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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贫困视阈下农村脱贫人口发展能力
提升研究

梁伟军，焦丽丽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促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重

点任务。理论分析认为，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

本、自然资本层面的能力构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脱贫人口生活水平与共同富裕的要求

还有相当距离，需以脱贫致富为导向，着力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其

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

能力、健康保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

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脱贫人口更新观念，主动增强发展能力；政府深

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保障供给；基层干部履职尽责，强化基层治理能力；社会力量深度参

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是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推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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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人口发展致富事关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是后脱贫时代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

的艰巨任务。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后脱贫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脱贫人

口基于美好生活向往，具有突出的脱贫致富发展诉求。如何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守住脱贫成果，防

止大规模返贫，推动脱贫人口脱贫致富成为“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

推动脱贫人口发展致富，提升发展能力是关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

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帮助其提高内生发展能力”。农村脱贫人口总体上属于低收入人口，提升其

发展能力成为开发式帮扶的政策导向。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再次凸显了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的迫切性。

农户发展能力与贫困是学界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户发展能力与

贫困的关系。国外有学者提出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的根源是能力贫困[1]，有能力的农民才是现代

经济发展的关键[2]，减贫战略的核心在于拓宽穷人的能力。国内学者认为农户发展能力影响脱贫质

量[3]，农户可行能力不足有明显的致贫效应[4]，生存能力的缺失是致贫的主要原因[5]。二是农户发展能

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主体动能上，贫困农户自身发展意识缺乏、扶贫实践中贫困户主体性发挥欠佳

是农户发展能力缺失的影响因素[6]；许多贫困群体面临交通不便[7]等客观条件，发展能力受限[8]。知识

技能上，贫困农户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受到损失[9]，自我发展能力有待提高[10]；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

重以及知识水平低限制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11]。政策支持上，对贫困农户政策支持的有效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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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不足[12]以及抗风险能力的束缚阻碍农户发展能力提升[13]。三是农户发展能力提升路径。农户

应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市场意识，提高整体素质和能力[11]。政府要完善制度供给[14]，改善贫困农户能

力提升的环境[6]，重视对农户赋权 [15]。社会组织应加大农村投入，强化脱贫产业支持[16]。

既有研究着重对农户发展能力同贫困的关系、农户发展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提升农户

发展能力等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上，探讨农

户发展能力关联性问题较多，对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具体深入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视角上，侧重从农

户整体素质提升角度探讨发展能力问题，从能力贫困视角研究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较少；三是研究方

法上，理论分析居多，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于对有代表性的脱贫人口调

查，从能力贫困视角聚焦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考察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与其生活水平的现

实面相，分析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其脱贫致富的具体影响，探求有效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实现脱

贫致富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脱贫人口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提

供研究素材。

一、理论依据、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理论依据

以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1]、英国国际发展部可持续生计理论[17]为基础，构建并运用脱贫人

口发展能力结构理论进行分析研判。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了他们具有提升自身发展

能力的内生性诉求。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农村脱贫人口致富的根本因素，通过提升农村脱贫人口发

展能力从而防止返贫、促进其脱贫致富成为后脱贫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思路。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

进行研判，脱贫农户家庭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越被有效利用，则越能产生良好的生计结果（更多

物质和精神财富等）。具备提升和运用生计资本的能力成为脱贫致富的关键。本研究以脱贫人口为

对象，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依据，基于能力贫困视角对不同类别的生计资本进行分析，从社会资

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五个层面解析脱贫人口发展的能力结构（图 1），使脱贫

人口的发展能力具体化，进而全面把握脱贫人口发展能力的结构性特征[18]。

一是社会资本层面的能力。脱贫人口基于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发展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资源利用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指脱贫人口扩展社会网络形成良好人际关系，更好融入社会的

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为基础，反映脱贫人口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支持及其

转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

二是人力资本层面的能力。脱贫人口基于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健康保障能力、

学习能力、就业创业能力、抗风险能力。健康保障能力是指脱贫人口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开始新的

图 1 脱贫人口发展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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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劳动力素质及享有的健康保障条件。学习能力主要表现为脱贫人口在摆脱绝对

贫困之后为适应新的劳动要求而具有的劳动技能水平、对新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经过教育和培训减

