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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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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

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

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

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

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

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

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

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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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socialcapitalonmulti-dimensionalpovertyoffarmers:
Analysisofintermediaryeffectbasedonlabor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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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mitigationeffectsofsocialcapitalandlabormobilityonfarmers’multi-dimensional

poverty,basedonthesurveydataoffarmersintheQinbamountainareas,anempiricalanalysisoftheimpactofsocial
capitalandlabormobilityonfarmers’multi-dimensionalpovertyisconductedbasedontheestimationofmulti-

dimensionalpovertyoffarmers.Theeffectoflabormobilityintheimpactofsocialcapitalonfarmers’multi-dimensional

povertyisalsoexplored.Theresultsshowthat:1)Theruralhouseholdsmainlyexistsintheaspectsofhealth,

educationandlivingstandardsandotherwelfare;Thereisarelativelyseriouspovertyphenomenon,whichiswhenk=

3,theincidenceofmulti-dimensionalpovertyofruralhouseholdsisashighas93.0%.2)Thesocialcapital,social
network,andsocialparticipationdisplay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farmers’multidimensionalpoverty;Thesocial
capital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labormobility,whichcaneffectivelypromotethemobilityoffarmers’labor;

labormobilityisinsocialnetworks,socialtrust,andsocialprestige.Thereisalsoanegativepartialmediationeffectin
theprocessofaffectingfarmers’multi-dimensionalpovertybysocialparticipation,whichindicatesthatlabormobility
hasanmediatingeffectintheprocessofsocialcapitalaffectingfarmers’multi-dimensionalpoverty.Therefore,itis
recommendedtoimprovethefamilywelfareoffarmersfroma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playtheroleof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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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andlabormobilityinpovertyreduction,andeffectivelypromotetheeffectiveconnectionofpovertyalleviation
and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 socialcapital;labormobility;farmers;multi-dimensionalpoverty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

件[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

提高,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5亿[2],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略,2012—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

到551万,贫困发生率由10.2%降到0.6%[2],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秦巴山区是集革命老

区、大型水库库区和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等为一体

的连片特困地区之一[3],因病、因学、因残等致贫返

贫问题突出,新时期贫困特点更加复杂多样,教育、
健康和生活条件等福利的被剥夺已经成为农户贫困

的主要表现形式[3],从多维福利视角更能精确地反

映农村的真实贫困状态。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非农就业逐渐成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重要手

段[4]。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

化配置,使农民工获取较高收入,提升家庭生活福

利,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由各种社会关系网络

构成的社会资本是维持农村社会运转和利益协调的

一种非正式制度,也是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一种

重要的替代机制,对农村社会发展和缓减贫困具有

重要作用[5],一方面农户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促进信息和资源共享,获取更多就业信息和机会,提
高收入水平,增强家庭应对各种风险冲击的能力;另
一方面能够对农户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等多维福

利产生积极作用,减缓农户贫困发生[6]。因此,积极

发挥社会资本的非正式作用,有效促进劳动力流动,
可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使其避

免陷入贫困陷阱。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社会资本—劳

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

秦巴山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

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在劳动力流动中介作

用下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据此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为制定新时期

精准扶贫政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现实参考

与决策依据。

1 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1.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社会资本作为农村地区一种不可或缺的非正式

制度,是基于亲缘、血缘和地缘的人情关系网络,当
农户遇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提供非正式保障作用[7],
使其摆脱风险冲击。农户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参与

公共活动的频率越高,农户家庭福利就越高,陷入贫

困的概率就会越低[8],史恒通等[9]研究也表明社会

资本可以有效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基于以上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H1a: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H1b: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H1c: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H1d: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1.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下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农户外出务工决策产生影响[10]。社会

