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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农业不发达、农村不兴旺、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要解决农民不富裕的问题。农民稳定增

收，实现共同富裕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农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机制，拟通过描述性统计和

综合评价分析方法研究该群体增收效果。研究基于2022年底对我国南部某省7个县(区)脱贫农户的实地入

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包含1791个样本的截面数据集，涵盖了户主个人特点、家庭整体特性、以及参与帮扶

政策的情况等多个方面。得出结论：(1) 产业与就业帮扶政策成效显著，但仍需优化。(2) 农村治理满意

度高，干部作风获得广泛认可。(3) 政策对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并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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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dress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of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e, unprosperous rural areas, and 
poor farmers ultimately boils down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armers’ poverty. It is especially im-
portant to ensure stable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come-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low-income farmer groups and intends to investi-
gate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of this group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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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field household survey data collected at the 
end of 2022 from 7 counties (districts) in a southern province of China, involving poverty-alleviated 
rural households. A cross-sectional dataset containing 1791 samples was constructed, covering var-
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usehold head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familie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ssistance polici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in-
dustrial and employment assistance policies are effective but still need optimization; (2) rural gov-
ernance enjoys high satisfaction, and the working style of cadres is widely recognized; (3) policies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Low-Income Farmers, Incom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想要巩固脱贫

成果，对于已经脱贫的人口，关键是确保其不再因为某些原因重新陷入贫困。这需要建立健全的监测和评

估机制，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同时，加强对脱贫人口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其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次，要拓展脱贫人口的发展空间。脱贫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更是为脱贫人

口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发展农村产业、支持创业就业等方式，拓宽脱贫

人口的收入来源，使其在基本物质资源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自主发展。此外，应注重提升

脱贫人口的综合素质。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健康水平等手段，提升脱贫人口的综合素质水平，增强他

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竞争力。这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和就业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描述分析法是一种主要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

描述的研究方法，目的是通过收集和整理数据，全面、客观地展示现象的基本特征，而不对现象背后的

因果关系进行推断。在本研究中，描述分析法将用于呈现农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情况，如其收入来源、

生活条件、参与帮扶政策的情况等，从而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和政策评估提供基础数据。综合分析法是一

种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估的方法。其基本步骤包括：确定评价目标，

选择反映研究对象特征的指标，运用标准化方法处理数据以消除量纲影响，采用科学的赋权方法(如熵值

法、变异系数法等)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根据综合得分进行综合分类评价。 

2.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2.1. 文献综述 

Sachs (2008)强调了产业化对于贫困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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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农村进入更为多元化的劳动市场，提高其经济参与度，从而实现收入增加[1]。Almeida 和 Faria 
(2014)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马来西亚和泰国两个国家中在职培训带来的工资回报，实证结果表明

马来西亚的在职培训使平均工资提高了 7.7%，泰国提高了 4.5% [2]。Fields (2007)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的整

合和就业机会的创造是扶贫政策成功的关键，通过有效的就业扶贫政策，能够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的收入

增长和生活改善[3]。 
国内学者关于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偏重实证。徐辉，黎东升(2011)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分析发现教育

型人力资本对农村纯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纯收入和农业收

入则有负效应[4]。张弓(2021)基于 Oaxaca-Blinder 分解思想，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城镇职工和

农村工人收入差异中的户籍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收入分布上，户籍异质性都进一步扩大了

农村工人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5]。柯炼、黎翠梅等(2019)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村人

均收入的影响效果，表明与合成的无政策地区相比，实施了土地流转政策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并未显著

提高，即土地流转政策并未显著提高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在微观层面，土地流转也无法提高农户家庭人

均收入[6]。李娟等(2020)指出，国有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以更有效地支持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并

为乡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总结并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促进精准扶贫方面的创新实践，

同时整理了通过产业发展来同步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具体策略[7]。 

2.2. 概念界定 

农民低收入群体 
农民低收入群体是指农村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生活质量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人群。其特征通常包括

