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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收入结构、增收陷阱与优化研究

———基于宁德市１２９户贫困户抽样调查

吴奶金，　谢晓维，　杨雅莉，　刘飞翔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关

键。基于宁德市２７个村庄１２９户贫困户的调研，发现贫困户经营性收入严重不足，工资性、财
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大，转移性收入是当前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受农业

本身的弱质性、贫困户劳动力迁徙意愿低、医疗支出大、转移性收入高等因素影响。最后提出

建立贫困户资产性收益机制、发展在地化特色产业、实施健康医疗政策、构建农村金融扶贫体

系等措施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增加贫困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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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
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确保贫困户经营

性、财产性收入稳 定 增 长，优 化 贫 困 户 收 入 结 构。

２０１７年政府工 作 报 告 提 出 中 央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增长３０％以 上，地 方 配 套 实 行，使 财 政 压 力 逐

年加大。福建省委、省政府要求到２０１８年福建省

现行标准下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贫 困 县 全 部“摘

帽”，承诺期临近，扶贫任务艰巨。宁德市国定贫

困人口３９　６５１人，已脱贫２３　４１０人，仍有１６　２４１
人未脱贫，各县市顺利完成脱贫任务难度大。

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诸多挑战，一方 面 扶 贫

进入攻坚期，因缺技术、资金等造成的贫困多已实

现脱贫，因老、病、残等原因致贫的脱贫难度大；另
一方面，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数字脱贫”、被
动脱贫现象时有发生，影响整体扶贫效果。如何

把“一次性”财政扶贫方式变成“细水长流”的长效

机制，走出一条政府扶贫转移支出合理、贫困户收

入可持续增长的扶贫道路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基

于贫困户收入结构分析，总结贫困户增收困境，提
出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的对策建议，致力于提高

扶贫开发效率，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福建省共有２３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

宁德市６个 为 全 省 最 多［１］，占 福 建 省 贫 困 县 的

２６．０９％。同时，宁德市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核心

思想精准扶贫的发源地，探索具有宁德特色的扶

贫开发新路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此，选取

宁德市为样本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调查采

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结合经济发展水平

与贫困户总户数等指标，抽取宁德市３个县（市），
以同样原则随机抽取９个乡镇，２７个村共１２９户

贫困户。同时引用２０１６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宁德

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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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从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方面进行研究。

二、样本特征的一般性分析

（一）劳 动 力 不 足，病、残、学 人 员 比

重大

从调研的１２９户贫困户情况 看，户 籍 人 口 为

５２１人，常 住 人 口 为３４３人，其 中６０岁 以 上 老 人

１３３人，占户籍人口的２５．５２％；１６岁以下未成年

人７９人，占 户 籍 人 口 的１５．１６％；具 有 劳 动 能 力

２４３人，占户籍人口的４６．６４％；家 中 有 残 疾 人 和

重病病人的占户籍人口的１４．５９％。常住人口中

６０岁以上老 人 和 残 疾 人、重 病 病 人 比 重 高；在 外

务工人数为７９人，户均０．６１个；在外求学６０人，
户均０．４７个。家庭劳动力不足，因病、因残、因学

支出负担重，成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二）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知识性贫困是引起家庭贫困的主因，而 教 育

又是衡量知识水平的重要指标［２］；家庭经 济 发 展

与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受教育

程度低，致使贫困户发展遭遇瓶颈［３］，全国农村居

民受教育程 度 为 中 小 学 以 下 的 占３８．２０％，高 中

及中 专 文 化 程 度 以 上 占１２．５０％［４］。从 调 研 的

１２９户贫困户 户 主 受 教 育 情 况 看，全 部 为 中 小 学

以下学历，其中小学及以下学历１１６户，占总户数

的８９．９２％。当前，贫困户总体受教育水平低，且

贫困户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偏大，致使教育扶贫难

度加大。

（三）过度就业与多工作状态并存

在相同 的 工 作 或 其 他 工 作 中，人 们 愿 意 用

过多的小 时 数 从 事 不 相 关 行 业，也 接 受 相 应 的

收入减少［５］被称为 过 度 就 业。调查中发现，贫困

户从事多种农业生产活动，同时参与一定的务工

劳动，兼业率为１６．４５％。从工作时长上看，每天

劳动时间在８～１０小 时 的 贫 困 户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６０．８７％，多数属于非正式工作。收入无法获得相

应保障，也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仅从“两不愁、三
保障”很难全面了解贫困户的真实需求。

