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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与贫困家庭复原力*

——基于 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李 晗 陆 迁

摘要：本 利 中 庭金融调文 用 国家 查（CHFS）2011~2017年微观面板数据， 力非线性动基于 学理论

力，贫困 复原测算 家庭 双运用 重 法差分 扶 对 力检验精 贫政策 复原 的准 贫困家庭 影响及 。 究作用机制 研

发现， 扶 了 力准 贫政策 效 复原精 有 提高 贫困家庭 ， 力 了策 的复原 提高政 实施后贫困家庭 7.5%，并 这且

一 果结 具有稳健性。 ，动 效应显示态 ， 扶 ， 三随 移 精准 贫 渐增 策实施后的着时间推 政策效果逐 强 政 第

， 力 了贫困家庭 原 提高年 复 10.7%。对 扶 ， 扶策的作用 现 政策兼具精准 贫政 进行路径分析发 精准 贫 有

。效 征性与持久性特 ， 扶从 态 策促进静 角度看 精准 贫政 贫困家庭 力复 提 要通过提 家庭资产积原 升主 高

力 本 ； ， 扶人 资 两条 角度 准 贫政策稳累和培育 路径 从动态 看 精 定 促进地 了 ，长贫困 庭向上家 流动 远上

有利于降 陷 率低家庭陷入贫困 阱的概 。

关键词： 扶精准 贫 档建 立卡户 力复原 双 差分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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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 来党的 以 ， 扶 扶 ， 扶 、 扶 、由区域开发走 精 贫 探索出产 贫 金融 贫 教中国 贫工作 向 准 并且 业

扶 、 扶 。 小贫等多种 全面育 贫 健康 形式 在实现 康“ 一个百年目标第 ” ， 一中国近 亿之际 困人口贫 实现

脱贫，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
①
， 对在 贫困方面 得 绩消除绝 取 举世瞩目的成 。然而， 长贫困具有

久性特征期性和持 ， 长 扶 ， 长 力，需要 实 精 效的 贫措 形成目标群 的内生发期 施 准有 施 体 效脱贫 展能 从

、 （ ，范脱 口的返贫风 防新贫困 口的产 等而防 贫人 险 预 人 生 郑晓冬 2020）。 ，因此 面向 2020 扶年后 贫

时代 、 、 对 、长 、 对 ， 必 扶维 贫困转向 维 会现 有 贫政策的单 短期 绝 多 期 相 贫困的社 实 要深入考察精准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需求诱导机制研究：组织支持、跨期选择与激励效果”

（项目编号：71973105）、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基于生计能力状况下秦巴山区农户持续性贫困生成机制与脱

贫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KRZ013）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发展研究院项目“秦巴山区农户脆弱性与动态贫困治

理研究”（项目编号：2016XBYD003）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为：陆迁。

①
数据来源：《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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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效机 进 为 可持续脱 远期目标提制 而 实现 贫 供参考

扶 习 州十八 村 ， 对准 贫由 近 湖南 土家族苗族 洞 考察时 次提出 内精 平总书记在 湘西 自治 首 理论界 其

了 ， 扶 对 ，涵进行 策 要针 真正 贫详细分析 即 贫政 和措施 的 困家庭和人口 对通过 困贫 人口实施 对有针 性

的 扶帮 ， 本从根 上消 导 贫 各种因素 障碍除 致 困的 和 （檀学文、李静，2017）。 计 来设 角度 看从政策 ，扶

， 。 ， 对 扶 了 ，对精准 精准 早期 学 将 精准 贫 策效果 点放在 瞄贫开发重在 贵在 者们 政 的研究重 准度上 于

类扶 了 （ ，施 有精准性 及 进行 方各 贫措 是否具 以 脱贫短期效果 多 面测度 黄薇 2017； ，峰等卢盛 2018）。

， 扶 ，扶 、 ，然而 随着 的 入 践面临贫 碎片化 致贫 化等新挑贫 深 贫实 困 因素多样 战 贫困家庭缺乏 主脱贫

动性、“等靠要” 想思 扶及 贫“ 汉养懒 ”等问题依旧突出（ 小 ，李 云等 2019）， 扶部分 贫项目出现“政

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社等 会困境（ 等刘明月 ，2019）。基 此于 ， 扶精准 贫所蕴含理论界开始思考 的