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资产匮乏、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较低等。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是帮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关注对象。杨立雄(2021)认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仍然

较为艰难，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需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逐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农民低收入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显著，他们

不仅缺乏经济资源，还因社会结构性问题难以突破贫困循环[8]。左停(2023)等作者认为应强化对低收入

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9]。 
综合以上学者对低收入群体的研究，基于农户中脱贫户、监测户和一般户政策支持、监测管理和服

务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前两者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监测管理和服务保障，以确保其稳定脱贫，

防止返贫。而后者则主要依靠常规政策支持和自身努力，享受正常的公共服务。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农民

低收入群体范围为脱贫户和监测户。 

3. 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情况描述性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2023 年底对南部某省 7 个县(区)脱贫农户的实地入户调查，分别称呼为 A 地、B 地、

C 地、D 地、E 地、F 地、G 地。这 7 个县(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的 70%以上。这些地区自然

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少数民族居多，有利于开展对农民低收入群体的调查。为

确保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在选取入户的村镇时，严格把控车程距离、县域村镇抽查方向等抽

样原则，除去一般户的数据，最终一共在 7 县(区)收集了 1853 份问卷，进行数据清理和审查之后，共得

到 1791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6.65%。该调查旨在评估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涵

盖了户主的个人特点和家庭整体特性等多个方面。调查内容具体涉及“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情况，

同时特别关注产业帮扶政策和就业帮扶政策的参与度及其对收入结构的影响。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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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反映了户主的基本信息和个人特征，还深入探讨了家庭的生活条件、健康状态、教育水平、住房安全

等多方面的情况。此外，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这些家庭在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中的参与情况，以及由此

带来的收入变化和经济改善情况。这有助于全面了解农民低收入群体如何通过参与帮扶政策提高技能，

增加收入来源，并实现稳定脱贫。回收的样本数据分布情况为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ata from 7 counties 
表 1. 7 县数据分布情况 

样本所在地区 样本份数(份) 所占比例(%) 

A 地 246 13.74 

B 地 260 14.52 

C 地 267 14.91 

D 地 264 14.74 

E 地 248 13.85 

F 地 254 14.18 

G 地 252 14.07 

合计 1791 100.00 

 
其中，A 地 246 份，占比 13.74%；B 地 260 份，占比 14.52%；C 地 267 份，占比 14.91%；D 地 264

份，占比 14.74%；E 地 248 份，占比 13.85%；F 地 254 份，占比 14.18%；G 地 252 份，占比 14.07%。 

3.2. 描述性分析 

3.2.1. 脱贫监测情况 
得到的 1791 户样本中，1389 户农户(77.55%)来自脱贫村，201 户农户(11.22%)来自 800 人以上大中

型集中安置点，201 户农户(11.22%)来自一般村。 
从整体人均纯收入来看，此次入户调查的 1791 户样本中 2023 年家庭人均收入纯收入均值为 14065.81

元。从“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来看，入户调查的 970 户脱贫户和 821 户监测户家庭均不存在问

题，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都参加了城乡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家里的房子均不存在问题，

基本保障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3.2.2. 收入结构 
农民收入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收入来源多样，图 1 为四大

收入占比，对收入结构分析可得：样本整体经过种植、养殖等途径获取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为 2251.15 元，

占比 16%；务工、上班等途径获取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9048.74 元，占比 64.33%；土地流转费、资产收

入扶贫分红等途径获取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 199.45 元，占比 1.42%；低保金、养老保险金等途径获取的

人均转移性收入为 2566.48 元，占比 18.25%。991 户农户(55.33%)为低保户，121 户农户(6.76%)为特困人

员户。能够看出经营性收入(如种植、养殖等)尽管仍然是传统农业收入来源，但其占比不高。工资性收入

是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农户收入的核心途径。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 1.42%，可能反映出样本农

户的资产积累有限，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人均转移性收入占比仅次于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说明政策性

