.46

利川市 742404 43.00 533 97.37 45.33 2.83

巴东县 160437 40.75 191 67.54 41.21 0.76

建始县 275397 29.33 256 76.17 47.85 3.34

五峰县 129058 71.95 77 100.00 51.85 5.26

长阳县 227722 59.31 104 90.38 33.00 3.23

 注:数据根据《2009年湖北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行政村基本情况》统计汇编材料整理得出。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及说明

通过对武陵民族地区贫困实地调查,选取贫困

发生率Y1 和因病因灾返贫率Y2 为因变量,自变量

则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率、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劳动

力输出率、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卫生室拥有率、通自

来水率、通油路率、通电率等,分别为 X1、X2、X3、

X4、X5、X6、X7、X8,具体定义及说明 如 下(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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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符号假设

变量 定义 符号假设

贫困发生率 (Y1) 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 无

因病因灾返贫率 (Y2) 返贫率=返贫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 无

少数民族人口率 (X1) 少数民族人口率=少数民族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 +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 (X2)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劳动力文盲半文盲人口数/劳动力总人口数 +
劳动力输出率 (X3) 劳动力输出率=劳动力输出人口数/年末总人口数 -
文化活动室拥有率 (X4) 文化活动室拥有率=拥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个数/行政村总数 -
卫生室拥有率 (X5) 卫生室拥有率=拥有卫生室的行政村个数/行政村总数 -
通自来水率 (X6) 通自来水率=通自来水的行政村个数/行政村总数 -
通油路率 (X7) 通油路率=通油路的行政村个数/行政村总数 -
通电率 (X8) 通电率=通电的行政村个数/行政村总数 -

  (1)少数民族人口率X1。从现实来看,少数民

族人口多分布于经济发展较落后、地理位置较偏远、
交通及信息不发达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

上不利于少数民族人口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现状。
(2)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X2。在现代经济社会

中,产生了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工作和交流的

功能型文盲人群。这些人受过教育,但未能顺应时

代发展步伐及掌握现代科技常识。面对当前民族地

区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以及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

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较高比例的文盲及半文盲人

口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

求,更不能支持规模性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开展。
(3)劳动力输出率X3。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

达,劳动力输出程度逐步提高,有利于加快信息互

通、扩大生计收入来源,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对外

互联互通具有重要作用。
(4)文化活动室拥有率 X4、卫生室拥有率 X5。

在文化教育和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贫困民族地区,
修建文化活动室能够满足农户多方面知识需求,而
建立和完善卫生室对缓解居民病痛、保障健康素质

意义重大。
(5)通自来水率X6、通油路率X7 及通电率X8。

通自来水极大便利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减少了因缺

水或饮用不合格水源而导致的生产减少或健康受

损;通油路方便了居民出行,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半

径,加快产品流通和信息交流;而通电则保障了居民

的生产、生活,有利于减轻劳动力生产负担及改善日

常生活质量。

2.指标分析及模型构建

(1)指标分析。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了恩施

州所辖的恩施市、宣恩县、鹤峰县、咸丰县、来凤县、
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及五峰县、长阳县10县(市)
的1802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涉及的指标内容有

年末总人口数、少数民族人口数、贫困人口数、因病

因灾返贫人口数、受教育水平、地区劳动力输出人数

以及油路修建、自来水到户、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等。
如表3所示,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比

例较高,为41.16%;且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最大值高

达100.00%,最小值为1.87%。可知,该地区贫困

程度表现不均衡,差异较大。因病因灾返贫率均值

为3.28%,最大值为50.00%,最小值为0.00%,返
贫率越高说明农户抵御疾病、灾害的能力越弱,则家

庭贫困加剧。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均值为6.97%,
劳动力输出率均值为41.15%,反映了地区劳动力

受教育及外出生计等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

人口收入水平高低。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均值为

31.80%、卫生室拥有率均值为55.00%,体现了地

区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程度。通油路率均值为

54.38%、通自来水率均值为18.37%,通电率均值

为99.72%,则用来检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
比例越高则贫困发生率越低,反之亦然。

表3 样本指标分析 %

变量
平均
值

标准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贫困发生率 (Y1) 41.16 17.28 100.00 1.87
因病因灾返贫率 (Y2) 3.28 3.52 50.00 0.00
少数民族人口比率 (X1) 51.21 22.38 100.00 1.30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 (X2) 6.97 7.13 88.21 0.00
劳动力输出率 (X3) 41.15 17.36 99.50 0.05
文化活动室拥有率 (X4) 31.80 ——— ——— ———
卫生室拥有率 (X5) 55.00 ——— ——— ———
通自来水率 (X6) 18.37 ——— ——— ———
通油路率 (X7) 54.38 ——— ——— ———
通电率 (X8) 99.72 ——— ——— ———

