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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是人类在 ２１ 世纪发展所要长期面对的困境，消除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 单纯依据经济、社会统

计数据对贫困状况的测度缺乏空间视角，无法直观地分析贫困状况的空间差异、地域特征及致贫原因的生态地理背景分异机

制。 引入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构建了可持续生计的测度指标体系，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县区为样本，借助遥感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技术，建立了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夜间灯光指数和可持续生计指数（ＳＬＩ）间的回归模型，并以青海省所有县区的数据

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利用检验后的模型将持续生计指数空间化；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了县域持续生计指数的空间集聚状况。

结果表明：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估算的 ＳＬＩ 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０．８４％和 １２．１９％，精度较高。 中国所有县区 ＳＬＩ 的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

别为 ０．６３６ 和 ０．５７９，具有较高的空间依赖性，“低⁃低”型贫困区域即空间贫困陷阱区集中在扎兰屯⁃百色一线以西。 两时点上分

别识别出 ６４２ 个、６１２ 个多维贫困县。 ２０１３ 年，多维贫困县区在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岛状、块状、连片状 ３ 种地域类型。 研

究发现夜间灯光数据是一种有效的空间贫困测度数据源，可实现数据缺乏地区大尺度上的多维贫困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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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各类生计资本间的平衡状况［１９］。 参考前人［１，６⁃７］ 相关研究，在空间贫困理论和 ＳＬＡ 理论指导下，遵循数据

的可获得性、动态性、指标的相关性、典型性、指标间的区分度等原则，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社会性因素对

反贫困的作用，兼顾目前国家层面全面脱贫战略的核心监测指标，并考虑贫困与区位、环境、资源禀赋、经济、
社会等要素间的动态影响、相互作用，提出了县域可持续生计空间测度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候选集。

采用 Ｒ 聚类⁃变异系数方法筛选候选集中的指标，最终构建了由 ６ 个目标层和 ３０ 个指标层构成的县级可

持续生计度量指标体系（表 １）。 在此基础上，对筛选后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利用熵权法修正 ＡＨＰ 的方法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这样既可以弥补主观赋权法主观性较强的弱点，尽可能地保证了权重的客观性，同时又兼

顾了使用者对指标的偏好。 根据已经建立的多维指标体系及修正后的指标权重，计算生计指数。 各指标的统

计数据单位不相同，数据偏差大，直接对其统计没有统计学意义。 需对每个指标数据无纲量化处理，减小各指

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程度。 某些县区的单一指标会受统计误差的影响而远离标准值，例如，石嘴山市的能源

消耗量的统计数据包含能源公司的能耗数据，这些超出标准值的统计数据会影响 ＳＬＩ 计算的准确度。 先对其

进行修正得到指标统计矩阵，再对矩阵标准化处理，将每个指标的值都转化为一个无纲量值。

表 １　 县域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ｅｘ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种类
Ｔｙｐｅ

金融（区位）资本 人均 ＧＤＰ（Ｘ１） ＋ ０．０５７２ 统计数据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Ｘ２） ＋ ０．０６８１ 统计数据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Ｘ３） ＋ ０．０２３６ 统计数据

农村恩格尔系数（Ｘ４） ＋ ０．０３４７ 计算数据

距最近地级以上城市的距离（Ｘ５） － ０．０４２７ 计算数据

生态资本 多年平均降雨量（Ｘ６） ＋ ０．０３１１ 观测数据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ＰＰ 均值（Ｘ７） ＋ ０．０３１４ 空间栅格

集水指数（Ｘ８） ＋ ０．０３４８ 空间栅格

植被湿度指数（Ｘ９） ＋ ０．０３３４ 空间栅格

生物丰度指数（Ｘ１０） ＋ ０．０４４６ 计算数据

人力资本 大学学历占总人口的比重（Ｘ１１） ＋ ０．０３２７ 统计数据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农村青壮年文盲率（Ｘ１２） － ０．０４２７ 计算数据

义务教育普及率（Ｘ１３） ＋ ０．０２４２ 统计数据

农村人口就业比例（Ｘ１４） ＋ ０．０２１８ 统计数据

参加培训比例（Ｘ１５） ＋ ０．０１１９ 统计数据

物质资本 农村人均用电量（Ｘ１６） ＋ ０．０３１４ 统计数据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Ｘ１７） ＋ ０．０２２４ 统计数据