补贴(如低保金、养老保险金)对农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仍有一部分群体依靠

国家发放的补贴给予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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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portion of the four major income sources 
图 1. 四大收入占比 

3.2.3. 帮扶情况 
(1) 产业帮扶措施 
1216 户农户(67.9%)今年家里发展了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等。近七成农户参与产业发

展，显示出产业扶持政策的普及程度和农户对产业发展的接受度较高。农户发展产业的类型多样化，涉

及种植业、养殖业和林果业等，表明农户根据资源和条件灵活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其中，316 户

(25.99%)认为产业发展较好，收益较高；39 户(3.2%)表示产业还在干，但收益一般或者产业发展存在困难

和问题，主要原因认为是受到自然灾害。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户因发展产业获得了较高收益，反映出部分

产业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良好表现。 
也有少量农户面临产业发展困难，尤其是收益不理想，提示产业发展仍存在一定挑战，需要进一步

优化支持政策。共 98 户农户表示今年受到了灾情，且 57 户(58.16%)得到了订单产业、产品代销、合作社

(企业)保护价收购等针对性帮扶举措。480 户(26.8%)农户现在家里有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1113
户(62.1%)农户今年还得到了产业资金奖补、免费种苗畜禽、化肥等其他产业帮扶措施，1100 户农户认为

今年产业帮扶措施，包括联农带农、小额信贷等对发展产业有帮助，占样本农户总数的绝大多数，表明

产业帮扶政策在农户中的认可度较高。 
(2) 就业帮扶措施 
2023 年家里务工 1 个月以上的家庭有 1414 户，比去年增加 31 户，表明务工参与度呈现小幅上升趋

势。今年共有 336 户(18.7%)家里参加过技能培训。其中，253 户(75.2%)认为今年所从事工作与培训内容

有关，271 户(80.6%)认为参加相关技能培训后对务工就业有帮助，技能培训的参与率较低，提示仍有相

当比例的农户未能享受到相关资源，但技能培训在提升农户就业能力方面效果显著，大多数参与培训的

家庭认为其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并有助于就业，说明技能培训在匹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提升就业能力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245 户(69.51%)得到帮扶车间务工、安排公益岗位、跨省交通补贴等就业帮扶措施。

其中，1119 户(89.88%)认为今年就业帮扶措施对家里有帮助。这表明政策在提升就业机会、改善家庭收

入方面成效显著，但政策覆盖率和技能培训推广力度仍有提升空间。 

3.2.4. 认可情况 
根据样本数据，从农户对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工作作风的评价、专项治理的成效、积分制实施效果，

以及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展示农户对农村治理的认可情况。2023 年，171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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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农户对帮扶干部、村干部或驻村干部来家中进行采集收入数字认可，这表明干部深入群众、采集

数据的工作得到了广泛信任，体现了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拥有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村里，

1585 户(98.44%)农户觉得今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对村里(或安置点)工作的作用大，1602 户(99.5%)觉
得今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风好，高比例的认可显示驻村工作队在促进农村发展、服务群众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工作作风也赢得了农户的信赖。样本农户中 1776 户(99.16%)觉得现在的村两委(或安

置点居委会干部)对村里的事尽心，1781 户(99.44%)觉得现在的村两委(或安置点居委会干部)作风好，近

乎全体农户对村两委干部的正面评价表明，当前村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工作作风受到普遍认可，为农村治

理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村里实行积分制的农户中 744 户(78.23%)认为实行效果好，积分制作为一种

创新的农村管理方式，大部分农户认为其促进了农村治理，但仍有约 22%的农户可能对其效果存疑，提

示实施细节和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优化。 样本农户中 1350 户(75.2%)认为村里有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且有效果，1780 户(99.3%)对本村(或安置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

环境的总体情况满意，反映出近年来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

环境改善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3.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南部某省 7 个县(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全面呈现了农民低收入