少贫困代际传递风险的能力，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动力之源。就业创业能力是指脱贫人口在摆脱绝对

贫困之后利用自身技能务工经商、稳定就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抗风险

能力是指脱贫人口在面临重大风险时的应对能力，主要表现在自然风险（如自然灾害）、社会风险（如

重大突发性疾病）以及市场风险（如粮食价格波动）三个方面，是防止返贫的重要支撑。

三是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脱贫人口基于金融资本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是指信贷资金获取和利

用能力，即脱贫人口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信用贷款并使其增收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脱贫人口从金融

机构获得贷款以及能合理利用贷款增收、按期归还本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脱贫人口资金周转状

况和增收能力。

四是物质资本层面的能力。脱贫人口基于物质资本所具有的能力主要包括基本生活能力和发

展生产能力。基本生活能力是指脱贫人口具有的可持续发展基础条件，包括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

和教育文化等精神生活条件，关乎脱贫人口的长远发展。发展生产能力是指脱贫人口具备发展工农

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能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

五是自然资本层面的能力。脱贫人口基于自然资本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是指自然资源利用能力，

即脱贫人口利用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合理增收、改善生活的能力。依托自然资源利

用能力，脱贫人口通过资源有效利用，发展特色产业等，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调研地点湖北省X市Y镇是全国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区和湖北省插花贫困镇。全

镇现有 54个村、1个社区，面积 154.3平方公里，人口 10.5万人。本次调查选取有代表性的村庄 5个。

问卷调查对象为脱贫人口，采取入户访问法，指导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并及时修补完善，以提高数据真

实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50份，回收问卷 219份，有效问卷 219份，并运用SPSS24.0对调查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3.变量选取及测量

（1）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即脱贫人口运用 5种生计资本的能力，依据其内涵，

选取社会交往能力等 10个维度。选取 23个指标 48个题项，测量方法以李克特 5点评分法量表的形

式为依据，分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5个评判等级，分值分别为 1分、2
分、3分、4分、5分（表1）。

（2）脱贫人口生活水平。该变量反映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状况。参考已有学者[19]对乡村生活水平

指标体系的研究，脱贫人口生活水平选取劳动就业、家庭收入、社会保障 3个测量维度，9个指标 15个
题项，测量方法及赋分同上（表2）。

二、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与生活水平的现实面相

1.调查样本概况

对比分析发现，调查样本基本信息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21》中农村人口的主要特征相一致，

表明样本代表性良好。被调查者在性别上男性占 48.9%，女性占 51.1%，符合男女性别较为平衡的性

别总体特征；年龄分布上 25岁以下占 4.6%，26~50岁占 36.5%，51~75岁占 53%，75岁以上占 5.9%，

符合农村主要劳动力中老年为主的年龄结构特征；文化程度上小学初中学历占89.9％，家庭成员中最

高学历为初中的占比43.4%，与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受教育水平相一致；政治面貌上多数为普通

群众，占 95.4%；家庭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为 89%；家庭成员中参加过就业培训的占 36%，比

例不高。

2.调查数据信度

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探索性研究量表整体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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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变量选择

维度

社会交往能力（A）

社会资源利用能力（B）

健康保障能力（C）

学习能力（D）

就业创业能力（E）

抗风险能力（F）

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G）

基本生活能力（H）

发展生产能力（I）

自然资源利用能力（J）

要素指标

对内交往状况（A1）

对外交往状况（A2）

人际关系情况（B1）

社会关系状况（B2）

身体素质状况（C1）

医疗保险状况（C2）

生活习惯状况（C3）

子女教育状况（D1）

技能培训状况（D2）

就业情况（E1）

创业情况（E2）

自然风险防御状况（F1）

社会风险防御状况（F2）

市场风险防御状况（F3）

资金获取状况（G1）

资金利用状况（G2）

吃穿住用行状况（H1）

文化氛围状况（H2）

农田水利设施状况（I1）

农机技术状况（I2）

农产品质量农产品销售状况（I3）

土地资源利用状况（J1）

特色农产品及产业开发状况（J2）

具体题项

A11您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意见表达；A12您家

与亲戚朋友关系紧密；A13您家平时与村干部、驻村干部等能积极沟

通

A21您居住地网络覆盖面广，网络使用方便；A22您平时用手机等通

讯工具以及微信等社交软件

B11您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会主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村组干部

