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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南平市９个村的２５０份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出福建省造福工程的扶贫瞄准

精度值为７８．２％。运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影响扶贫瞄准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扶贫信息的公开度、农户对政策认知程度、扶贫资金的多寡程度是影响福建省造福工程扶贫瞄

准的显著性因素。最后，从建立公平公正的扶贫瞄准机制、做好扶贫工程信息公开，加大扶贫

政策宣传力度、适当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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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以政府

为主体的大规模扶贫工作进行了近３０年，经历了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演变过程。十

八届五中全会中，“精确扶贫”一词在短时间内被

反复提及，充分彰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提高扶

贫瞄准精度 重 视，提 高 扶 贫 瞄 准 精 度 的“精 确 扶

贫”成为了国家综合扶贫政策的最新表述、最新思

路和最新标准。２０１５年５月，习近平在浙江座谈

会上指出，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工作，确
保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如期脱贫，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而在 这 个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时 间 节 点

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

区。而造福工程政策是福建省扶贫开发政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形式，
是适应新形式下工业城镇化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扶贫方式。

　　二、福 建 省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瞄 准 精 度 及

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３月 对 福 建 省 南

平地区的井窠村、西芹村、南洲村、长建村、坑布村

等９个村的２５５个农户实地调研。这９个村都是

由其各自下属若干自然村组成的，以农、林、蔬、果
类为该村居民主要经济来源的村落，因而人均收

入不高，且其位于山区交通不便，下属自然村分布

零散，因而是省造福工程实施的重点地区，而我们

进行调查的村落是接受造福工程搬迁后的村民居

住的新村。对回收的问卷按要求进行筛选，最终

确定有效问卷为２５０份，其中，男性１３３人，女性

１１７人；文盲 的 占３．６％，小 学 的 占３０．８％，初 中

的占４９．２％，高中的占１３．２％，大 专 及 其 以 上 占

３．２％。样本数据的详细相关信息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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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有效数据的基本信息