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户与外界交往和互动的频率越

高,获取就业信息和搜寻工作的成本更低,进而降低

信息不对称[11],有利于提升农户就业机 会 和 概

率[7],提高家庭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使部分农户迁

移去城镇,改善家庭生活[12]。研究表明,社会资本

是农村社区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使外出劳

动者建立信任、互惠和互助的人际网络关系,在传递

劳动力市场信息方面起重要作用[13],有助于非农就

业和劳动力转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资本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正向影响;

H2a:社会网络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正向影响;

H2b:社会信任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正向影响;

H2c:社会声望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正向影响;

H2d:社会参与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正向影响。

1.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的研究较为

丰富,发现非农就业会降低农户家庭未来贫困发生

的可能性[14],有助于降低农业损失风险而带来的贫

困脆弱性。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

和消费水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降低贫困发生

14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1年 第26卷 

率[15],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

对于提升贫困家庭风险抵抗能力和改善家庭经济状

况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

1.4 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中

具有中介效应

社会资本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改善家庭福利,缓
解农户贫困状况[16]。车四方等[17]研究表明社会资

本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农民工越有可能获取高工

资,降低贫困发生率。社会资本促进农户之间建立

信任、互惠和共享信息,降低农户搜寻工作的成本和

代价,有助于提升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
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进而达到减缓农户多维贫

困的目的。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

中具有中介效应;

H4a: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多维贫

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H4b:劳动力流动在社会信任影响农户多维贫

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H4c: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声望影响农户多维贫

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H4d: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

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1.5 关系理论模型

构建了“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

困”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model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9~11月期间

对秦巴山区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7县的农户实地

调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

合的方式,调查方式以一对一问卷调查方式为主,结
合半结构化访谈形式进行,每个县选取3~4个镇,
每个镇选取3~4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0~20个

农户,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646份。

2.2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

2.2.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多维贫困是指人们缺乏或丧失了改变其生存状

况、抵御各种风险和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行能力,即在

受教育、营养、生活质量、住房和医疗等福利的能力

或机会被剥夺[18]。借鉴Alkire等[19]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PD)[20]的多维贫困指数分析框架,结合

数据可获取性,选取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

4个维度的10个指标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综合测

度。借鉴王恒等[3]相关研究,选取常用的等权重方

法,即4个维度权重均为1/4。具体如表1所示。

2.2.2 测量方法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若个体被剥夺指标k≥3
时,则该个体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计算公式如下:

多维贫困发生率 H:
H =q/n (1)

多维贫困强度指数A:

A =∑
n

i=1Ci(k)/q (2)

多维贫困指数 MPI:

MPI=H×A (3)
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

C= MPIiMPI= qi×wi

n×MPI
(4)

式中:q为处于多维贫困样本数量;n为总样本数,i
表示农户家庭;Ci(k)为临界值为k时,多维贫困人

口被剥夺分值经过加权的总数量。H 为多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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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A 为多维贫困强度指数,MPI为多维贫困

指数。wi 表示指标权重值,qi 表示在多维贫困情况

下i指标的贫困发生率,C 表示各指标对多维贫困

的贡献率。

表1 多维贫困指标及贫困界定标准

Table1 Multi-dimensionalpovertyindicatorsandpovertydefinitionstandards

维度

Dimension
MPI指标

MPIIndex

权重

Weight

贫困界定标准

Povertydefinitionstandard

收入Income 收入水平①Incomelevel 1/4 人均纯收入低于2011年国家贫困线标准2300元

教育

Education

受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1/8 成年劳动力(15~64岁)人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9年)及

以下

适龄儿童入学

School-agechildrenenrolled
1/8 家庭至少有一名适龄儿童(6~15岁)失学

健康

Health

疾病 Disease 1/8 家庭有成员患有慢性病、大病、残疾等疾病

医疗保险 Medicalinsurance 1/8 家庭有成员没有购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生活水平

Standardofliving

房屋 Housing 1/20 家庭住房结构为土坯、茅草和窑洞等结构

饮用水 Drinkingwater 1/20 家庭饮用水来源不是自来水或井水(≤5m)