等寻求帮助；B12您如果寻求帮助，一般都能获得有效的支持

B21您能通过人情关系等渠道宣传和销售自家产品

C11您和家人的身体素质良好

C21您的家庭成员都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C22您家需要自费的

医疗费用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C31您和家人都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D11您家的教育负担明显减轻，子女拥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条件；

D12您家人及孩子对于接受教育都很重视

D21政府会经常组织劳动技能培训；D22您能积极主动参与劳动技能

培训；D23您在参加劳动技能培训和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会主动

向其他人请教；D24您在参与劳动技能培训过程中学有所获

E11您家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已经通过技能培训掌握了一门就业技

能；E12您或家人学习了相关技能后，比以前更容易找到相对稳定、

收入高的工作；E13您或家人能够把技能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所从事的工作中；E14您或家人能够依靠掌握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

上找到合适的工作

E21您有强烈的创业意愿；E22您具备创业的基本能力和创业所需资

金

F11您所在的地区用于农业病虫害防治的农药价格等能够担负得起

F21您和家人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能享受到基本保障

F31您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劳动力有持续、稳定的劳动收入；F32您家

的劳动力所获收入中有非农收入

G11您所在的当地政府和银行出台了具体的惠农信贷政策；G12如有

实际需要，您能从信用合作社等正规渠道获得贷款

G21您能利用好贷款，合理进行投资；G22您用贷款进行投资，可以增

加自身收入；G23您的贷款信用良好，能利用好资金并按期还本付息

H11您所在的村有超市或商业街等方便您购买消费品（如水果、蔬菜

以及服饰等）；H12您的居住地周边治安良好；H13您和家人生活用水

用电能够有效保证；H14您的居住地区交通便利；H15您的居住地附

近有快递站点

H21您所在的村文化氛围浓厚，会经常举办文化活动（如乡村大舞

台、露天电影等）

I11您所在的村农田水利设施较为完善

I21当地政府出台了购买农机的补贴政策；I22当地政府开展了农业实

用技术的推广和培训

I31您家的农业种植、养殖产量高且品质好；I32您家的农产品销售渠

道通畅

J11您家的田地土壤肥沃，坡度适中，土质适合；J12您家利用土地发展

农业生产能获得较高收入

J21您家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生产和销售特色农产品；J22您家结合

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餐饮等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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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于 0.7则具有较好的信度。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和脱贫人口生活水平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964、0.915，表明问卷可信度良好。

3.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分析

（1）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有待提升。分析发现（表 3），社会交往能力层面，脱贫人口参与村务、进

行意见表达不够充分。社会交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往能

够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20]。社会交往能力是脱贫人口后续发展所依托的重要能力，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提高。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层面，脱贫人口虽能利用人际关系寻求生活上的帮助并且能够得到

支持，但在合理利用社会关系、为自身带来经济收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脱贫人口如果不能得到有

效的社会支持，将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提升脱贫人口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很有必要。

（2）运用人力资本的能力明显不足。健康保障能力层面，脱贫人口家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覆盖较好，但存在家庭成员身体素质较差，生活习惯不佳等情况。此外，部分家庭因成员病情特殊需

服用昂贵药物而难以承担相关费用，经济压力较大。政府的医疗保障投入使得农村健康状况得到稳

步提升，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1]。健康保障能力是脱贫人口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脱贫人口

追求脱贫致富的条件，需高度重视。学习能力层面，脱贫人口家庭教育负担明显减轻，子女有了更好

的教育资源和条件。政府经常组织培训，但脱贫人口积极主动参与不够，很难学有所获。劳动技能

的实用性和培训所耗费时间成本是影响脱贫人口培训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就业与创业能力层面，涉

及脱贫人口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样本均值都不高，说明脱贫人口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相对薄弱。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求脱贫对象成为创新创业的主体，以自我雇佣而非产业工人的务工形式实现脱

贫致富[22]，提升脱贫人口就业创业能力应作为促进脱贫人口实现脱贫致富的重点。抗风险能力层面，

脱贫人口劳动收入并不稳定，除医疗保险外很少有其他人身意外险以及农业保险，难以支持其应对

风险，有返贫的可能性。提高脱贫人口抗风险能力是推动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3）运用金融资本的能力短板明显。脱贫人口虽能从信用合作社等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但难以