性别 男 女 小计

样本数 １３３　 １１７　 ２５０

占比／％ ５３．２　 ４６．８　 １００

年龄 ２０－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５９　 ６０－６９ ≥７０ －

样本数 ２１　 ３２　 １２７　 ５１　 １２　 ７　 ２５０

占比／％ ８．４　 １２．８　 ５０．８　 ２０．４　 ４．８　 ２．８　 １００

文化程度 文盲（０） 小学（１－６） 初中（７－９） 高中（１０－１２）　　大专及上（＞１２） －

样本数 ９　 ７７　 １２３　 ３３　 ８ － ２５０

占比／％ ３．６　 ３０．８　 ４９．２　 １３．２　 ３．２ － １００

家总人口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

样本数 ７　 ４３　 ７９　 １０１　 １１　 ９　 ２５０

占比／％ ２．８　 １７．２　 ３１．６　 ４０．４　 ４．４　 ３．６　 １００

劳动力 １　 ２　 ３　 ４　 ５ － －

样本数 ７３　 １０７　 ３１　 ３３　 ６ － ２５０

占比／％ ２９．２　 ４２．８　 １２．４　 １３．２　 ２．４　 １００

　　（二）农 户 参 与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的 意 愿

分析

　　１．农户对于造福工程的认知情况

本研究中关于农户对造福工程认知情况的调

查显示（见表２）：５４．８％的 农 户 对 于 造 福 工 程 有

基本的认知，非常了解造福工程的农户占被样本

总量的３８．８％，这说明大部分农户对于造福工程

的认知停留在 初 级 阶 段，且 依 旧 有４．４％的 农 户

尚不了解造福工程。今后如想提高造福工程的瞄

准精度，仍需政府努力扩大宣传，增进农户对于造

福工程的认知程度。
表２　农户对于造福工程的认知情况

选项 频率／次 百分比／％

不了解 １６　 ４．４０

一般了解 １３７　 ５４．８

非常了解 ９７　 ３８．８

累计 ２５０　 １００

２．农户对于有无参与造福工程扶贫的必要的

认知

本研究中关于农户参与造福工程扶贫必要性

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３）：样本量的８５．６％的农

户都认为有必 要 参 与 扶 贫 工 程，仅 有６．０％的 农

户认为没有必要参与造福工程的扶贫，尽管大部

分农户不是非常了解造福工程，但是农户依旧渴

望参与到扶贫工程中。可见，农户对于扶贫工程

需求意愿较高，广大农户已经意识到参与到造福

工程将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表３　农户对于有无参与造福工程扶贫的必要的调查结果

项目选项 频率／次 百分比／％

有 ２１４　 ８５．６

没有 １５　 ６．０

无所谓 ２１　 ８．４

累计 ２５０　 １００

　　（三）扶贫瞄准精度测算

把扶贫受众的群体即贫苦户界定为家庭年人

均纯收入低于２　７３６元且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居

民户（家庭人 均 纯 收 入２　７３６元 为 福 建 省 贫 困 户

标准线）。以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２　７３６元为

界定线对所调查的样本进行分析，通过对这９个

村的新村居民进行随机调查，以接受搬迁的时间

为基础统计出这几个村的农户在接受搬迁前的各

自家庭人均收入，并与福建省贫困线相比较，得出

造福工程在瞄准和确定贫困户在结果是否有误差

和其相应的误差值，即是否有做到“扶真贫”；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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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统计接受搬迁后的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来得

出直观的贫困户家庭条件的改善情况，并与接受

搬迁前的家庭人均收入作比较，得出造福工程在

瞄准和确定贫困户的需求的结果是否存在误差和

其相应的误差值，即是否有做到“真扶贫”满足贫

困户需求。根据问卷显示，在随机抽取 的２５０家

接受搬迁的农户中被确定为贫困户，即搬迁前家

庭人均收入不足贫困线２　７３６元只 有１９３家，有

５７户并非真正的贫困户，但是他们却参加了扶贫

项目，接受扶贫资金，因而我们统计出瞄准贫困户

的精度就为７７．２％，误差值为２２．８％，也 就 是 说

有２２．８％的接 受 搬 迁 的 农 户 因 为 种 种 原 因 享 受

到了本不属于自己的政策福利，损害了社会公平；
同时，在１９３家的贫困户中，通过对比搬迁前后的

收入增长，绝大多数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同比增长

５０％以上，有１４７家的贫困户借此脱离了贫困，因
而我们统计出造福工程对贫困户真实需要的瞄准

精度达到了 一 个 较 高 的 水 平，达 到 了７８．２％，也

就是说在满足贫困户需求的方面，造福工程的实

施手段见效时间快且效果显著，有一定效率但是

离实现全部脱贫仍然有一些困难要克服。

　　（四）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造福工

程扶贫瞄准影响因素分析

　　１．指标选取

在经过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我们通过 分 析 各

位专家针 对 扶 贫 工 作 的 瞄 准 问 题 所 提 出 来 的 论

点，总结出以下６点 指 标，分 别 为Ｘ１—接 受 造 福

工程后的就 业 难 度、Ｘ２—信 息 公 开 度、Ｘ３—程 序

复杂程度，Ｘ４—政府实施力度、Ｘ５—政策认知度、

Ｘ６—资金多寡程度。

２．研究假说

假说１：贫困 户 在 接 受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搬 迁 后

的就业难度与造福工程工程瞄准精度呈负相关，
即贫困户在搬迁后的就业难度越高，真正的贫困

户就越不想参加造福工程，瞄准精度也因此降低。
假说２：信息 公 开 度 与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瞄 准 的