做饭燃料Cookingfuel 1/20 家庭做饭燃料以柴草、秸秆和木炭等非清洁能源为主

厕所类型 Typeoftoilet 1/20 家庭不能使用室内、室外冲水厕所或冲水公厕等卫生厕所

家庭资产Familyassets 1/20 拥有汽车、冰箱、电话、电视机、洗衣机等数量<3种

2.2.3 农户单维贫困测度

秦巴山区农户主要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受教

育年限和适龄儿童入学4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

高,分别为95.2%、89.9%、87.9%和74.4%(见
表2)。

2.2.4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

随着k值的增加,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

贫困指数均逐渐下降,多维贫困强度指数逐渐增加。
当k=3时,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为93.0%,多
维贫困现象严重(见表3)。

2.3 变量选取

1)因变量。因变量为农户多维贫困,以k=3为

界定标准,若k≥3,赋值1;否则,赋值0。

2)自变量。核心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借鉴丁冬

等[8]、史恒通等[9]相关学者研究,对社会资本变量进

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4个公因子,
分别命名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

与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232%,通过各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比重为各因子的分

权重,计算农户社会资本总指标数值。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劳动力流动,若农户

家庭有劳动力流动现象,赋值1,否则,赋值0。

4)控制变量。考虑其他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

影响的变量,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

变量。如表4所示。

2.4 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SPSS20.0软件对社会资本各变量做因

子分 析。信 度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克 朗 巴 哈 系 数

(Cronbach’sα)为0.805,各哑变量因子载荷值均大

于0.65,表明变量测度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分析

结果显示KMO值为0.768,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

似卡方值为3986.24(P=0.000),说明选取指标适

合作因子分析,数据样本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5 模型构建

研究参考刘红云等[21]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建
立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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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样本地区是以当年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标准来判定农户是否处于收入贫困状态,并未对农户收入进行平滑来计算,
所以本文采用2016年收入标准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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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农户单维贫困发生率

Table2 Incidenceofsingle-dimensionalpovertyamongruralhouseholds

维度

Dimension

指标

Index

总体

Total

汉阴县

Hanyin
County

洛南县

Luonan
County

勉县

Mian
County

礼县

Li
County

成县

Cheng
County

康县

Cheng
County

平昌县

Pingchang
County

收入

Income

收入水平

Incomelevel
27.7 26.3 30.4 24.0 29.6 26.6 23.5 33.3

教育

Education

受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87.9 90.5 75.0 87.2 97.2 87.3 94.1 90.6

适龄儿童入学

School-agechildrenenrolled
5.6 11.6 5.4 3.2 5.6 3.8 2.9 6.3

疾病 Disease 70.4 59.0 65.2 68.8 71.8 67.1 82.4 83.3
健康

Health
医疗保险

Medicalinsurance
2.2 1.1 5.4 1.6 2.8 1.3 1.5 1.0

房屋 Housing 27.7 30.5 17.9 22.4 35.2 22.8 25.0 43.8

饮用水 Drinkingwater 16.4 25.3 1.8 28.8 25.4 1.3 13.2 16.7生活水平

Standardof
living

做饭燃料Cookingfuel 89.9 91.6 85.7 92.8 74.7 93.7 97.1 92.7

厕所类型 Typeoftoilet 95.2 88.4 93.8 97.6 98.6 98.7 98.5 92.7

家庭资产Familyassets 19.3 20.0 23.2 21.6 11.3 20.3 8.8 24.0

表3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

Table3 Multi-dimensionalpovertylevelsofruralhouseholds

维度k
Dimension

多维贫困发生率 H
Multi-dimensional
incidence

多维贫困强度指数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intensityindex

多维贫困指数 MPI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index

样本量/户

Sample

1 0.998 0.402 0.401 645

2 0.977 0.410 0.401 631

3 0.930 0.421 0.392 601

4 0.771 0.457 0.352 498

5 0.474 0.524 0.248 306

6 0.200 0.586 0.117 129

7 0.063 0.688 0.043 41

8 0.011 0.732 0.008 7

Y'=i1+cX +e1 (5)