合理利用资金实现稳定增收。主要是由于脱贫人口缺乏投资经验，难以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投资风

险较大。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作为促进脱贫人口增收的重要渠道，需要大力提升。

（4）运用物质资本的能力有待提升。基本生活能力层面，脱贫人口基本生活能力整体较好，但在

网购便捷程度、文化参与上依旧有提升空间。发展生产能力层面，尽管农产品销售状况较差，但由于

当地脱贫人口大多以土地租让的形式流转土地，自身可支配的土地有限，因此针对这部分脱贫人口，

难以从调查数据直接判断农产品销售状况好坏。另外，还有少部分脱贫人口可支配土地较多，尽管

从事农业生产，但产量有限，且销售渠道较为单一。发展生产能力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脱贫人口基

本生活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从农业技术普及利用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入手，增强其发展生产能力。

表2 脱贫人口生活水平变量选择

维度

劳动就业（K）

家庭收入（L）

社会保障（M）

要素指标

就业岗位情况（K1）

稳定状况（K2）

工资状况（K3）

平等就业情况（K4）

收入稳定情况（L1）

收入来源情况（L2）

医疗保险覆盖面（M1）

费用报销便捷程度（M2）

养老情况（M3）

具体题项

K11您所在的乡镇（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非农就业岗位

K21您目前就业状况稳定；K22您目前就业安全卫生状况良好

K31您从事农业生产或务工所得工资除去基本生活开支外有剩余

K41您在工作过程中受到尊重，感到能够平等、公平地就业

L11您家年收入较为稳定；L12您家庭收支平衡状况良好

L21您家能通过农产品销售或商业经营获得纯收入；L22您的家庭能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如

良种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生猪养殖补贴等）形式获得收入；L23您能通过务工（工资的形

式）获得收入；L24您能获得一部分财产性收入（如投资收入、土地转让、房租收入等）

M11您家的成员都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M12您家所在地有大病医疗保险且支持力

度大

M21您所在地医疗费用报销快捷便利

M31您家的老人赡养问题能通过养老保险得到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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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用自然资本层面的能力亟待增强。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层面，脱贫人口主要通过土地租让

的形式获得部分收入（约 800元/年 •亩），但大部分脱贫人口除去租让土地收入外难以通过土地获得

其他收入，从整体上看利用土地获得收入的状况并不理想。此外，脱贫人口在特色农产品生产销售

以及产业开发上比较薄弱。探索现有资源更新利用方式从而满足自身发展需求[23]，是促进脱贫人口

增收的重要思路。

4.脱贫人口生活水平分析

（1）劳动就业岗位充足但就业稳定性不强。调查发现（表 4），脱贫人口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生活

水平虽有所提升，但仍存在就业岗位不对口、就业不稳定、工资除去基本生活开支无剩余或剩余较

少、对政策依赖性强等问题。

（2）家庭收入来源广但不够稳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正在向多元化、均衡化方向发展[24]。调查发

现，脱贫人口各收入来源占比较为均衡，说明脱贫人口家庭收入来源较广，但在家庭收入稳定方面样

表3 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调查结果 N=219
题项

A11

A12

A13

A21

A22

B11
B12
B21
C11
C21
C22
C31
D11
D12
D21
D22
D23
D24
E11
E12
E13
E14
E21
E22

样本均值

3.9
4.0
4.1
4.0
3.6
4.1
4.0
2.3
3.1
4.5
3.8
4.0
3.8
4
3.6
2.9
2.9
2.9
3.0
3.0
3.0
3.0
2.1
2.0

符合

62
114
108
135
80
101
126
25
27
83
107
105
111
101
99
40
44
47
60
46
53
47
30
23

非常符合

95
64
74
55
58
75
55
12
1
131
53
61
47
75
44
34
26
25
30
27
26
26
6
5

占比/%
71.6
81.2
83
86.7
62.9
80.3
82.6
16.8
12.7
97.6
73
75.7
72
80.3
65.2
33.7
31.8
32.8
40.9
33.3
36
33.2
16.3
12.7