长 。 ， （效 贫 例如 尹志 等脱 机制 超 2020） 扶 ， 了 扶 、以金融 贫 评估 精准 贷约为切入点 贫在破解信 束 拓

来 ， 了扶 ； （展家庭资金 面的作用 察 贫资 续性 薛刚源方 考 金的可持 2018） 扶 扶 ，以 贫先 志 扶 必扶贫 智

， 讨了 扶 对 力 ；视 论上探 精 贫 内生 展 有学者则从政 与为 角 从理 准 政策 贫困人口 发 动 的作用机制 还 策 机

制 方面强调优化 ，2020 扶 扶 力 力后 贫时代精 应由外部 内生 育年 准 贫政策 助 催动转向 动 培 （王雨磊、苏

，杨 2020）。

对 扶 ， ，述研究或 足于 精 路径的理 全 假设考察 策但上 立 准 贫实现 论阐述 或基于完 确定的 政 效果 主

长， 扶 未来 来于分 受 济增 而直接将 准 政 家庭 福利 态联系起 量要侧重 析 益家庭的静态经 精 贫 策与 状 化其

长 。 ， 来响的研究 此外 近年期影 则非常有限 鉴于 来气候变 的自然化带 ，灾 频发害 以及 对炎疫情新冠肺

经 的 响济社会发展造成 严重影 ， 一 ，如何在 确 步稳 与 高贫困家庭抗不 定的环境里进 定 巩固脱贫成果 提

力 对击 成 时期中国 决相 贫困的冲 能 为新 解 关键问题（燕继荣，2020）。基于此，本 力复原文引入
①
相关

概念与理论， 从试图 不确定性 讨角度探 中国 扶 对贫政策 贫精准 困 力家庭复原 的 响 机制影 及作用 。

力 来复原 概的 念 源于生态学， 心并在 学理 、 着广泛的应用工程学等领域有 （Phadera et al.，2019）。

本 沿文 用Barrett and Constas（2014） 力 义， 、结 困陷阱理 所界定的复 人 家庭或合贫 论 原 含 即个 者其他

对 力 力， 力 一 较 ，在面 压 或多重冲 避免陷入 困的能 该能 在 段组织 各种 击时 贫 当且仅当 时间内保持 高 就

。 术 对 力 力认 体受到冲 后 学 界 家 要源于复原 将 险 不为该主 击 是能够复原的 于 庭复原 的关注主 风 与 确定

， ， 长性纳入家 福利分析框 态反映家 或保 贫困的过程 度预测家 期发庭 架 能够动 庭摆脱贫困 持非 多维 庭

， 长 计 （展 为脱贫 效 设 的思路图景 从而 机制研究与政策 提供新 Cisse andBarrett, 2018）。

一 ， 扶 力？个 得 旨在 现 贫是否有助于 建 困 复原 如果值 深思的问题是 实 全面脱贫的精准 构 贫 家庭 答

， 扶 又 力 ？本案是肯定的 通过何种 困家 原 的提高呢 助中国家 金融调精准 贫 是 机制驱动贫 庭复 文借 庭 查

， 计 力， 讨 扶 对据 结合 量 贫 复原 从理 和 探 精 贫微观数 经济学方法测算 困家庭 论 经验两个角度 准 贫困家

力 影响庭复原 的 。与以往文 相献 比，本 三文 际贡献主 体现在以下的边 要 个方面：① 究视角上研 的创新。

小现全 成 康社会在实 面建 “ 一第 年目标个百 ” ， 长 ，的 键时期 贫困家庭 家关 围绕提高 期发展的目标 将

①
国外文献表述为“Resilience”，国内学者也有将其翻译为“恢复力”、“韧性”，本文按照廖敬文、张可云（2019）对该

词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中文辨析，选用“复原力”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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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扶 ， 讨 扶 ， 对引入 贫领 探 可持 性 成果及建立解 相 困庭复原 域 中国 贫政策的 续 可以为巩固脱贫 决 贫 的