（四）“两不愁、三保障”初步实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指

出，到２０２０年扶贫开发对象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贫

困户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

住房。在此 背 景 下，各 级 政 府 加 强 贫 困 户“两 不

愁、三保障”工作力度，贫困户基本生活得到有效

保障。抽样的各县市根据贫困户家属不同受教育

阶段实施不同补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户教

育成本负担；新农保、新农合参保率达７３．９１％和

９４．２１％，７５％贫困户实现两保障，其余２５％贫困

户保障性住房正在建设中。但总体看，与全国平

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三、贫困户收入结构实证研究

家庭收入结构是反映收入稳定性、持 续 性 的

重要因子，贫困户收入结构与普通农民收入结构

存在反差，收入结构不合理成为贫困户收入难以

持续增长的主因。以转移性收入为主导的贫困户

收入结构缺乏内生性，脱贫后未能及时稳定就业，
又缺乏产业支撑，返贫风险较高，也不利于扶贫开

发的可持续。

（一）家庭经营性收入分析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贫困人口重要的自我

发展收入来源，宁德样本贫困户家庭经营净收入

占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１６．２６％。研 究 表 明，农 村

机械总动力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家庭经营

性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６］，但农村贫困人 口 缺 乏

必要的农业生产机械和农业投入，使家庭经营性

收入难有提升。贫困户样本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

为６１１．９０元，不足宁德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

入的８．３０％。其 中 农 业 收 入 占 家 庭 经 营 净 收 入

的６７．８３％，养殖业占１９．５３％。缺少必要的农业

生产资料 导 致 贫 困 户 无 法 有 效 提 升 家 庭 经 营 性

收入［７］。

（二）工资性收入分析

增加工资性收入是破解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

之一。近年来，农村居民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务
工性收入的增加，已使一部分农民放弃农业生产

转而寻求二、三产业的全职工作，宁德市贫困户工

资性收入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３２．８１％。但对

于多数外出务工者来说，外出务工成本高、不确定

因素多。一方面，贫困户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低

于全国平均，多分布于服装制造业、餐饮服务业以

及建筑行业等；另一方面，贫困户家庭有效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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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同时，家中的病人、残疾人制约其外出，使增

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面临挑战。基于此，尝试发

展中小型乡村特色工厂、草根工厂将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贫困户在地工作，提高贫困户工资性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分析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

益，从林权改革到土地确权都为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益做前期准备。要完善收入结构和分配制度必

须要使财产 性 收 入 得 到 有 效 提 升［８］。福 建 省 农

村居民财 产 净 收 入 占 其 可 支 配 收 入 的１．６９％，
宁德市贫困户人 均 财 产 净 收 入 占 其 可 支 配 收 入

的２．２７％，略高于全省水平。在财产性收入普遍

偏低的情况下，实施优惠政策，着力提高贫困户财

产性收入是可行的。从结构上看，贫困户财产性

收入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和入股分红，两者占贫

困户 财 产 性 收 入 的９２．８５％，人 均 为８５．４０元。
总体看，资产性要素不足，获取途径单一成为制约

贫困户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因。

（四）转移性收入分析

转移净收入是人均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
农村居民而言，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

收入比重相对较小［９］，这是在现行分配制度下产生

的收入格局。随着扶贫总目标的确定，贫困户的转

移性收入不断上涨，２０１５年贫困户人均转移净收

入１　８３１．２２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４８．６６％。根

据 调 研 情 况，贫 困 户 户 均４人 计 算，每 年 可 获

得 转 移 净 收 入７　３２４．８８元。其 中 贫 困 补 助 金

约１　２４３．８６元，占人均转移净收入的６７．９２％。
提高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有利

于农村居 民 形 成 对 未 来 的 积 极 预 期［１０］。基 于 贫

困户角度，转移性收入是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保

障，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养老

和医疗负担。

四、收 入 结 构 视 角 下 的 贫 困 户 增 收

陷阱

（一）农业弱质性制约收入增长

农业弱质性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 程 中，已

得到很大改变。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环境未有较

大改变，尤其是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相对

落后。同时 环 境 型 贫 困 也 是 当 前 扶 贫 开 发 的 难

点。在宁德市前三轮的扶贫工作中，一般性贫困

多已解决，落后、偏远村落的农业生产在自然环境

上很难有效改善，也缺乏大型农业设施入驻可能

性。在此背景下，多数贫困户仍然以传统种植业

为主，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极低。部分贫困户在帮扶下引进新品种，由于管

理不善存在入不敷出现象；也存在部分农产品因

收益高，村民一拥而上导致产品供过于求，压低市

场价格。农业弱质性成为影响贫困户家庭经营性

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何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