 注: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卫生室拥有率、通自来水率、通油路率、通

电率均为虚拟变量;“———”表示虚拟值衍生变量,不作统计。

(2)线性回归模型构建。为更好地检验各类指

标因素对村级贫困的影响程度,构建模型,如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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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β0+X1+X2+X3+X4+X5+X6+X7+X8

(1)

式(1)中,Y 为因变量,代表贫困发生率Y1和因

病因灾返贫率Y2;β0 为截距项;X1、X2、X3、X4、

X5、X6、X7、X8 分别为少数民族人口率、劳动力文

盲半文盲率、劳动力输出率、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卫
生室拥有率、通自来水率、通油路率、通电率。本文

未取对数是因为自变量X1、X2、X3、X4、X5、X6、

X7、X8 均为比率,其估计值相当于惯常的弹性[11]。
本文分别对自变量、因变量展开变量定义和取值,并
进行符号假设,以便更好评价贫困发生率、返贫率与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体情况见表2。
根据指标分析及习惯判断,对模型构建指标的

影响方向展开对应的影响假设,“+”意味着自变量

数值越大,村级贫困发生率、返贫率越高,即自变量

对两者具有正向影响;“-”意味着自变量数值越

大,贫困发生率、返贫率越低,即自变量对两者具有

负向影响。

  四、结果与分析

  1.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由表4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R2=0.805,结果

较好,有利于展开进一步分析。德宾-沃森系数为

1.309,F=19.308,sig.=0.000,说明回归方程整

体显著。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4 贫困发生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参数 Std.Error Beta t Sig.
截距项 0.524 0.135 ——— 3.876 0.000
少数民族人口率 0.088 0.021 0.100 4.277 0.000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 0.271 0.271 0.099 4.289 0.000
劳动力输出率 -0.116 0.026 -0.104 -4.486 0.000
文化活动室拥有率 -0.046 0.011 -0.110 -4.333 0.000
卫生室拥有率 -0.022 0.010 -0.056 -2.251 0.024
通自来水率 -0.041 0.011 -0.089 -3.808 0.000
通油路率 -0.029 0.009 -0.073 -3.064 0.002
通电率 0.059 0.134 0.010 0.441 0.659

 注:“———”属于模型结果,表示无统计值。Sig.表示影响方向,当Sig.≥0.100时,表明变量对贫困发生率无影响,当Sig.<0.100时,表

明变量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或负向影响。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的正向影

响明显,符合假设。现有研究认为家庭人口规模大、
人 口 素 质 偏 低 是 导 致 贫 困 积 累 循 环 的 关 键 因

素[12-13]。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特征正逐步强

化,表现为人口素质较低、贫困家庭劳动力缺乏、地
方病易患多发。而当前少数民族人口率与贫困发生

率呈正向关系,少数民族人口规模越大,贫困发生率

越高,符合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
第二,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贫困发生率的正

向影响明显,符合假设。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

盲人数越多,则贫困人口规模越大,家庭陷入贫困的

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可见,民族地区劳动力受教

育水平高低是直接影响劳动力收入多少及家庭是否

贫困的重要因素,也是降低湖北武陵民族地区劳动

力文盲半文盲率,实现反贫脱贫的关键措施。
第三,劳动力输出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

影响,符合假设。从实地调查中发现,外出务工的农

户家庭情况较好,且劳动力的对外输出有益于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为贫困农户提供多渠道生计来源。

由表3可知,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输出率均

值高达41.15%,其中恩施州、五峰、长阳的劳动力

输出率分别为36.16%、27.65%、56.13%,输出率

均较高,尤以长阳的劳动力输出率最高,有力地说明

向外输出劳动力对提高家庭收入、改善贫困面貌的

积极作用十分显著[14]。
第四,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卫生室拥有率均对贫

困发生率的负向影响显著,符合假设。村级科技文

化活动室在普及科学常识、供给农业技术、加快信息

流动等方面的功能明显,有助于新农业技术扩散和

应用;而卫生室的修建对保障贫困农户身体健康、减
少医疗成本作用突出。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

困农户由于缺乏农业技术经验或沉重的医疗费用支

出等原因导致贫困的情况,有效降低了贫困发生的

可能性。
第五,通自来水率、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呈显

著负向相关,符合假设。自来水到村到户对居民的

生活意义重大,一方面节约了用肩挑水的劳力付出,
生活质量改善,另一方面,健康安全的水源降低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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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患病风险。修建油路扩大了人们的外出活动半

径,也缩短了农产品对外输出的运输时间和距离,提
高市场交易效率,保证农户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更大

程度参与市场交换,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第六,通电率对贫困发生率无影响,不符合假

设。现实生活中,武陵民族地区基本已经实现各村

各户通电,而农户家庭生活状况依然不乐观,贫困的

事实未能改变。可见通电率高低未能较好反映村级

贫困面貌。

2.因病因灾返贫率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表5显示,R2 =0.820,调查样本拟合优度较

好,可进行进一步分析。德宾-沃森系数为0.828,

F=29.211,sig.=0.000,说明回归方程整体显著。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5 因病因灾返贫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变量参数 Std.Error Beta t Sig.