长 。机制提供 论支持效 理 ②本文在文献梳理 ， 了 扶 力 ，的基础上 影响 家庭复原 的检验 精准 贫 贫困 机制

对于规范扶贫 义。策实施 指导意政 具有现实 ③本文 静 态两个角 综在研究方法上从 态与动 度 合考量精准

扶 ， 计 力 ， 了 对 力政策 施 济学方法构建 原 标 以往指标 系 复原 测度贫 实 的效果 借助 量经 复 指 弥补 体 有限

，点的缺 清晰 了扶展示 贫措施 现的实 过程，为 2020 扶年后 贫时代 。定相关政 提供经制 策 验证据

二、文献基础与机理分析

（一）文献基础

力 一 ，原 并不是复 个新的概念 早在 20世纪 70 ， 心 力生态学与 学 索复 的年代 理 领域便开始探 原 内

。 对 力 讨 了 ，复原 的 论从自 系 扩 社会发展 统 部分发展 地区政治涵与外延 之后 然 统 展到 系 中国家与 冲突

， 、 ，及气 济与健康的频发 以 候 经 冲击 使得许多 际救助国 组织 （ ） 力 （前 压 和在 事 事 ）后 冲击中重新

识认 到地区发展 。 ， 对 一 未 一 。一 义，问题 是 念的 定 分学者认为复但 现有研究 这 概 界 并 达成 致 种定 部

力 力 长 力。 力是 为 确保压 和 击不会产生 果的发展 是将 视为事后应原 行 主体 冲 期不利后 能 这实质上 复原

对 力， 力 一 ， 、 、出发点为 原 是 个 即个人 家 合能 其 复 潜在特征 庭 社区或其他集 单位为限制事前 险风 暴

（ 力 ） 冲击露 即压 源 或 成造 短 长期或 期不利 果后 对而培育的应 素要 。 ， 力此 将复原 的 析纳入由 学者 分

计 ， 本（ 、 力、 、 本） ，到可 架内 将福 资 即 人 自然 物质 会资 的函 以此持续生 框 利作为五种 金融 和社 数

来 力 对 ， 一 （考 原 在应 外 在 度方面多 过 认为 捕察家庭复 部冲击时的作用 指标测 通 组多维指标 被 是 捉复

力 ） 类 （ 子 ）来 （征 或聚 方法 如 分 识 观主体与 压相关的特原 的各种特 因 析 别微 抗 征 Quandt，2019）。

一 力 义于复原 的另 种关 定 则由Barrett和Constas（2014） ， ，出 着 福利标准结 合贫困提 重与 合 综

， ， 、 对脆 性与贫 论 将贫困 转 态识别 实 上 事中 以弱 困陷阱理 问题从静态分析 化为动 质 是从事前预防 应

三 ， 了 努力。 ，对 长面综合看待家 发 体 庭避免陷 贫困状态的 期发及事后恢复 个方 庭 展 现 家 入 因此 家庭

展的 为概 行分析研究多以此 念进 。例如，Phadera（2019） 计划比亚的畜 养殖转 点以赞 牧 移 为切入 ，考

了 对 力察 资 的产转移 家庭复原 长期 作用影响 。 ，在指 测标 度上 Cisse and Barrett（2018）将 力原上述复

一 计 ，概 转 方法念 化为 种 量经济学 力 ，并加入非 性 学 路径线 动 分析 对通过 利函数福 条件期望 差的和方

计， 双 布 ，估 结 设 将合 参数分 假 力复原 计估 为满足某种 利福 。标准的 件概率条 了弥补 贫困这种方法 陷

对 心 计 对方 他非常数 阶 及贫 脆 望和条件方差阱相关研究 异 差和其 高 中 矩的忽略以 困 弱性在估 条件期 时

， 较 未来 。非 性 的忽略 能 为全面地描 家庭发展线 预期 够 述与预测 状况与 图景

对 力 了 ， ， 一 ，现有 上述两种复 界定做 相 评价 认 有优缺点 将研究 原 的 关 为两者各 形成 致的观点是

力 力为行为主 的 灾后 建复原 视 体 综合能 更符合 重 的韧性研究，而Barrett and Constas 力 义于复原 的定关

长 、 （更 合 足 期发展 激 微观主体主 以解决贫 究符 立 家庭 发 观能动性 困问题的研 Barrett et al.,2020）。作

一 ，结果变量为 种 Barrett and Constas 义 力 力 了三 势。 一定 原 为评估 庭综合 重要优 第的复 家 能 提供 个 ，

力 ， 了一 ， 了福 配为前提 构 家庭 展 入 解家由于复原 以家庭 利充分分 它 建 个更全面的 发 图景 从而可以深

未来 。 二， ， 力 计 了庭在可 见 避 入贫困的 能性 第 与贫 相比 复原 用 前预 的 免陷 可 困脆弱性 的估 方法利 期

， 计 来 未来 ， 了 、跨时间方差 估 的动态 困结果 的状况 更 生 态的 根据 贫 预测家庭 明确地考虑 风险 态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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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三， 心 力反馈等 题 的影 第 核 是家庭福利 能 在 性路径动问 贫困可持续性 响 贫困陷阱理论的 可 存 非线