精度呈正相关，即在造福工程在瞄准和实施过程

中的透明度越高，越能增强贫困户信心，越能使得

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到造福工程中，瞄准精度因此

也就更高。
假说３：参与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过 程 的 程 序 复 杂

程度与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的精度呈负相关，即程

序越复杂，扶贫瞄准的精度就越低。

假说４：政府 实 施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瞄 准 的 力 度

与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的精度呈正相关，即政府实

施的力度越大，瞄准精度越高。
假说５：贫困 户 对 造 福 工 程 的 扶 贫 政 策 的 认

知程度和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精度呈正相关，即贫

困户对造福工程的扶贫政策越了解，就越容易被

正确地瞄准。
假说６：实施 造 福 工 程 的 资 金 的 多 寡 程 度 与

造福工程的瞄准精度呈正相关性，即用于实施造

福工程瞄准的管理成本和扶贫资金越多，扶贫瞄

准精度就越高。

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构建

根据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的 定 义，在 影 响 造 福

工程扶贫 瞄 准 精 度 的 影 响 因 素 分 析 的 回 归 方 程

中，将因变量即影响造福工程精度的影响因素，记
为Ｙ（当Ｙ＝０时，造 福 工 程 扶 贫 瞄 准 精 度 低；当

Ｙ＝１时，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精度高）；将自变量即

接受造福工程扶贫之后的就业难度、信息公开度、
程序简易程度、政府实施力度、政策认知度、资金

多寡问题，记为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则农户参

加福 建 造 福 工 程 意 愿 的 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模 型

如下：

ｌｎＰ
（Ｙ１）
Ｐ（Ｙ０［ ］）＝β０＋∑

８

ｉ＝１
βｉＸｉ＋μ

式中，Ｐ（Ｙ１）为 造 福 工 程 瞄 准 精 度 高 的 概

率；Ｐ（Ｙ０）为 造 福 工 程 瞄 准 精 度 低 的 概 率；Ｘｉ 为

第ｉ个影响因 素；βｉ 为 第ｉ个 影 响 因 子 的 回 归 系

数；β０ 为回归截距，即回归方程的常数，为随机扰

动项。在进行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

文归结出农户参与福建造福工程意愿的主要影响

因素及预期作用方向，如表４所示。
表４　模型中变量解释与说明

变量名 变量赋值规则 预期作用方向

Ｘ１ 接受造福工程后的就业难度 －

Ｘ２ 信息公开度 ＋

Ｘ３ 程序复杂程度 －

Ｘ４ 政府实施力度 ＋

Ｘ５ 政策认知度 ＋

Ｘ６ 资金多寡程度 ＋

４．回归模型结构及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软 件，采 用 强 制 进 入 策 略 对 模 型

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显示，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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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显著，似然 比 卡 方 检 验 的 观 测 值３４．７５６，说 明

采用该模 型 合 理。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值 为０．７４８，说

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各因素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

见表５。

表５　方程中的变量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差 沃尔德值 显著度 幂指

接受造福工程后的就业难度Ｘ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２　 ０．３４９　 ０．５４７　 １．０５６

信息公开度（＊＊）Ｘ２ ０．４１７　 ０．２８９　 ２．０４４　 ０．１６１　 １．５２７

程序复杂程度Ｘ３ －１．９３７　 １．３０９　 ２．１５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９

政府实施力度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３　 ０．５７７　 １．０００

政策认知度（＊）Ｘ５ １．９６７　 １．０４４　 ３．５２９　 ０．０５９　 ７．１８１

资金多寡程度（＊＊）Ｘ６ ２．２４４　 １．０８７　 ４．２０９　 ０．０３９　 ９．４７７

常数项 －２３．１０７　 １０．２０９　 ５．５９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１０％，５％的显著水平。