方式是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关键。

（二）劳动力不足，且迁徙意愿低

通过调 研 发 现，宁 德 市 贫 困 户 户 均 劳 动 力

１．８８个，年龄结构偏大，文化层次低，多从事农业

生产活动；劳动力素质决定了劳动者所服务的行

业和创造的价值。农村总体劳动力过剩的大环境

下，贫困户总体劳动力略显不足，缺乏竞争优势。
同时，由于劳动技能缺乏，传统观念束缚及文化层

次低等因素，造成贫困户劳动力迁徙意愿低。残

疾人和重病病人家属户均０．９个，导致劳动力转

移受限，影响贫困户收入增加。家庭子女数目与

老人数目对贫困户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也影响迁徙意愿［１１］。另一方面，早期缺乏组织的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现状并未有所改善，一
定程度上影响迁徙意愿。自发性形成的迁徙行为

是政府组织外出务工的前提，以往政府主导的技

能培训，参与度低且效果不佳。

（三）医 疗 支 出 大，医 疗 保 障 制 度 不

完善

农村有一部分慢性病是由于缺乏医疗知识造

成的，出现“小病不看，大病难办”的现象，成为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医疗支出占贫困户

家庭总支出的５１．５３％（见图１）。慢性病和重病

家属需要药物长期维持，总量上看，药物支出已经

超过贫困户日常生活支出，７９．６９％的贫困户无法

承担医疗费用，医疗支出成为当前贫困户的主要

负担。２５％的贫困户未参加新农保，从长 远 看 将

影响自 身 养 老 质 量，也 影 响 整 体 扶 贫 效 果。在

９４．２１％的贫困户参与新农合的情况下，接近八成

无法承担医疗费用，说明大病保障制度仍需进一

步完善。多数药物没有列入药物报销清单，导致

有需求的村民无法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完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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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是改善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

图１　样本贫困户家庭支出比重图

　　（四）转 移 性 收 入 高，陷 入 收 入“合 理

化”陷阱

　　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在财政专项

资金 上 呈 现 增 长 态 势，使 更 多 贫 困 户 得 到 实 惠。
贫困户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转移性支出，
大幅度拉高贫困户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也出现