截距项 0.011 0.015 ——— 0.748 0.455

少数民族人口率 0.146 0.011 0.296 13.027 0.000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 0.017 0.005 0.083 3.645 0.000

劳动力输出率 0.002 0.004 0.016 0.682 0.495

文化活动室拥有率 0.002 0.002 0.033 1.313 0.189

卫生室拥有率 -0.004 0.002 -0.063 -2.568 0.010

通自来水率 -0.005 0.002 -0.060 -2.632 0.009

通油路率 0.000 0.002 -0.004 -0.175 0.861

通电率 0.006 0.015 0.009 0.389 0.697

 注:“———”属于模型结果,表示无统计值。Sig.表示影响方向,当Sig.≥0.100时,表明变量对返贫率无影响,当Sig.<0.100时,表明变

量对返贫率具有显著正向或负向影响。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返贫率无影响,与假设

不符。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的正向影响显

著,而由于地区人口规模、数量和结构在一定时期内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人口特征波动较小,因此少数民

族人口率对因病因灾返贫率不具有影响。
第二,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返贫率的正向影

响显著,符合假设。各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

低,表明该地区贫困农户因病因灾返贫的机率越大,
导致农户生计日趋恶化,反之亦然。究其原因有,一
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外界知识掌握和环境

变化的应变能力越强,能够利用现有条件加以防范,
降低受灾可能性及损失;二是劳动力文化水平越高,
就更加注重身体保健和护理,降低因小病拖成大病

的可能性,减少大额的医药费用支出。可见,劳动力

文盲半文盲率与返贫率的关系紧密。
第三,劳动力输出率对返贫率的正向影响明显,

不符合假设。由结论可知,劳动输出率越高,贫困农

户返贫率越高,反之亦然。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着

市场经济浪潮,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当地劳动力

骤然减少,年幼及年老者无法承担生产任务,造成经

济生产劳动力短缺,家庭总收入减少,容易返贫;另
一方面,受限于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制约,外
出务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从事的工作大多属于工

资低、风险系数高、收入不稳定的行业,无法有效满

足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开支,更不能为家庭提供充分

补偿,增加了家庭返贫的可能。
第四,文化活动室拥有率对返贫率无影响,不符

合假设;卫生室拥有率对返贫率有负向影响,符合假

设。文化活动室有利于增加农户知识,学习新技术,
但无法改变由于天灾人祸等意外事件导致的家庭返

贫。而伴随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原本生

态较为脆弱的民族地区则更易暴发干旱、洪涝、霜冻

等极端自然灾害,造成作物减产、健康受损,贫困加

剧,因而修建村级医疗卫生室,提升其医护水平有利

于降低贫困地区返贫率。
第五,通自来水率对返贫率的负向影响显著,符

合假设。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用

水来自不卫生、不合格、不安全的水源,加上化肥、生
产生活垃圾及牲畜粪便对水源污染严重,极易造成

肠胃不适、农药慢性中毒等病症,大额医疗费用加剧

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进而重新陷入贫困境地。
第六,通油路率、通电率对返贫率无影响,不符

合假设。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通油路率、通电率均

值分别是54.38%、99.72%。通油路、通电是建设

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但贫困家庭返贫主要归因于

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等意外事件,通油路率、通电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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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影响较小。

  五、结论及建议

  1.结 论

在整体描述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村总体现状

的基础上,根据模型检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少数

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

贫率不具有影响;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贫困发生

率及返贫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输出率对

贫困发生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返贫率有正向影响;
有文化活动室率及有卫生室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而
有卫生室率对返贫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自来水率