。 力 ， 了 ， 了对复原 的概念 根于贫困 虑 这 线性路径的 重要性 改 家庭学 与测度植 陷阱理论 考 种非 潜在 善

未来 。 一 对 尤 。 ， 大状 这 改进 于 线 其重要 已 研 比例态的预测 处于或接近贫困 的家庭 有 究发现 有相当 的

， （ 对 ） 了 一 。家 且不具弹性的 传 的 方法 如绝 困线 往往忽略 究契庭是脆弱非贫困 而 统 衡量 贫 这 点 从研

合度 准度 考虑以及测度精 方面 ，本 采文 用Barrett and Constas（2014）的 以及概念 Cisse and Barrett（2018）

力。提供 测算方 国家庭的的 法分析中 复原

（二）影响机理

扶 扶 扶 了 力 ， 扶于 方式的主 原 更多 整 式的多精准 贫不同 传统 贫 要 因在于精准 贫 地 合 行政 量 将 贫方

来， 了 扶 权 对样性与 困 庭 殊性结合 改变 以往高 贫事务易 位或 度不贫 家 的特 起 度出现的 出现责任缺 责高

称的困境， 扶 来贫与救济 显区别使 明 开 。扶 是贫不只 “输血”， 门而是多部 、多方式“ 血造 ”或“换风

水”（搬迁或 地异 就业）， 力（ 、苏 ，家庭 身 杨应当增强 自 的发展能 王雨磊 2020）。

，本 扶 对 力 。 一，基于此 文认 精 贫 家庭复原 积极影响主 两个方面为 准 贫困 的 要得益于 的培育 第 精

扶 了 。 计 一 ， 较准 贫 贫困家庭的 积累 由于 困家庭 且脆弱 贫 多提高 资产 贫 生 策略单 困家庭资产积累 取决

。 扶 力 三 ：外部支持 平 产积 提 主要体现在以 个 面于 水 精准 贫通过资 累 高贫困家庭复原 下 方 ①扶 助贫救

， 。 了 ，资金给 贫困家庭基 障其正常 这部 持起到 兜底 给贫困家 开展予 础支持 保 的生产生活 分支 作用 庭

了 。其 动提供 基他生产活 础生活保障 ② ， 扶收 续性方面 准 困家 的在增 的可持 精 贫重在拓展贫 庭 收入渠

。道 截至 2020年 10 ，月 全国建档立 贫卡 困户 ，中 90% 了 扶 扶上得到 产 贫和就业 贫以 业 的 ，支持 2/3

上以 来的家庭收入 源于 ， ，出务 产业脱贫 工 收入和生 经营性 上升 转移外 工和 资性 产 收入占比 性收入占

，下比逐年 降 了 长提高 贫困 庭 性从而 家 资产积累的 效 。③ 扶 了 ，精 贫 信贷可获得性准 增强 贫困家庭的

头 了扶源 保 资金的从 上 证 贫 “活水”， 了为贫困家庭 的价值链 启动融入更高 的活动提供 资金（尹志超等，

2020）。 力 对 力复 点关注遭 打击后 应 贫困的原 重 受 贫困家庭 能 ，丰 对在 冲击时能厚的资产积累 面 外部 够

起到“软垫效应”， 对 。 二， 扶 了 力 本免意 情 损伤 第 精准 贫 育 困 的人 资避 外 况 家庭经济造成 培 贫 家庭 。

昉（蔡 2020） ，长 来 ， 力 本 、 、出 期 看 人 资 预防因病 阻断 代际传递 缓指 的积累是 致贫和返贫 贫困 解相

对 力， 也 一 长 长 。贫困的内 动 同时 或地区实 要 玛蒂亚生 是 个国家 现 期经济增 的重 源泉 阿 · 也森 贫将 困

本 力 ， 力 力能 的 剥 人口能 不足的 要 因 健康和教 缺失造成的视为基 可行 被 夺 认为造成贫困 主 原 在于 育 人

本 （资 低下 Sen，2013）。 扶 对 力 本 ，精准 贫 人 要集 健康和教育 并发展出 康脱贫资 的关注主 中在 方面 健

， 义 ， 本贫 通过医 教 以及转移 付 贫困 群和教育脱 保相关政策和 务 育工程 支 系统 保障城乡 人 享有基 医疗

。 了 长 力，与教育服务 这 项 策 论界证明 著提高 贫困 发展能 具 收的卫生 两 政 被理 显 家庭的 期 有增智与增

双 应重效 （汪德华等，2019；黄薇，2017）。 力 本而人 资 的 高不仅 提高劳动提 能够通过 生产率增强贫困

， 对 ，家 的可持续 还 突发 部 自身技能降低 失 速 到原庭增收 性 能够保证其面 外 冲击时灵活运用 损 迅 恢复

有状态（程玲，2019）。因此，本 扶 力 本文 贫的实施 贫困 的人 资 并最 使贫认为精准 有利于培育 家庭 终促

力 。困家 复原 提庭 高

三、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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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

本 来 大 心数据 自西 庭 查与研究 于文使用 南财经 学中国家 金融调 中 2011~2017 内开年在全国范围 展

。 本的 融调查 该数据 覆 全四轮中国家庭金 样 盖 国 29 （ 、省 自治区 辖市个 直 ）， 、在人口 性别年龄结构

、 计 一 ， 较 （ ，特征 例等 方面与国家 调查数据 致 具有 性 甘犁等城乡人口比 多个 统 局 相 强的代表 2015）。

数 得性的考基于研究问题及 据可获 虑，本 对文 CHFS 本 下处初始样 进行如 理：①匹 面配家庭与户主层

；的数据 ② 本；剔除 要 关 缺失的样主 相 变量 ③ ， 本 三虑到滞后期 四年样 合 面的考 的加入 将 并成家庭层

。 ，衡面板数据 上述处理 终获得期平 经过 最 2746 本，户家庭样 8238 。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1. 扶 。精准 贫政策 扶 扶 ， 扶精 策体系内 多 个贫 家 性由于 准 贫政 含 种 贫措施 且每 困 庭得到的帮 异质

较 ， （强 借鉴尹志 等超 2020） ，本识 法 文以家 是否为建档的 别方 庭 立卡户
①
来 义定 扶精准 贫。由于精

扶 策实 时点为准 贫政 施的 2014 ，年 如 家庭在果该 2014 ，年 后被识 立卡户 则以 别为建档 赋值为 1（处

理组）， 之反 则为 0（对 组照 ）。

2. 力。复原 本文 于基 Cisse and Barrett（2018） 计 力， 了学方 测 照提出的 量经济 法 算家庭复原 并参

Vaitla（2020） 。 一 计一在不同情景 的 用 估 阶中 应 第 步 Markov过程
②
， ：体模型设定具 如下

, 1
1

k
j

it Mj i t M it Mit
j

W W X  


   （1）

（1）式将t时刻的福利指标 itW 一为前建模 期 1t  刻的福利时 , 1i tW  。的 式函数多项 ，同 加入时

其 量他特征变 itX 扰以及随机 动项 Mit 。下标M ，期代表 望方程 j 心 。代表高阶 距中 的阶数 ，此外

虑到 重 论的典型考 多 均衡贫困陷阱理 S形动态 ，本特 文征 将 k 值为取 3（Barrett et al.，2006）。

，其次 用随机误差利 项 Mit （假设 即零均值   0MitE   ）, 计估 家庭i在时间t的条 望的预测件期

：值

  
1 , 1 , 1

1
, M j

k
j

it Mit i t it i t it
j

E W W X W X   


      （2）

，用再次 V ，表示方 方程 参差 照 Just and Pope (1979) 和 Antle (1983) 一 心 来阶中 距的使用 残差 估

计二 心 ：程阶中 距方

①
原因在于精准扶贫工作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信号系统，信号端是建档立卡，将贫困人口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和生产生

活信息等的数据整合，同时通过端口对接、数据交换等方式，实现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信息与户籍、教育、健康、就业、

社会保险、住房、银行、农村低保、残疾人等信息有效对接。

②
估计一阶Markov过程，既有概念上的原因，也有经验上的原因。从概念上讲，滞后变量是必要的，以使上一期的福利

对未来的影响能够持续下去。同时，福利（如财产）是一个状态变量，它总结了先前所有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只加入滞

后一期就足够了。从经验上讲，加入多个滞后期将会减少可用于分析的面板数据轮数，所以使用滞后一期既保证了样本

容量，又可解决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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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