Y″=i2+c'X +bM +eY (6)

M=i3+aX +eM (7)

Y'=LogitP(Y =1|X)=lnP(Y =1|X)
P(Y =0|X)

(8)

Y″=LogitP(Y =1|M,X)=lnP(Y =1|M,X)
P(Y =0|M,X)

(9)

式中:X 为社会资本;Y'为农户多维贫困;Y″为加入劳

动力流动后的农户多维贫困;M 为劳动力流动;c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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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对Y'的直接影响;e1 为残差项;a为X 对 M 的影

响;b为M 对Y″的影响;c'为加入中介变量M 后X 对

Y″的影响;eM 和eY 分别为M 变量和Y″变量的残差。
借鉴 Mackinnon等[22]相关研究,中介效应公式

如下:

bstd =b·SD(M)/SD(Y″) (10)

cstd =c·SD(X)/SD(Y') (11)

c'std =c'·SD(X)/SD(Y″) (12)

表4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4 Descriptivestatisticsofthemainexplanatoryvariable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说明

Variabledescrip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多维贫困

 Multi-dimensionalpoverty

农户是否处于三维贫困:是=1,否=0 0.93 0.25 0 1

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对所选取公因子进行加权后的值 0.00 0.57 -1.85 1.30

 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 因子分析标准化得分 0.00 1.00 -2.60 2.50

 社会信任Socialtrust 因子分析标准化得分 0.00 1.00 -3.76 2.41

 社会声望Socialreputation 因子分析标准化得分 0.00 1.00 -1.57 3.24

 社会参与Socialparticipation 因子分析标准化得分 0.00 1.00 -1.48 3.42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劳动力流动Labormobility 农户家庭是否有劳动力(15~64岁)

流动:是=1,否=0
0.60 0.49 0 1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户主特征 Headof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年龄/岁 Age 户主实际年龄 55.80 12.47 23 89

 婚姻状况 Maritalstatus 已婚=1,未婚、离异、丧偶=0 0.84 0.36 0 1

家庭特征Familycharacteristics

 家庭总人口/人

 Totalfamilypopulation

家庭实际人口总数 4.21 1.64 1 9

 抚养负担

 Supportburden
15岁以下儿童及65岁以上老人占家

庭总人口比例

0.32 0.27 0 1

 家庭医疗支出/元

 Familymedicalexpenditure

农户家庭医疗支出金额 5677.87 11345.77 0 125000

村庄特征 Villagecharacteristics

 县城距离/kmCountydistance 到县城距离 26.83 17.05 1.5 100

 交通情况 Trafficcondition 是否通公交车:是=1,否=0 0.30 0.4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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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std、cstd、c'std分别表示由以Logit为单位的系

数转换而来的标准化系数。利用样本农户的原始数

据计算得出SD(M)和SD(X),公式如下:

var(Y')=c2var(X)+π2
3

(13)

var(Y″)=c'2var(X)+b2var(M)+

2c'bcov(X,M)+π2
3

(14)

式中:π2/3为标准Logistic分布的方差,将式(13)
和(14)代入到式(10)~(12)中,计算出标准化回归

系数,得到中介效应大小及占比。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根据表5模型(1)可知,社会资本每提升1单

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在1%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降低9.3%。根据模型(2)和(3)可知,社会网

络和社会参与每提升1单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

概率在1%的统计水平上分别显著降低4.1%和

3.1%,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无显著

影响。控制变量中,各指标对农户多维贫困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社会资本提升可以有效减缓农户多维

表5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Table5 Theimpactofsocialcapitalonruralhouseholds’multi-dimensionalpoverty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0.093***

(0.023)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041***

(0.012)