群体的家庭情况、收入结构、帮扶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农户对相关政策的认可度。 
首先，从家庭情况来看，样本农户的整体脱贫状况较好，所有家庭均满足“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要

求，保障了基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调查中还揭示了农户的收入结构，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

显示出务工收入是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尽管产业帮扶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部分农户面

临产业发展困难，提示政策支持需要进一步优化。 
其次，产业和就业帮扶政策方面，约七成农户参与了产业发展，且大部分农户认为相关帮扶措施对

其收入有显著改善。特别是小额信贷和产业奖补等措施得到广泛认可，显示出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

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就业帮扶方面，尽管技能培训的参与率较低，但大多数受访农户认为培训内容

与工作相关，且有助于提升就业能力。此外，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和效果得到了农户的高度

评价。 

4. 农民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评价 

4.1. 农民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家庭稳定、户主资本、健康风险、政策资本、收入水平五个维度 17 个指标

来构建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 
(1) 家庭稳定 
该维度主要体现了农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成员数量、年龄结构等，是家庭功能正常发挥的基础。家

庭稳定有助于减少突发事件对家庭经济的冲击，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选取了家庭人口总数、劳动

力人数、60 岁及以上人数、处于教育阶段人数 4 个指标。 
(2) 户主资本 
户主作为家庭的核心决策者，是家庭抵御贫困风险的基础。他们能够通过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管理，

带领家庭更好地抵御未知的风险，确保家庭的稳定和发展。户主资本是指户主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

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农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中，户主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家庭

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稳定性，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拥有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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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男性具有更为较强的体力和决策能力，更能率领家庭抵御各种风险；户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能体

现其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在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时能更好地为家庭减少潜在的风险；户

主的年龄和民族不同同样也为家庭带来不同决策方向，因此选取了户主性别、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

3 个指标。 
(3) 健康风险 
该维度能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收入稳定性，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能力和生

产力，还会增加医疗支出，从而对家庭的经济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残疾人和精神病人往往需要长期的医

疗护理和特殊支持，限制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大病、重病和住院看病自费可能需要高昂的治疗

费用和长时间的康复期，这对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劳动力供应都会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会使家庭直接

返贫。慢性病患者虽然每次的费用可能不高，但长期累积的费用可能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持续的压力，因

此选择了残疾(含精神病人)人数、家中患大病、重病人数、家里患慢性病人数 3 个指标。 
(4) 政策资本 
政府通过产业扶贫政策和就业扶贫政策影响农民的增收方式，通过小额信贷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特

色产业等，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帮助农民提升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等。因此该维度在

问卷中体现为家中是否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家中是否得到其他产业帮扶措施、家中是否有人

参加过技能培训、家中是否有人从事公益性岗位、家中是否有人享受跨省交通补贴。 
(5) 收入水平 
该维度能直接反映农民低收入群体家庭经济状况。收入类型越多，越能全面评估家庭的收入稳定性。

农民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

这个指标能够揭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有助于理解低收入

家庭的收入结构和稳定性。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表明家庭成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较高，他们能够在劳

动力市场上获得稳定且较高的工资收入，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响。

因此选择了工资性收入占比、人均纯收入 2 个指标。 

4.2. 数据标准化以及赋权 

(一)原始数据的处理 
标准化可以使不同指标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从而在后续的分析中更准确地反映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为避免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的不同带来的影响，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即无量纲化)。本文采用的标

准化变换方法为： 
正向指标：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χ χ
χ

χ χ
−

′ =
−

 

负向指标： 

max
max min

j ij
ij

j j

χ χ
χ

χ χ
−

′ =
−

 

(二)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单一赋权方法往往难以全面满足评价体系的多方面要求，因此，有必要采用多种单一赋权方法来确

定权重，以尽量减少单一方法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偏差。本文采取将变异系数法与熵值法简单平均组合构

造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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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变异系数法赋权 
变异系数是统计学中常用的一个归一化统计量，用于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如果某一指标的变异系