1

k
j

Mit Vj i t V it Vit
j

W X   


   （3）

， 循零均值 设同样 遵 假   0VitE   ，家庭i在时间t ：条件 差 为的 方 的预测值可表示

  
2 , 1

1
Vj

k
j

it Vi t it
j

W X  


  （4）

如果假定 , 1i tW  布的分 ， 来可 用 条件期望 条件方差的 述家庭以 上述 和 预测值 描 i在时间 t的福利

itW 布。 布 计 对的分 分 函数形式 估 可以实 家庭福 时期的条 和假设 和矩 现 利在特定 件概率密度函数 相关

互补累积 度的 密 函数 计，的估 本文 来 计它 估 庭用 家 i在时间t 个标准化最低内达到某 利福 准 率标 的概 。

遵循Barrett and Constas（2014）框架，将 力复原 （

it ） 义定 为家庭i 间在时 t内的福利 标准高于某个

阈值（W） 。概率的 ：具体方 定如下程设

         1 2; , , ,Witit it itit it it it itP W W F W W X W X     （5）

，本 （ 对 ） 。借 测算贫 的经验 文 额 为福利的 量鉴 困脆弱性 以家庭人均消费 取 数 作 衡 指标 由于家庭

必消费 须额 保持非负，本 家庭福利变量文假设 itW 布从 松服 泊 分 。将 2015 布年世界银 发 的人均日行 消

费1.9 阈标准作为美元 值W， 对 年份 率与消费者 指数将其 算并利用 应 的汇 价格 折 成2011年 据的可比数 。

义 （使用广 线性模型 GLM）对 大 计。件 条件方差 程上述条 期望和 方 进行最 似然估

3. 。控制 量变 ，本 ： （ 、引入如下控制 量 庭 变量 家庭 收入 家庭人根据已有研究 文 变 家 特征 总 口规

模、 产负债比资 、贫困脆弱性、地区 变量虚拟 ）、户主特 量征变 （年龄及 平方项其 、婚姻状况、受教育

、年限 风险偏好
①
、 、自 业 是否使 信是否 营工商 用 用卡）。 ，此外 Manyena andGordon（2015） 脆认为

力 对 ， 一 ，弱 和 立范畴 而是有 的 关性 复原 不是简单的 定 相 性 力。考虑脆弱 就无法理解 性不 性 复原 脆弱

是 力 本复原 的 体， 一使 个 得因此要 人变 力富有复原 ， 必 承认就 须 他 本 。根 是脆弱上 的 本 基于文同样

Chaudhuri et al.（2002） 计的估 方法测算脆弱性， 樊并借鉴 丽明、 垩解 （2014）设定的 50%阈 来值 识别

， 一 二 。并将 转 量作为外部冲 的 别脆弱家庭 其 化为 个 元离散变 击 识 变量

由表 1 ，本 本可知 分析的全样文 共有 2746 ，庭 其中建户家 档立卡户 264 。 困户 庭复原户 贫 的家

力、 、 本 ， 较 ， 较 ，家庭 家庭消费 全样 户 且具有 高 贫 贫困特征收入 与 相比 均 低 的脆弱性 这说明 困户的

。 ， 较 、 大、 小 ，在 外 贫 户 限 短 年龄偏 家 规 偏 征 说明贫存 多维性 除此之 困 还具有受教育年 庭 模 的特 困

禀 力 本 较 。户在资产 赋 面处于 低与人 资 方 的水平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名称变量 义定变量 本全样 贫困户

值均 标准差 值均 标准差

①
风险偏好通过如下问题测度:如果您有一笔钱，您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选项为：1．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2．略

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3．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4．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5．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我们根据选项1到 5依次将变量风险偏好赋值为 5、4、3、2、1，该数值越大表明越偏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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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原家庭复 （利用公式 5）测算 0.567 0.086 0.426 0.102

户主年龄 ， ：户 单位 岁主年龄 52.021 12.953 56.231 10.236

户 年主 龄平方 龄的 方户主年 平 除以 100 31.523 14.808 33.652 12.226

况户主婚姻状 ，户主若已婚 值取 为 1； ，反 取之 则 0 0.887 0.317 0.796 0.298

户主受 育年限教 计根据 育年限 算户主受教 7.793 3.954 6.231 2.360

好户主风险偏 按 的风险偏好 取值户主 程度 4.520 1.229 4.823 1.362

贫困 弱性脆
基于Chaudhuri et al（2002） 计 法的估 方

测算
0.368 0.582 0.563 0.328

是否自营工商业
，庭 事工商业 产家 是否从 生 经营项目 否

=0，是=1
0.150 0.357 0.082 0.025

是否 用使 信用卡 办理信用卡消费家庭是否 ，否=0，是=1 0.123 0.328 0.073 0.053

庭 规模家 人口 家庭 人数总 4.581 1.668 3.528 2.024

家庭总收入
一过去 年的家庭 总收入加 1， 后取然 自

对数然
10.288 1.189 9.027 2.015

家庭总消费
一庭过去 年 总消费家 的 加 1， 自然后取

对然 数
9.463 1.052 9.057 2.967

资产负债比 负 家庭总资家庭总 债除以 产 0.343 6.864 0.421 0.201

东是否位于 部 否=0，是=1 0.382 0.020 0.279 0.127

是否 于位 中部 否=0，是=1 0.325 0.102 0.312 0.203

于西部是否位 否=0，是=1 0.293 0.125 0.409 0.315

观 值测 本板 匹配后的 量面 数据 样 8238 792

截面数 本每期样 量 2746 264

（三）模型设定

1. 准回归基 。 本 扶 对 力由 准 贫 家庭复原 的于 文考察精 贫困 影响， 扰最为重要 是排除 干的 其他因素 。

本 双 来 扶 对 力 。 ：为此 文 验 贫困家庭 原 具体 型选用 重差分法 检 精准 贫 复 所产生的影响 模 设定如下

0 1 2 3 4it i t i it ity treat time treat time X            （6）

（6） ，式中 ity 力家庭复原 变量为 ， itreat 。是 为 立卡户为 否 建档 ttime ，识 政策实施年别 精准

扶 布 （策颁 后的贫政 年份 即 2014 后年以 ）， =1ttime ； ，反之 =0ttime 。 i ttreat time 系数的 1 表

扶 对 力示贫 庭在精准 政策实 于非贫困 变困家 贫 施期间相 家庭复原 的平均 化。 itX 他控制变为其 量。 it
扰 。本为 注的 参随机 动项 文关 是 数 1 ，如果 1 ，可以推断显著为正 2014 来， 扶年以 准 政 推精 贫 策的