社会资本维度

Socialcapital
dimension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005
(0.010)

社会声望

Socialreputation
-0.011
(0.010)

社会参与

Socialparticipation
-0.031***

(0.009)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2.342*

(1.322)
2.594**

(1.317)
2.497**

(1.269)
2.415*

(1.272)
2.500**

(1.258)

LRchi2 47.42*** 40.32*** 25.63*** 26.72*** 37.01***

PseudoR2 0.145 0.124 0.079 0.082 0.113

Loglikelihood -139.573 -143.120 -150.464 -149.921 -144.774

样本量Samplesize 64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同;此处医疗花费金额为2016年数值,为便于计

算,医疗花费取对数,下同。因篇幅限制,省略其他控制变量,下同。

Note:*,**,and***representthesignificancelevelsof10%,5%,and1%respectively,thesamebelow;thevalueinbracketsisthe

standarddeviation,thesamebelow;theamountofmedicalexpenseshereisthe2016value,forconvenienceForcalculation,the

medicalexpensesarelogarithm,thesamebelow.Duetospacelimitations,othercontrolvariablesareomitted,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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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可能原因是:农户社会资本可以减少交易成

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通过促进亲友间相互合作,
提高整体效率;但秦巴山区整体贫困程度深,农户之

间在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差异

较小,社会信任和农户自身的地位及声望并不能给

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对改善农户贫困状况效果甚

微。综上,假设 H1、H1a、H1c、H1d得到证实,H1b
未得到证实。

3.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检验

根据表6模型(6)可知,社会资本每提升1单

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概率在1%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提高47.1%。由模型(7)~(9)可知,社会网

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劳

动力流动的概率分别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

26.0%、4.9%和6.9%。根据模型(10)可知,农户

社会参与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

概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3.5%。综上

可知,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本各维度均对农户家庭

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提升有

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可能原因是:社会资本作

为农村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促使外出劳

动者建立信任和互助的人际网络关系,会对其信

息交换和资源获取等产生较大帮助,提高外出务

工概率和工资收入水平,进而改善农户家庭生活

状况。综上,假设 H2、H2a、H2b、H2c、H2d得到

证实。

表6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Table6 Impactofsocialcapitalonlabormobility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模型(6)

Model(6)
模型(7)

Model(7)
模型(8)

Model(8)
模型(9)

Model(9)
模型(10)

Model(10)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0.471***

(0.016)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260***

(0.009)

社会资本维度

Socialcapital
dimension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049***

(0.019)

社会声望

Socialreputation
0.069***

(0.019)

社会参与

Socialparticipation
0.035*

(0.019)

常数项

Constant
0.561***

(0.103)
0.591***

(0.103)
0.399***

(0.081)
0.404***

(0.081)
0.397***

(0.080)

LRchi2 265.55*** 256.37*** 6.65*** 12.58*** 3.16*

PseudoR2 0.305 0.294 0.008 0.014 0.075

Loglikelihood -302.632 -307.223 -432.083 -429.115 -433.824

样本量Samplesize 646

3.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表7模型(11)表示中介变量劳动力流动对农户

多维贫困的影响,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
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降

低11.3%,表明非农就业可以改善显著农户家庭福

利状况,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和缓解农户贫困。可

能原因是:对于秦巴山区农户而言,通过家庭劳动力

外出务工使农户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提升农户家

庭的风险抵御能力,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综

上,H3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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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Table7 Impactoflabormobilityonruralhouseholds’multi-dimensionalpoverty

变量类别 
Variable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模型(11)Model(11)

系数Coefficient 边际效应 Marginaleffect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劳动力流动

Labormobility

-1.880***

(0.536)
-0.113***

(0.034)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控制

常数项Constant 4.039***(1.377)

LRchi2 44.32***

PseudoR2 0.136

Loglikelihood -141.123

样本量Samplesize 646

3.4 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3.4.1 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