数较小，说明该指标的数据差异较小，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其影响也较小。相反，如果某一指标的变异系

数较大，说明该指标的数据差异较大，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其影响也较大。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就是

根据各个指标观测值的变异系数大小来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衡量指标的离散程度，将数据差异较大的

指标赋予较高权重，从而突出不同地区在某些指标上的显著差异。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反映各指标的绝对变异程度。 
第二步：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变异系数，反映各指标的相对变异程度。 
第三步：对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4.2.2. 熵值法赋权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理论的赋权方法，用于确定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各指标的权重，反映指标的

内部一致性和对总体变异的贡献。相较于变异系数法，熵值法更注重数据结构的稳定性与信息有效性。

熵值法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反映指标的变异程度，从而确定指标的重要性。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第 i 项评价指标下，第 j 个农户的特征比重； 

ij
ij n

iji

χ

χ

′
Ρ =

′∑
 

第二步：计算第 i 项评价指标的熵值计算指标熵值： 

1

1 ln
ln

n

j ij ij
in −

Ε = − Ρ Ρ∑  

第三步：计算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第四步：对差异性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熵值法处理之后的权重系数。 

4.2.3. 简单平均组合 
将变异系数和熵值法 2 种单一赋权方法得到的权重向量取均值，得到简单平均组合权重向量，最后

得到的指标体系及权重为表 2 所示。 
 

Table 2. Low-income group income indicator system 
表 2. 低收入群体收入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家庭稳定 

家庭人口总数 2.49% 
劳动力人数 3.32% 

60 岁及以上人数 7.14% 
处于教育阶段人数 2.94% 

户主资本 
户主性别 1.97% 

户主文化程度 2.02% 
户主民族 10.2% 

健康风险 
残疾(含精神病人)人数 3.74% 
家中患大病、重病人数 3.01% 
家里患慢性病人数 2.55% 

政策资本 
家中是否小额信贷贷款或富农产业贷款 9.72% 

家中是否得到其他产业帮扶措施 4.24% 
家中是否有人参加过技能培训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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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中是否有人从事公益性岗位 9.97% 

家中是否有人享受跨省交通补贴 19.42% 

收入水平 
工资性收入占比 2.97% 

人均纯收入 2.77% 

 
从权重分配来看，跨省交通补贴(19.42%)、技能培训参与情况(11.52%)和公益性岗位参与情况(9.97%)

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这表明政策支持在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具有核心地位。家庭资本(如户主文

化程度和民族)和健康风险(如患重病人数)同样是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这表明提升家庭资本积累和健康

保障水平，对于提高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工资性收入占比和人均纯收入虽然权重相对较低，但直接反映

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基础，是综合评价不可忽视的变量。 

4.3. 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对应权重，计算出 7 个县(区)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结果如表 3 所

示。 
 

Table 3. Comprehensive income index score for low-income groups 
表 3. 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 

县(区) 综合指数得分 排名 
G 43.21 1 
E 33.13 2 

七县(区)平均 33.02  
D 32.88 3 
B 32.16 4 
A 31.80 5 
F 29.06 6 
C 28.80 7 

 
结果显示，7 个县(区)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综合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G 县(43.21)、E 县(33.13)、

D 县(32.88)、B 县(32.16)、A 县(31.80)、F 县(29.06)和 C 县(28.80)。整体平均得分为 33.02，其中高于平

均水平的县(区)有 G 县和 E 县，其他 5 个县(区)低于平均水平。G 县得分远高于其他县(区)，体现了其在

收入方面的显著优势。这可能得益于政策支持力度较大，例如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参与率较高，以及

跨省交通补贴覆盖范围更广。而 F 县和 C 县得分低于 30 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县。表明可能其低收入群