　　从上述结果来看，影响造福工程瞄准精度的

主要有以下变量：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下的变量有

政策认知度Ｘ５，在５％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的变量

有信息公 开 度Ｘ２ 和 资 金 多 寡 程 度Ｘ６。模 型 中

的剩余变量均不显著，其中政府 实 施 力 度Ｘ４、对

造福工程瞄准精度有正影响，接受造福工程后的

就业难度Ｘ１ 和程 序 复 杂 程 度Ｘ３ 对 农 户 参 与 意

愿有负影响。详细分析如下：
（１）Ｘ２—信息公开度与造福工程的瞄准精度

呈正相关关系，在基层经常会出现权力所有者利

用信息的不对称来获取扶贫资源的现象，而信息

越公开，越能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同时贫困户能

获取到足够多的信息来权衡参与与否的利弊，激

发贫困户参与到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的积极性。
（２）Ｘ５—被调查者对于政策的认知程度对造

福工程的瞄准精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与预期作用

方向一致。在农村的贫困户对于造福工程进行一

定的了解过后，便能更好地理解造福工程的政策，
参与方式和实施方式，和参与造福工程对于自身

生活环境的改善程度和其中所带来的风险程度，
而贫困户了解得越多，就越倾向于参加造福工程

的扶贫，因而瞄准精度越高。
（３）Ｘ６—扶贫资金的多寡与造福工程的扶贫

瞄准精度呈正相关关系，政府在造福工程扶贫瞄

准上花费管理成本越多，即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

增多扶贫瞄准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扩大

瞄准的范围，提高宣传的力度，便能更高效更快捷

地瞄准到真正的贫困户，瞄准效率越高；同样的，
所下拨的扶贫资金越多，由于所带来的利益更大，

所吸引到的贫困户也就越多，瞄准精度也就越高。
模型中还有若干变量不显著，分别是 接 受 造

福工程扶 贫 之 后 的 就 业 难 度Ｘ１、程 序 复 杂 程 度

Ｘ３、政府实 施 力 度Ｘ４。参 与 造 福 工 程 扶 贫 搬 迁

后的就业难 度Ｘ１ 越 大，带 来 的 风 险 大 于 接 受 救

助的收益，所吸引到的贫困户就越少，瞄准精度就

越低；程序复 杂 程 度Ｘ３ 对 造 福 工 程 的 扶 贫 瞄 准

精度有负影响，造福工程的执行的程序越繁琐，大
多数贫困户会因太复杂和麻烦而持观望态度，因

而瞄准精度 就 越 低；政 府 实 施 力 度Ｘ４ 对 造 福 工

程的扶贫瞄准精度有正影响，政府实施力度越大，
即政府越重视，对农村基层执行造福工程的监督

力度越大，政策更容易下达到各个贫困户的认识

中，贫困户参与到造福工程的信心越高，参与度就

越大，瞄准精度就越高。

　　三、福 建 省 造 福 工 程 精 准 扶 贫 的 对 策

建议

　　（一）建立公平公正的扶贫瞄准机制

在依托行政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同时加快建立

完善扶贫瞄准机制，继续坚持以政府主导的主要

扶贫模式［１］，建立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的制度，参
照企业的管理模式，建立程序化、标准化、质量化

的 管 理 体 系，提 高 政 府 工 作 效 率 和 优 化 服 务 方

式［２］。主要有：（１）细化制度，责任量化到人，形成

项目领导负责终生制。（２）建立专业独立的政府

监测考核机构，从体制内防止扶贫瞄准精度的偏

移。（３）不断创新电子政务建设，简化扶贫项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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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程 序，完 善 建 档 立 卡 的 工 作 程 序，依 据 贫 困 程

度，将村分类安排，确保一些偏远地区真正贫困的

农户纳入扶贫对象户的范围。（４）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管理素质，特别

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对其进行再教育。（５）
建立科学合理扶贫对象退出机制，对已脱贫且有

稳定经济收入的村和农户要使其退出扶贫对象的

人选。最后要从政府层面加强对扶贫对象、工程、
资金的综合监管，做到“事先预警，事中监督，事后

评估”，确保扶贫工程公开公正和精准到位。

　　（二）做 好 扶 贫 工 程 信 息 公 开，加 大 扶

贫政策宣传力度

　　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做好造福工程的前提和基

础，要通过建立政府和农户信息的沟通桥梁使受

扶群众最大限度的获取真实有效的扶 贫 信 息［３］。
要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扶贫对象的识别要做到