题项

F11
F21
F31
F32
G11
G12
G21
G22
G23
H11

H12

H13

H14

H15

H21

I11
I21
I22
I31
I32
J11
J12
J21
J22

样本均值

3.8
4.3
3.5
4.3
4.0
3.5
2.6
2.5
2.8
4.3
4.5
4.5
4.4
3.9
4.0
4.1
3.7
3.5
2.8
2.5
3.2
2.4
2.2
1.9

符合

95
91
70
90
111
103
21
28
31
91
99
93
94
82
101
97
91
81
38
41
55
24
15
16

非常符合

56
103
45
104
71
34
16
15
23
104
111
123
112
79
63
80
44
42
15
14
35
11
2
1

占比/%
F11
88.5
52.4
88.4
83
62.5
17.7
19.5
24.6
88.9
95.8
98.5
94
73.4
74.8
80.7
61.5
56
24.1
25
41
15.9
7.7
7.7

表4 脱贫人口生活水平调查结果 N=219
题项

K11
K21
K22
K31
K41
L11
L12
L21

样本均值

3.9
3.2
3.6
3.2
3.5
3.5
3.4
2.6

符合

105
69
96
56
90
66
73
36

非常符合

59
31
39
19
34
41
23
20

占比/%
74.9
45.7
61.6
34.2
56.6
48.9
43.8
25.6

题项

L22
L23
L24
M11

M12

M21

M31

样本均值

3.2
3.5
3.2
4.5
4.1
4.3
3.7

符合

62
68
67
93
106
88
118

非常符合

31
63
43
119
79
50
86

占比/%
42.5
59.8
50.2
96.8
84.5
93.2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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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均值均低于4，说明脱贫人口家庭收入不够稳定。

（3）社会保障状况较好但仍有提升空间。新农合的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受限，参保农民仍然

需要承担较高医疗费用[25]。调查发现，脱贫人口家庭劳动力有限，收入不高，遭遇突发性重大疾病时

支付压力较大，并且由于养老保险金较少，难以满足基本生活开支。

三、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脱贫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

1.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因子分析

（1）发展能力因子分析。统计发现，Bartlett球体检验的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 0.926，近似卡方

值 8692.593，自由度 1128，显著性水平Sig.<0.01，表明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指标适合因子分析。通过

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将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概括为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健

康保障能力、学习能力、就业创业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发展生

产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 10个因子，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2.437%，且因子载荷较高，对其发展

能力的解释效果较好。

（2）生活水平因子分析。分析表明，Bartlett球体检验的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 0.914，近似卡方

值 1828.679，自由度 105，显著性水平Sig.<0.01，表明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

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将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概括为劳动就业、家庭收入、社会保障 3个因

子，这些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790%，且因子载荷较高，对生活水平解释效果较好。

2.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与生活水平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与其生活水平之间的关联，根据前文生成的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诸因

子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5）。双侧检验表明，社会交往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健康保障能力、

学习能力、就业创业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发展生产能力、自然

资源利用能力与脱贫人口生活水平在 0.01水平上均显著相关。表明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和脱贫人口

生活水平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脱贫人口的发展能力促使脱贫人口更好利用自身拥有及社会提供的资源，改善自己及家庭发展

条件[26]，提升生活水平，实现脱贫致富。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是发展能力的物质基础，脱贫人口发展能

力是其提升生活水平的关键动力。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将得到相应提高。

3.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诸因子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选取脱贫人口生活水平作为因变量，发展能力中的社会交往能力等 10种发展能力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以评判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因子对生活水平的具体影响。分析显示，回归模型的判定

系数为 0.709，表明该模型可以解释脱贫人口生活水平的 70.9%，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其生活水平具

有较大影响。

具体分析（表 6），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健康保障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均与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正相关。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

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对脱贫人口生活水平影响不显著，但诸因子的回归系

数（Beta）也为正值，表明这 4个因子对生活水平均有促进作用。从标准化系数（Beta）考量，脱贫人口

表5 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同脱贫人口生活水平的皮尔逊相关性

生活水平

发展能力

劳动就业

家庭收入

社会保障

社会交往

能力

0.633***

0.662***

0.571***

社会资源

利用能力

0.580***

0.650***

0.499***

健康保

障能力

0.623***

0.653***

0.592***

学习

能力

0.675***

0.734***

0.530***

就业创业

能力

0.679***

0.679***

0.417***

抗风险

能力

0.674***

0.669***

0.519***

信贷资金获

取利用能力

0.601***

0.680***

0.436***

基本生活

能力

0.489***

0.491***

0.602***

发展生产

能力

0.557***

0.538***

0.451***

自然资源

利用能力

0.601***

0.765***

0.464***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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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对生活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分别是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健康保