行在贫困 力 。家庭复原 培 有效的育方面是

2. 。机制分析 对 ， ：机理 部分提出的 传导机制 行实证 如下中介上文 分析 两条 进 检验 构建 效应模型

0 1 2it i t it ity treat time X        （7）

0 1 2it i t it itM treat time X        （8）

0 1 2 3it i t it it ity treat time M X          （9）

： ， 计 （应 检验思路 下中介效 模型的 如 首先 估 方程 7）（ （体设 与具 定 方程 6）一致），在变量

i ttreat time 的系数 1 显著的基 上础 ， 一 计步 程进 估 方 （8）、（9）。 itM 本 心为 文关 中介因素的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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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8）中系数 1 和方程（9）中系数 1 ，著为 明都显 正 说 扶精准 贫通 介变量过中 itM 作 于用 家庭

力复原 。 三 计个方程依 的上述 旧按照基准回归 估 方式（双重差分法） 计相估 关参数，若方程（9）系数

2 著显 为正，说明 itM 了 分中介效应发挥 部 ；若 程方 （9） 数系 2 著不显 ，则说明 itM 了挥 完全中发

介效应。同时，如果方程（8）中系数 1 程和方 (9)中系数 1 少 一至 有 个不显著， 一 对需要进 步 系则 针

叉数交 项 1 1  进行 Sobel ， 计 ，验 若统 量 效检 显著 则表明中介 应存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家庭复原力的基准回归结果

扶 对 力精准 贫 贫 家 回归 果困 庭复原 影响的 结 见表 2①
。 （第 1） 了 、制时间 个体固 效列给出 控 定 应

扶 对 力 。 ， 力后 贫 贫困家 复原 的影响 贫困家庭 系数精准 庭 结果显示 复原 的回归 为 0.073。 （第 2）列在

（第 1） 了 ， 本 ，列基 加入 控制 量 回归 变 回归系础上 变 结果基 不 数为 0.075， 扶 策 贫即精准 贫政 实施使

力 了困家庭 复的 原 提高 7.5%。 计 本一个估 果上述两 结 基 致， 一果具有 定的稳 性表明回归结 健 ， 明说 精

扶 了 力贫显著提 贫困家庭的准 高 复原 。对 结果上述 ： 一，的解释为 第 扶贫精准 对通 档立卡过建 贫困家

长 扶， 子 扶 、的生活状 实施 期 制帮 通过 致 合运用产 贫庭 态 监测与定 结合各个家庭的 贫因 综 业 转移支付

了 ， 了 ，段降 家 家庭经济发展 潜 障等手 低 庭下行风险 消除 的 在 碍 够能 长在稳定 庭收入增 的家 同时增强

力贫困家庭 冲击抵御风险与 的能 ， 力提高贫困家 原庭复 。 二，第 长 ， 扶 扶 长期而 精准 贫 效言 注重 贫的

，性 通过提高教育水平、 、 扰、 本除 营养不良 服 教育 健免 饥饿和 克 疾病困 维持基 和 康保障， 了增强 贫

家庭困 的 力 本人 资 ，保 贫 家障 困 庭 对 ，面 不确定 外部环境时 主观能动在 的 能够发挥 性 了 陷入降低 重新

的可能性贫困 。 三， ， 扶 计、第 策角度看 准 贫是 层设 地方 共 的从政 精 由中央顶 政府与社会各界 同参与

，扶 ， 计 ，制度改 贫 参与 特 贫困家庭生 的 样 拓 困家庭的革 措施具有多方 的 征 能够显著增加 多 性 展贫 社

， 力 。会安全网络 困家庭复有助于贫 原 的构建

表 2 精准扶贫对贫困家庭复原力的影响：双重差分法

量变 （1） （2） （3）

i ttreat time 0.073*** 0.075*** —

（0.004） （0.002） —

2013yearitreat  — — 0.062

— — （0.045）

2015yearitreat  — — 0.052***

— — （0.008）

2017yearitreat  — — 0.107***

— — （0.023）

控 量制变 否 是 是

本样 量 8238 8238 8238

R2 0.300 0.322 0.282

①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未予汇报。读者如有需要 ，可向本文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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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括号内为 准误标 ②***表示在 1% 著性水平的显 上通过检验。