“两公示一公告”，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大众

喜闻乐见的自媒体平台，对扶贫对象的确认、扶贫

工程的选择、扶贫资金的流向等工作程序向社会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为增强贫困户对造福工程扶贫政策的认知程

度，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政府、农村基层干部、贫困

户三方面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沟通良好的宣传机

制来减 少 宣 传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噪 音。通 过 宣 传 政

策，贫困群众听得懂、能理解、好接受、自觉踊跃参

加扶贫工程。政府应当充分调动自身宣传方面的

资源，配合造福工程扶贫政策的普及工作，通过印

发宣传 册 和 发 挥 电 视、广 播、互 联 网、宣 传 车、标

语、横幅等媒体来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
在这基础上再辅以推广已经成功转移的贫困户模

范，增强农户对造福工程的宗旨、价值观、基本原

则、机制、运行方式方法、加入具体程序、组织的规

章制度和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等的了解［４］。与此同

时，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学习扶贫文件，确保基层干

部对扶贫政策的内容和精神有充分的了解，以减

少政策宣传工作在基层干部这一中继点，上传下

达的过程中产生的失真现象［５］。农村基层干部应

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政府的宣传工作，深入自身

对扶贫政策和扶贫精神的理解，并把扶贫政策的

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到扶贫工作和将扶贫政策的

内容准确无误地反馈到贫困群体中，以保证有充

分的耐心、信心和对扶贫政策足够的认知储备来

应对贫困户的咨询［６］。

　　（三）适当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

政府在调用扶贫资金的基础上，适当 增 加 对

扶贫工作的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的财 政 投 入［７］，
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要

充分考虑财政缺口等因素，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的

财政支持水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特殊扶贫资

金，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支持，通过税收优惠创建产

业发展基金等多样化形式。在充分发挥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金融

资本投入到贫困地区。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提

升生活水平的关键要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进程，把消除贫困作为“三农”发展的重中之

重［８］。政府通 过 出 台 各 种 政 策 优 惠 吸 引 社 会 资

本，大力提升民间融资的效率，进一步拓宽农村扶

贫的渠道。适当增加乡镇一级与村一级的进行扶

贫瞄准工作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其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解决由于工作

人员人手不够而产生的瞄准时间长，工作效率低

下等问题［９］。但事先要做好人力资源的调查与调

配工作，避免人浮于事的情况发生。

　　（四）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建立切实可行的问责机制是提升扶贫瞄准精

度的重要保证。无论是扶贫的主体、扶贫的对象

或者扶贫的参与者在扶贫瞄准的过程中都有一定

的责任。福建造福工程领导小组对其管辖范围内

各级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

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基层政府部门在造

福工程实施中的不作为、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违

背公众意愿的行为都应该纳入被问责的范畴［１０］。
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制为基

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

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

为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通过建立健全的问

责机制规范政府领导力，细化了政府的权责，追究

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是真正的赏罚分明。

　　 四、研究不足与思考

关于福建省造福工程扶贫瞄准的研究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工程，瞄准精度可以简单分为区域瞄

准和人口瞄准，因为区域瞄准需要对福建省的各

个地区进行调研后才能计算出瞄准精度值，考虑

到课题组研究经费，人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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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部分调研数据来估计人口瞄准精度值，
但是受样本量的限制这个估计值可能与实际情况

有所偏差。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实证调研提供一种

研究的思路。同时，本文的实证调研分析主要从

已参与造福工程农户的视角，考察目前福建省农

户对造福工程的反映及其参与造福工程的具体情

况。由于时间有限，缺少对未参与造福工程农户

以及政策执行方的调查研究，缺少了相关的对比

数据，此项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福建省造福工

程是惠及民生的重大举措，研究道路还非常长远，
本文仅从一个方面进行探讨，还有很多的不足之

处，这需要后期不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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