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

力、基本生活能力。

学习能力是促进脱贫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脱贫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良好能有效防

止贫困代际传递；脱贫人口劳动技能培训落实能助力拓宽就业渠道，从而提升生活水平。抗风险能

力是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走向发展致富的重要推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助力脱贫人口稳定就

业，扩宽收入来源，有利于其生活水平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脱贫人口能否务

工经商、稳定就业、市场参与，对生活水平能否提升的影响较大。当前脱贫人口就业创业能力提升面

临就业技能培训不充分、创业基金缺乏、创业意识薄弱等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脱贫人口就业创业能

力的提高必然有助于脱贫人口转变思维，激发其创造财富的潜力，促进其脱贫致富。健康保障能力

是脱贫人口从事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农村医疗政策的完善、脱贫人口良好身体素质和生活习惯有

助于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提升。社会交往能力能使脱贫人口更好融入社会环境，加强脱贫人口对内对

外交往，促使其有效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生活水平提升。自然资源利用能力促使脱贫人口合

理有效利用资源，促进脱贫人口发展致富，脱贫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提升其生活水平的有

效途径之一。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基本生活能力 4个因子的

标准化系数尽管相对较小，但不影响其对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所具有的正向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利用对湖北省X市Y镇脱贫人口的调查数据，从能力贫困视角考察脱贫人口的发展能力，将影

响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的社会交往能力等 10种发展能力变量纳入分析视野，考察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与

生活水平的现实面相，分析发展能力对生活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当前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整

体偏低，生活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脱贫人口生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

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健康保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

源利用能力、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提升脱贫

人口生活水平，促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需要在深刻把握发展能力对生活水平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

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为基本路径，有效发挥上述十大影响因素的正向作用。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维度研判，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需要坚持协同治理思维，脱贫人口、政府、基层干部、社

会力量等分工协作，以多元主体参与、合力帮扶共促脱贫人口拓展和利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

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能力为重点，促使其整体提高发展能力，进而提升生活水平，最终实现脱

贫致富。

表6 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诸因子对生活水平影响的多元回归结果

发展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资源利用能力

健康保障能力

学习能力

就业创业能力

抗风险能力

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

基本生活能力

发展生产能力

自然资源利用能力

未标准化系数

B

0.113
0.021
0.162
0.236
0.169
0.220
0.041
0.021
0.060
0.085

标准误差

0.043
0.041
0.036
0.039
0.036
0.033
0.040
0.032
0.032
0.039

标准化系数

Beta

0.191**

0.036
0.273***

0.399***

0.286***

0.373***

0.069
0.035
0.102**

0.142*

t

2.633
0.523
4.456
6.093
4.720
6.623
1.019
0.644
1.844
2.159

共线性统计

容差

0.324
0.356
0.455
0.400
0.402
0.466
0.320
0.500
0.487
0.342

VIF

3.086
2.807
2.197
2.502
2.486
2.147
3.129
2.001
2.054
2.9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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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脱贫人口更新观念，主动增强发展能力

自我消极脱贫和因长期被帮扶所形成的政策依赖是脱贫人口能力不足的重要表现[27]。在“两不

愁三保障”已实现的背景下，脱贫人口追求持续稳定增收，实现脱贫致富是发展必然。尤其在 5年过

渡期①，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支持下，脱贫人口更要积极作为，主动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当前

脱贫人口致富热情高，但观念较为滞后，发展动能不足，实践创新不够。一是思想上摆脱“等靠要”，

克服消极心理。加强对内对外交往，合理表达意见诉求，增强社会资本层面能力的积累。二是行动

上作出积极改变，主动参与。重视子女培养，主动争取优质教育资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积极参