（二）动态效应及平行趋势检验

双 计 一 对 势 ，分 满足 致性 前 照组 足 没有政策干预重差 估 结果 的 提是处理组和 满 平行趋 假设 即在 的

， 对 势一 。 ， 扶前 下 变量在处 组和 照组的 此外 基准 映的 准 贫政策实提 结果 理 发展趋 致 回归结果反 是精

对 力 ， 。 ，本困家庭复 的平均 并没有反 点 影响 为此 参施 贫 原 处理效应 映政策在不同时 的差异 文 考

Jacobson et al.(1993) ，研究 构研发是事件 法 建如下模型：

2017
0 1 2 3 42013it i i it ity treat treat time X           （10）

（10） ， 扶以精准 贫政策 施 年式中 实 之 后的 2015 ，年为基准年 1 表示 2013年、2015年、2017

年三 计 ，年的估 值 义 （其他变量定 与模型 6）一 。致

由表 2 （列 3） 2013itreat year ，系数可知的 扶精准 贫政策实施前，贫困 力家 于没受到庭复原 由

， ， 本 较显 文 好政策干预 结果不 著 说明 地 了 ， 较 。控 其 得到 结 可以制 他因素的影响 的 果 为稳健 从结果

， ， 扶 对看出 随着 间 移 贫政策时 推 精准 贫困 力 ，家庭复原 的 加强影响逐渐 扶说明 的推精准 贫政策 行过

。程是不断深 修正的过化与 程

（三）稳健性检验

1. 阈更换贫困线 值。 阈文使用的 银 出的人均 天上 贫困线 值是世界 行所提 每 消费 1.9美元，本 换文更

人 纯均 收入 2300元 布行公 的人均日 费和世界银 消 3.1 元美 作为 阈贫困线 值， 力新测算家庭重 复原 ，并

（行方程运 6） 。的基准回归 表 3 了 阈 力给出 新贫困线 值 的家庭复 作为因 归结果按照 测算 原 变量的回 ，

本 较 。说 为明 文的基准回归 稳健

表 3 更换贫困线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量变 （1） （2）

i ttreat time 0.070*** 0.073***

（0.005） （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本样 量 8238 8238

R2 0.302 0.315

：注 ① ；内为 准括号 标 误 ②***表示在 1% 性水平的显著 上通过 验检 。

2. 生 理内 性处 。 扶 对 力要获得 准 贫政策 贫 原 的精准 除其 策因素的作精 困家庭复 影响需要排 他政 用。

双 计 对 择 ，且 重差分 估 政策 设处理组 机 到建档立 户并 法 效果时假 与 照组的选 是随 的 考虑 卡 是综合多方

来 ， 计 本 择 。 ，本家庭 征 量分析中可能 在 选 题 基于此 使用倾向得面 特 评定出 的 在上述 存 样 的问 文 分匹

双 差分法配 重 （PSM-DID） 一进 家庭 贫困家庭的 性步加强贫困 与非 可比 ，对 扶精准 贫 基准回的 归结果

行稳健性进 检验。本 匹文使用两种 配方法，表 4第（1）列为 1比 4最近邻匹配，第（2） 为核 配列 匹 ，

核匹配带宽选取 0.01。从 PSM-DID 计 ，的估 结果可 看以 出 i ttreat time ，的 系数显著 正 且与交互 为 表

2 小， 对 扶 力 计较 。的 差别很 说 贫政 建贫困家庭 的估 为稳回归结果 明前文 精准 策构 复原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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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SM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变量 （1）最近邻匹配 （2）核匹配