及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通电

率对贫困发生率无影响;通自来水率对返贫率的负

向影响显著,而通油路率及通电率对返贫率没有

影响。

2.建 议

(1)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升民族人口综合素

质。教育是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根本动力。湖

北武陵民族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较高,是阻碍

民族人口发展、扶贫事业推进的巨大障碍。第一,加
强教育投资力度,拓宽教育投资渠道,构建扶贫开发

的人本模式,以教育加快扶贫进程,提升民族人口综

合素质,巩固扶贫成果。第二,通过教育改变贫困人

口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及素质技能,增强他们自主

脱贫及参与扶贫的能力,降低贫困发生率。第三,以
村为单位,定期定点为贫困农户提供有针对性、有价

值的技术指导与培训,弥补技术不足、能力不够的缺

陷,提升其应用技术及就业能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

能力,以实现“教育反贫困”的目标。
(2)完善劳务输出战略,增强贫困人口反贫脱贫

能力。加快制定、完善武陵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战

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一是,各县、市要形成以政

府为主导、企业为纽带、民众为动力的联动劳动力输

出机制,继续完善既有劳务市场,使贫困人口获得稳

定的收入,降低因灾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二是,要尽

快建立快捷畅通、州县乡村联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网络系统,为务工人员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
多层面的信息服务,彻底改变民族地区信息贫困面

貌,发挥“打工族”反贫脱贫的自觉性功能。三是,落
实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想法和

热情,激励他们把在外学习到的经验和技术用于发

展本地区特色产业,带动更多贫困人口就业,增加贫

困人口收入。
(3)因时因地因村制宜,完善民族地区人口扶贫

方案。民族人口规模大小直接决定了贫困发生率及

返贫率的高低。首先,考虑人口数量、贫困人口规模

及最新出台的“单独夫妻可生二胎”的政策等因素,
适时适度地调整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人口生育政

策,灵活地限制或放松对人口规模的控制。其次,从
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的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及贫困村

人口特征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实施人口扶

贫方案,降低民族地区因人口素质低、患病多、贫困

代际传递等因素导致的贫困发生率及返贫率。再

次,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少武陵民族地区的贫困人

口规模,减轻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减少人为的

环境破坏,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级社会事业发

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民族地区扩大对外交流

及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其一,依托武陵山区扶贫

政策,集中力量建设湖北武陵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教
育、卫生、文化、交通等民生基础工程。其二,加大各

项事业投入力度,推进贫困行政村低保、新农合及养

老保障制度完善,发挥村级科技文化活动室及医疗

卫生室的实际效用。其三,积极推进武陵山片区“两
环四横四纵”交通主通道建设,推进跨区域合作和运

输协同发展,提升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其四,加快重

点水利及安全饮用水工程实施,提高通自来水率,保
障居民用水安全、可靠,提升身体健康水平。

(5)建立村级贫困数据库,形成扶贫事业新局

面。首先,结合当前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方式,有目

标地建立、完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村级贫困数据库,
全方位掌握村级贫困状况及扶贫项目实施进度,以
利于扶贫事业的综合评价。其次,加快湖北武陵民

族地区的“整村推进”工作,瞄准贫困群体,整合各类

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促进扶贫事业前进。再

次,加强与武陵山其他片区的扶贫开发项目合作,依
托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协作区既有政策、项目、人才

等优势,为村级扶贫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环境,促进

扶贫事业形成新的发展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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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articledescribedtheoverallpoorsituationofadministrativevillagesinWulingethnic
areasofHubeiprovince,andusedthelinearregressionmodeltomakeempiricaltesttoaffectingfactors
ofthepovertyincidenceandre-poverty-strickenrate.Resultsshowedthatminoritypopulationrateposi-
tiveeffectsonincidenceofpovertyobviouslyandnoeffectonre-poverty-strickenrate.Thelaborillitera-
cyandhalfilliteracyrateshad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bothofthem.Laboroutputratehadnegative
effectonpovertyrate;thebutpositiveeffectsonre-poverty-strickenrate.Therateofcultureactivity
roomandclinichadsignificantnegativeinfluencesonpovertyrate;therateofculturalactivityroomhad
noeffectonre-poverty-strickenrateyettheclinicratehadsignificantnegativeinfluencesonit.Further-
more,therateoftapwaterandasphaltroadhadgreatnegativeeffectsonpovertyrate;buttherateof
asphaltroadandelectricityhadnoeffectonre-poverty-strickenrate.Accordingly,suggestionsonpromo-
tingthe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ofWulingethnicareaswereproposedasfollows,increasing
investmentineducationtoraisecomprehensivequalityofresident'spopulation;improvingthelaborex-
portstrategyandenhancingtheircapacitiesofanti-poverty;adjustingmeasurestolocalconditionsand
improvingthepopulationplanofpovertyalleviationinethnicareas;establishingdatabaseofvillage-level
povertytoformanewpovertyalleviationsituation.

Keywords WulingethnicareasofHubeiprovince;poorvillages;povertysituation;affecting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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