与劳动技能培训，掌握就业技能；增强维权意识，争取平等就业机会，增进人力资本层面能力的积累；

主动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提升社会交往能力，促进社会资本层面

的能力增强。

2.政府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保障供给

脱贫人口目前面临政策认知不全、就业创业难度大、抗风险能力欠缺、金融贷款利用不足等突出

短板，需要政府强化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一是加强乡村整体建设，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在脱贫攻

坚取得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

重点，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创造良好支撑条件。二是完善基层干

部薪酬机制，增强干部工作动力。配优配强农村基层干部，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注重激发内在动力。

三是注重体系优化，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加强农村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脱贫人口发展致富的基础条件。强化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和

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就业岗位与技能培训对接，健全创业补贴机制，激发脱贫人口自主致富潜能；医

疗政策创新要兜底存在特殊困难的脱贫群体，适度提升养老保险金额，防止老年贫困[28]；完善农业保

险制度，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为脱贫人口增强人力资本层面的能力提供有效的制度政策安排。四

是着力构建农村金融良好发展格局，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脱贫人口倾斜。构建可持续、包容性的农

村金融服务，创新其与产业、互联网、保险等多元融合发展路径[29]；提高农村信用社治理水平和服务能

力，促进脱贫人口高效获取和利用信贷资金。五是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强化人才振兴。积极引育人

才，发挥其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推广等

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提升脱贫人口拓展和综合运用生计资本的能力。

3.基层干部履职尽责，强化基层治理能力

基层干部肩负贯彻落实党的“三农”政策重要职责，承担着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

人口脱贫致富的政治使命。应强化农村基层干部服务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水平，针对脱贫人口

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等层面能力明显不足的现状，基层干部需主动作为，履职尽责。一

是明确自身责任，主动加强同脱贫人口之间的联系。掌握脱贫人口动态信息，引导脱贫人口积极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建设数字化乡村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30]，要着力提升脱贫人口数字化素养，

消除“数字化鸿沟”，引导脱贫人口融入数字化时代，促进社会资本利用。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落实落

细惠农政策。创新体制机制，鼓励脱贫人口积极参与专业技能培训；主动应对脱贫人口就业创业难

题，为促进其人力资本层面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三是因地制宜，促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农业科

技成果推广，依据村情民情，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支

持发展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富民产业，提升脱贫人口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层

面的发展能力。

4.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社会力量在农村脱贫致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不仅可以克

服市场的选择偏好，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配置扶贫资源过于强调宏观手段导致的效率不高

① “5年过渡期”指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之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过渡期，为期 5年。在 5年过渡期内，保持主

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步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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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1]。要充分发挥企业、公益团体、高校、社区等社会组织在促进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方面的积

极作用。企业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加入“万企兴万村”行动，积极探索政企合作、村企合作等乡

村振兴模式，为脱贫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市场渠道、创业帮扶等长效化发展支持。公益团体应加强

“三农”政策宣讲普及和心理咨询疏导等；引导脱贫人口加强社会沟通，动员社会资源满足脱贫人口

发展需求；针对乡村发展薄弱环节进行专项帮扶，动员企业开展非农就业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助力

脱贫人口提升就业创业技能，积累人力资本。高校尤其是涉农高校师生，应以知农爱农、强农兴农为

己任，积极关注脱贫人口生产生活所需，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产教学研一体化，为脱贫人口提供文化

教育支持、技术推广指导与市场拓展服务等，助力其脱贫致富能力提升。农村社区是脱贫人口社会

交往的基本空间，应充分保障其民主权利，促进社会沟通交流，帮助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

会力量广泛深度参与，整体上提高脱贫人口生计资本积累及其运用能力，助推脱贫人口走向生活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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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city Poverty

LIANG Weijun，JIAO Lili

Abstract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promoting
them to become better off are the key tas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uring post poverty era.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abilities related to so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mater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iving standard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is far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eading to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living standards. The
degree of impact from large to small is learning ability，anti-risk ability，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
ship ability，health security ability，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natur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bility，de⁃
veloping production ability，credit fund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ability，soci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bil⁃
ity and basic living ability.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should renew their idea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nhance their development capacity.The government should deepen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ystem to
ensure supply. Grass-roots cadres should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deeply engaged in under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All these
feasible op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help them to become rich.

Key words capacity poverty；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development ability；living stan⁃
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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