i ttreat time 0.081*** 0.079***

（0.004）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本样 量 8238 8238

R2 0.084 0.165

：注 ① ；为标准误括号内 ②***表示在 1% 平的显著性水 上 过通 检验。

五、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家庭复原力的路径与机制分析

（一）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家庭复原力的路径分析

力 计 ， 力 长 ，一 ，二 大程可知 复原 增 两 途 家庭消费 件期望上升 费由复原 估 方 的 个 径 是 条 是家庭消

阈于设定 方差的 值时条件 下降。为此，本文借鉴 Phadera（2019） 法的方 ， 双按照基 回归设准 定的 重差

， ，分法和事 释 别换为家 消 预测 与 值 以检验件研究法 将被解 变量分 庭 费条件期望的 值 条件方差的预测

扶 对 力精准 贫 家 原 的作用 径贫 困 庭复 路 。由表 5可知， 扶 对 庭消费条 响显 正精准 贫 家 件期望的影 著为 ，

对 。 ， 扶 了 对 ，又 了而 条件方 影响显著 负 这说 既增加 贫 的 低 家差的 为 明 精准 贫 困家庭 福利水平 预期 降

。 也 ， 大 势， 扶庭福 的 效应 示 政策效果呈现 渐 的 明精准 贫利 波动程度 动态 显 出同样的结果 且 逐 增 趋 表

了 ，又 了 ， 扶促进 贫困家 动的速度 流动 波动 即精准 具有效性 持久性既 庭向上流 降低 其向上 时的 贫兼 与

， 长 ，加贫困家 时 挥 效作用 不 下能 促特征 在增 庭福利水平的同 能够发 在 确定性的情况 够 进其福利稳定

长，长 来 了 。期 看降低 家庭 入 困 的概率增 陷 贫 陷阱

表 5 精准扶贫影响贫困家庭复原力的路径

条 期望件 条件方差

i ttreat time 0.523*** -0.326**

（0.141） （0.152）

2013itreat year 0.256 -0.092

（0.195） （0.159）

2015itreat year 0.351*** -0.402**

（0.132） （0.173）

2017itreat year 0.426*** -0.331**

（0.156） （0.131）

量控制变 是 是

本样 量 8238 8238

R2 0.452 0.363

：注 ① ；为标括号内 准误 ②**、***分别表示在 5%和1% 显著性水的 平上通过检验。

（二）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贫困家庭复原力的机制分析

1. 扶 力。贫通过资 家精准 产积累提高贫困 庭复原 一 ，本为检验这 导 文将 庭传 机制是否成立 家 总资



精准扶贫与贫困家庭复原力

- 11 -

产
①

。 ，中介效应模型 方 分 表纳入上述 为 便 析 将 2 （第 2）列的 归结果添加回 到表 6 （第 1） 。表列 6

（第 2） ， 扶 了 。列结 贫显 高 贫困家庭 产积累 从果显示 精准 著提 的资 表 6 （第 2）、（3） ，列可以看出

策变量政 i ttreat time 对中介变量 itM 力 计 ，变 的估 系数 显 产积 在和被解释 量复原 均 著为正 表明资 累

扶 力 了贫困家庭复原 传 路 起到 部分 介作用精准 贫通过提高 的 导 径中 中 。且 Sobel 计统 量在 1% 计水的统

平上显著， 一 了中介进 步证明 效应的 。存在

2. 扶 力 本 力。精准 过人 资 提 贫困家贫通 高 庭的复原 ，本 对按照检验 应 文 人资产积累中介效 的逻辑

力 本（ ） 。 （资 健 和 应进 检康 教育 的中介效 行 验 参照程名望等 2016） ，的做法 用户主 健 状的 康 况
②
和

力家庭劳动 教育年限的受 均值分别 。衡量健康 由表与教育水平 6 （第 4）、（5）、（6） ，可以看出 政列

量策变 i ttreat time 对中介变量 itM 力 计 ， 力 本和被解 原 的估 系 明 精释变量复 数均显著为正 表 人 资 在

扶 力 了准 贫通 提 原 的 导 中介作用过 高贫困家庭复 传 路径中起到 部分 。同样， 保 研 论的稳健为 证 究结 性，

构建Sobel 计 ，统 量 考察 1 1  ， 了著 结果证是否显 明 中介效应的 。存在

表 6 精准扶贫影响贫困家庭复原力的机制检验

产积累资 力 本人 资

（1） （2） （3） （4） （5） （6）

i ttreat time 0.075*** 0.291** 0.072*** 0.075*** 0.634*** 0.067***

（0.002） （0.142） （0.006） （0.002） （0.120） （0.009）

资产 — — 0.263 — — —

— — （0.301） — —

健康 — — — — — 0.286

— — — — — （0.213）

i ttreat time — — — 0.075*** 2.314** 0.103***

— — — （0.002） （1.021） （0.001）

教育 — — — — — 0.187

— — — — — （0.149）

制变量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oble 计统 量 — 0.857*** — — 0.334***/0.415** —

— （0.151） — — （0.056）/（0.203） —

本样 量 — 8238 — — 8238 —

R2 0.256 0.337 0.294 0.276 0.243 0.275

：注 ① ；标括号内为 准误 ②**、*** 别表分 示在 5%和1%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 验上 检 。

①
家庭总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经营资产、工商业经营资产、土地资产、房产、车辆资

产、其他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社保账户余额、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衍生品、理财、外币资产、黄金、

其他金融资产和借出款。

②
具体使用问卷中“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1.非常不好；2.不好；3.一般；4.好；5.非常好”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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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脱贫成果如何巩固与稳定 ， 扶提高 政 可 性贫 策 持续 ，是新时 反贫困工作 的问题期 亟需关注 。为此，

本 力 ，概念 论引入反贫 析框架文将复原 与理 困分 双运 重差分用 法检验 扶 对 力准 贫 贫困精 家庭复原 的影

响及 。制 研究发作用机 现， 扶 了 力， 力精 贫困 庭 后贫困家庭的 原准 贫有效提高 家 的复原 政策实施 复 提

了高 7.5%。 时间推移随着 ， 扶准 贫政策效 强精 果逐渐增 ， 三政策实施后的第 年， 力贫困 复原 提高家庭

了 10.7%。 ，对 扶 ， 扶同 准 贫的作 效果进 机制分析 有 持久性特时 精 用 行路径与 发现精准 贫兼具 效性与

， 力 本 了通 产积 和 径静态提升 贫 家征 过提高家庭资 累 培育人 资 两条路 困 庭的 力，并从动态 度增复原 角

了 ，长 。加 贫困 流动的速 于降 庭陷入贫困 的概率家庭向上 度 远上有利 低家 陷阱

基 上述研于 究结论，本 得到如下文 政策启示。 一第 ，2020 的 工作年后 反贫困 力应关 家注 庭复原 的

。 长 ， 来 ， 扶以保 家 出发点 着重解 收 源 持续性 通 产业 贫项目构建 障 庭收入持续增 为 决 入 的可 过 与信贷

，持 增强贫支 困人口就业的稳 与创业定性 的 。 二， 对 扶韧 针 低收入 口的帮 注家庭资性 第 人 政策应关 产

力 本 。 ， 扶 ， ，升 帮 过程中 应 准 要 加 多维资产积累与人 资 提 首先 在 不 只以收入为标 更 关注低收入家庭

， ， 、组合 况 重 注非收入 困但具有脆 庭 通过金 转移 式增加贫困状 并 点关 贫 弱性的家 融支持 资产 等方 家

庭的 。 ，对 力 本 ，资产积 其次 人 应基于贫 关 入家庭中 年累 资 的提升 困陷阱理论 重点 注低收 成 人的健康

儿 。 ， 力 对与 童 教 保政策实施的 时 过 组织等社 量 贫困家庭问题 的 育问题 在配合医 同 通 公益 会 进行健康

， 。监测 例如定期体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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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 and PoorHouseholds’Resilience

LI Han LUQian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icro panel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from 2011 to 2017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poor families. Firstly, the family resilienc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onlinear dynamics theory. Secondly,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resilience of poor

famili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e resilience of poor families has increased by 7.5%. The above results remain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of dynamic effect show tha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policy effect has

gradually enhanced. In the third year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resilience of poor

families has increased by 10.7%.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characterized by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From a static point of view,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can promote resilience mainly through improving

family asset accumulation and cultivating human capital. From a dynamic point of view, the policy can steadily increase the upward

flowof poor families,which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families falling into the poverty trap in the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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