体收入来源单一，政策措施的覆盖面或实施效果不足，亟需加大对政策资源的倾斜力度，尤其是在技能

培训和扶贫政策推广方面。 
结合表 3 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分配，跨省交通补贴(19.42%)、技能培训参与情况(11.52%)和公益性岗位

参与情况(9.97%)是影响收入的关键变量。这些政策性支持措施在 G 县得到充分实施，成为其综合得分领

先的主因。跨省交通补贴权重最高(19.42%)，G 县可能在组织外出务工、落实交通补贴政策方面成效显

著，有效提升了劳动力输出比例和务工收入稳定性。相比之下，C 县和 F 县由于地处偏远或政策宣传不

到位，导致交通补贴覆盖不足，限制了外出务工渠道拓展。技能培训参与率(11.52%)，培训内容是否贴近

市场需求、培训资源是否充足直接影响农民就业能力。G 县可能在培训课程设计、师资力量配置方面更

具针对性，从而提高参训农户的就业转化率。而部分落后县区可能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培训

效果有限，导致该指标得分偏低。公益性岗位参与情况(9.97%)，公益性岗位是解决本地就业困难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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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G 县可能通过扩大乡村保洁员、护林员、道路维护员等岗位数量，保障了低技能人群的基本

就业。 
C 县和 F 县公益岗位开发力度较小，部分有劳动能力但缺乏就业机会的农户未能从中受益。此外，

户主民族(10.2%)、小额信贷使用情况(9.72%)等指标也对综合得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区若能获

得更大力度的政策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 产业与就业帮扶政策成效显著，但仍需优化 
七成左右的农户参与了产业发展，且多数表示产业帮扶措施对其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

小额信贷、产业奖补等政策的认可度较高。同时，技能培训虽然参与率较低，但大多数农户认为其对就

业能力提升有帮助。此外，跨省交通补贴、公益岗位安排等就业帮扶措施有效提升了就业机会和家庭

收入。 
(2) 农村治理满意度高，干部作风获得广泛认可 
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的工作作风受到高度评价，95%以上的农户认可干部入户采集收入数

据的真实性。积分制、专项治理等创新管理方式也取得一定成效，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

改善明显。 
(3) 政策对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 
有些地区凭借政策执行力强、就业帮扶到位、技能培训扎实等多方面优势，在农民低收入群体增收

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而部分地区则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产业支撑力弱、技能培训覆盖面窄等问题，

导致收入效应指数偏低。 

5.2. 研究建议 

(1) 提升产业帮扶覆盖面与精准性，推动农业产业链整合 
扩大小额信贷覆盖范围，设立村级金融服务站，由银行或信用社派驻人员提供贷款咨询和服务；推

广“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产品。建立农户信用评级系统，基于历史还款记录、产业发展情况等动态

调整授信额度；联合农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联合担保机制，将奖补资金与产量、质量挂钩，

鼓励优质高效种植养殖，实施差异化奖补，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给予更高补贴；引导建立“以奖代补 + 技
术服务”的复合型支持模式。 

(2)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引入第三方培训机构与激励机制 
根据当地主导产业和市场需求定制培训课程(如电商销售、农机操作、有机种植等)，推行“线上 + 线

下”混合培训模式，在农闲期集中开展培训，结合农忙期灵活安排；引入市场化培训机构，政府通过“以

奖代购”方式购买服务，对完成培训并实现就业或创业的农户给予奖励，鼓励培训机构与企业合作定向

培养技能人才。 
(3) 强化就业帮扶政策落地效果，推动就近就地就业 
完善跨省交通补贴发放机制，简化申请流程，采用电子化平台申报与审核，与用工企业对接，核实

就业真实性，按季度或半年集中发放，减少农户跑腿负担；扩大公益岗位开发与管理，在乡村基础设施

维护、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增设公益岗位，制定公益岗位目录，明确岗位职责与薪酬标准，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避免“吃空饷”现象；支持建设扶贫车间、家庭作坊、小微企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租金

减免、设备租赁补贴，协调本地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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