人均耕地面积（Ｘ１８） ＋ ０．０３５３ 计算数据

亩均农机总动力（Ｘ１９） ＋ ０．０３０９ 计算数据

安全饮用水行政村比例（Ｘ２０） ＋ ０．０３４８ 统计数据

社会资本 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之比（Ｘ２１） ＋ ０．０３３８ 统计数据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城镇化率（Ｘ２２） ＋ ０．０３３４ 统计数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Ｘ２３） ＋ ０．０４３２ 统计数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Ｘ２４） ＋ ０．０２３４ 统计数据

每千人拥有社会福利院床位数（Ｘ２５） ＋ ０．０１７７ 统计数据

环境 ／ 背景脆弱性 １５°以上坡度面积比例（Ｘ２６） － ０．０２２２ 空间栅格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地形破碎度（Ｘ２７） － ０．０３４１ 空间栅格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平均高程（Ｘ２８） － ０．０４２６ 空间栅格

地形起伏度（Ｘ２９） － ０．０３６２ 空间栅格

水网密度指数（Ｘ３０） ＋ ０．０２３４ 计算数据

　 　 注：表中的“＋”号代表正向指标，越大越好；“－”号代表负向指标，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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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总体分布特征

本文把依据可持续生计指数划分的极贫困和贫困区所属县区确定为中国的多维贫困县区（图 １０），２００２
年识别出的中国多维贫困县共 ６４２ 个，其中属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 ４２４
个。 ２０１３ 年识别出的中国多维贫困县共 ６１２ 个，其中国家级贫困县 ４２１ 个。 由图 １０ 可知，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间，
我国多维贫困县的集中分布态势并未发生显著的转变，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县区依然连片分布在中西部地

区。 具体来看，２００２ 年，多维贫困县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大部、云贵高原大部、川西、滇西山区、祁连山区、六
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内蒙古中部、南疆等地。 ２０１３ 年，多维贫困分布更为分散，贫困减少较明显的地

区包括南疆、内蒙古中部、桂黔滇毗邻地区，在武陵山区、湘赣粤交界地带、东北、陕甘宁六盘山区等地，多维贫

困有所推进。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县区总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岛状－块状－连片状 ３ 种地域类型：
（１）东部平原、丘陵及革命老区孤岛型多维贫困区，包括大小兴安岭南麓、中朝中蒙交界区、辽西；淮河中上游

地区、闽赣交界、罗霄山区、琼中等岛状分布的丘陵山区；（２）中部山地、丘陵、高原环境脆弱块状多维贫困区，
空间上恰好表现为沿胡焕庸线两侧分布的态势，从东北地区经过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武陵

山区、乌蒙山区、湘粤赣，延伸至滇桂黔石漠化区和滇西山区；（３）西部高寒、荒漠环境恶劣片状多维贫困区，
包括蒙新寒旱区、青藏高原山地区、川西－甘南高寒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

图 １０　 中国多维贫困县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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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空间变化

以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进行多维贫困区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分析。 将两

个年份上多维贫困县分为稳定型、调入型和调出型三类：稳定型，在两个年份上多维贫困识别中均位于 ＳＬＩ 指
数评估的贫困或极贫困县域；调入型，２０１３ 年评估中新加入贫困或极贫困县的“戴帽县”；调出型，２０１３ 年评

估中 ＳＬＩ 指数增加快，总体达到脱贫、不再进入 ＳＬＩ 贫困、极贫困名单的“摘帽县”。 统计结果显示，稳定型多

维贫困县的数量为 ４３８ 个，占 ２０１３ 年全部贫困县的 ７１．６％，调入型和调出型多维贫困县的数量分别为 １６８ 个

和 １３４ 个，调入型贫困县占多维贫困县总数的 ２７．４％。 可以看出，中国多维贫困区 １１ 年间集中分布的态势并

未发生明显改变。 调出型多维贫困县最明显的地区是内蒙古中部、云南⁃贵州交界、湖南、湖北、山东等省份，
内蒙古通辽、赤峰、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陕北榆林、延安等资源富集地区的多维贫困县，依托煤电、石油、天然

气、矿产品等的开发利用，旅游及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的带动，实现了县域的脱贫。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

北地区、中部省域交界地带、海南等地出现了新的多维贫困县，这些地区应当是未来减贫消贫重点关注的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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