部分贫困户依赖政府转移性支出现象，在贫困户

建档立卡及退出机制上引发诸多矛盾。贫困户中

一部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
在获取转移性收入时，容易陷入收入“合理化”陷

阱，助长“等、靠、要”思想。脱贫主要依赖政府大

幅度提高的转移性收入缺乏长效性，不利于脱贫

户的可持续发展。转移性收入在农户之间的不平

衡，也使得政策不具有持续性和长远性。此外，转
移性收入应避免采取现金直补形式，转为发展基

金，并积极引导将有助于增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

能力。

五、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实现可持续

增收的路径探析

（一）建 立 贫 困 户 资 产 性 收 益 机 制，导

入收益持续性

理清集体 资 产、量 化 股 权、赋 予 贫 困 户 股 权

等，将农村集体土地、森林、水面等集体资产承包

经营权进行确股，划出适当比例定为贫困户优先

股，建立贫困户进退机制。把以上资产流转出租，
或量化折股设立股份合作社，引进资产收益良好

的企业、合作社取得资产收益后按照股份分红。
合理投资 扶 贫 资 金，设 立 村 级 贫 困 基 金 会。

允许各项扶贫资金的整合与投资，经上级政府和

贫困户同意后，运用各类扶贫资金设立扶贫基金

会，投入养殖、水电、乡村旅游、保险理财产品等项

目形成新的资产，从而取得资产性收益。将扶贫

资金股份量化后，合理划分比例给贫困户和村集

体，一般贫困户的比例不低于５０％。资产可由村

集体或聘用经理经营。这种模式不仅能解决扶贫

资金分散、扶贫效率低等不足，而且能提高贫困户

和村集体的资产性收益。同时，鼓励村组织、农村

能人利用扶贫资产成立经济体，发挥农村组织、农
村能人的优势，明确经济体的扶贫性质，收益优先

分配给贫困户，增加贫困户收益。

（二）挖 掘 在 地 化 特 色 产 业，保 障 发 展

可行性

如何挖掘在地化特色产业，避免大批 贫 困 劳

动力向外转移，实现在地化就业是提高贫困户务

工性收 入 的 重 要 途 径。福 鼎 市 深 入 挖 掘 区 位 优

势，科学探索中药材种植的可行性，组织贫困户种

植黄栀子。一方面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发展特色

中药材产业，调动贫困户参与生产提高收入；另一

方面，对于地多、人少的贫困户，盘活其耕地、山地

流转，实 现 土 地 资 源 的 有 效 利 用，增 加 资 产 性

收益。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是帮助残疾人获得职业

技能实现就业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

会的有效方式［１２］。在贫困户相对聚集区，挖掘特

色产业，同时进行特殊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参

与到特色产业的生产加工中，即发展特色产业，又
带动就业。对特殊劳动力进行特殊培训，进行轻

体力劳动的工作，积极培育剪纸、书法、编织等当

地文化。构建双向需求平台，一方面满足合适企

业的招聘需求，另一方面，解决贫困户的就业和收

入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也有

利于其创造自身社会价值。

（三）实 施 健 康 扶 贫 政 策，盯 住 贫 困 人

口医疗保障水平

医疗支出 占 家 庭 总 支 出 的５３．９３％，致 使 家

庭负担加重，要改变贫困户的收入结构，其中重要

的环节是如何改变支出结构，降低医疗支付比例。
因此要实施健康扶贫政策，包括扶贫产业的健康

性、健康知识的传播、健康问题的监测与分析以及

农村医疗体系的完善。

首先是扶贫产业的健康性。贫困集中区往往

是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地方，在引进企业参与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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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时，要充分论证企业的环保和可持续问题，发挥

贫困区的生态优势，打造健康产业。其次是健康

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和志

愿者深入村庄、贫困户，开展健康知识的讲解与指

导，改变影响健康的不良习惯。再次是健康问题

的监测与分析。在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时，携带

必要的监测设备，为贫困户做初步体检，做到“早

发现、早治疗”。最后是完善农村医疗体系。在有

条件的村庄地方修建卫生所，缩短救治时间与距

离，在个别偏远村庄设立固定观察点，定期组织医

务人员开展体检、赠药等活动。

（四）构 建 农 村 金 融 扶 贫 体 系，增 强 内

生发展牵引力

让贫困户享有更多金融服务，增强金 融 扶 贫

效力，增加贫困户收入。贫困户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是由于缺乏金融服务，当金融服务进入贫困群

体时，对贫困户收入水平提高有显著效应，贫困发

生率也将进一步降低［１３］。在此背景下，引导经营

较好的金融部门下乡，在政府信誉担保下，降低贫

困户借贷成本，简化借贷程序。
完善农村金融扶贫体系，优化农村信用环境。

建立“惠普式”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创新农村金融

扶贫政策，给予市场和地方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
对于贫困户可适当放宽条件。另一方面，加强宣

传和引导，转变贫困户发展观念，提高金融产品的

使用率，并在农村中评选示范户、担保人等，营造

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建立科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农村金融市场

潜力巨大，当前贫困户的发展依赖多方扶持，消除

贫困户对金融产品的传统观念，鼓励其参与到金

融市场。但也应意识到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不

成熟、农户抵押品不足、还贷能力低导致金融部门

不愿扩展农村业务。因此要加大技术投入，多维

度进行创新，严格控制农村金融信贷过程中的风

险［１４］，建立有效制约和保障机制。

　　六、结论

要完成脱贫任务，必须大幅度提高贫 困 户 收

入，同时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使收入增长具有稳

定性、可持续性。通过调研数据分析，贫困户收入

结构正发生变化，但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高，难掩

贫困户自身经营性收入低的现实。当前扶贫的主

要方式在于提高转移性收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

变贫困发生本质，只能缓和贫困程度，这种帮扶方

式并不能确保脱贫后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收

入增长不具可持续性成为扶贫工作的难点。现阶

段扶贫开发在某些地区仍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

唯一标准，忽视收入结构不合理性，从长远看并不

能保障贫困人口彻底脱贫。政府逐年提升扶贫专

项资金，随着贫困户转移性收入不断提高，从表面

上看，极大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现状，但缺乏可持

续性。
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农

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困难的核心在于缺少必要的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全力扶志、扶智，即使一

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因此要着力提升贫困

户的自我发展意愿，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

要途径，从贫困户的收入结构入手，合理的收入增

长结构是保证收入增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也是

扶贫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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