根据表5模型(1)可知,在未加入劳动力流动

时,社会资本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

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表8模型(12)可知,加入劳

动力流动后,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分别在1%和

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

响,系数与加入劳动力流动之前相比有所下降。根

据表6模型(6)可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

显著正向影响。由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可知,农户通

过个人和家庭社会资本,获取就业信息和机会,实现

非农就业转移,提高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家庭福利,
进而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

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

H4得到证实。

3.4.2 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

根据表5模型(2)可知,在未加入劳动力流动

时,社会网络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

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表8模型(13)可知,加入劳

动力流动后,社会网络和劳动力流动分别在1%和

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
系数与加入劳动力流动之前相比有所下降。根据表

6模型(7)可知,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有

显著正向影响。由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可知,社会网

络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根据表9可知,分析结果通过了相关检验。可能原

因是:社会网络作为农户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途径,

农户与外界交往和互动次数越多,给农户带来信息、
资源和帮助就越多,进而促进农户非农就业,缓解农

户多维贫困状况。因此,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影

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

H4a得到证实。

3.4.3 社会信任—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

根据表5模型(3)可知,在未加入劳动力流动

时,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由表8
模型(14)可知,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社会信任对农户

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在1%的统计水

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表6模

型(8)可知,社会信任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

影响。根据表9可知,社会信任促进农户劳动力流

动,使农户获得非农就业工作,减缓多维贫困发生。
可能原因是:秦巴山区农村由于其地域限制和封闭

性等原因,村庄内部长期重复交易建立起了牢固的

信任机制,亲朋好友、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有助于

个体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使农户有更多就业机会

和渠道。因此,劳动力流动在社会信任影响农户多

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H4b得到

证实。

3.4.4 社会声望—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

根据表5模型(4)可知,在未加入劳动力流动

时,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但不显

著。根据表8模型(15)可知,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社
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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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模型(9)可知,社会声望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

显著正向影响。根据表9可知,社会声望促进农户

家庭劳动力流动,进而减缓多维贫困的发生。可能

原因是:部分农户所控制和掌握的社会资源质量和

数量比一般农户相对较高,社会地位可能较高,会获

取更多地信息和就业机会,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

率。因此,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声望影响农户多维贫

困的过 程 中 存 在 负 向 部 分 中 介 效 应,H4c得 到

证实。

3.4.5 社会参与—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

根据表5模型(5)可知,在未加入劳动力流动

时,社会参与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

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表8模型(16)可知,加入劳

动力流动后,社会参与和劳动力流动均在1%的统

计水平上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

表6模型(10)可知,社会参与对农户劳动力流动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参与通过影响农户家庭劳

动力流动,进而减缓农户多维贫困。根据表9可知,
实证结果通过了相关检验。可能原因是:农户越是

积极参加到村庄各种群体活动中,掌握和拥有资源

的机会就会越多,有助于劳动力流动,使农户避免风

险冲击。因此,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

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H4d得到

证实。

表8 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Table8 Theimpactofsocialcapitalandlabormobilityonruralhouseholds’multi-dimensionalpoverty

变量类别  
Variable  
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模型(12)

Model(12)
模型(13)

Model(13)
模型(14)

Model(14)
模型(15)

Model(15)
模型(16)

Model(16)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0.068***

(0.026)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023*

(0.013)

社会资本维度

Socialcapital
dimension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011
(0.010)

社会声望

Socialreputation
0.006
(0.010)

社会参与

Socialparticipation
-0.029***

(0.009)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劳动力流动

Labormobility

-0.067*

(0.035)
-0.085**

(0.036)
-0.116***

(0.034)
-0.111***

(0.034)
-0.109***

(0.033)

控制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
3.392**

(1.433)
3.757***

(1.408)
4.247***

(1.394)
4.020***

(1.382)
4.013***

(1.372)

LRchi2 51.87*** 47.56*** 45.41*** 44.69*** 54.86***

PseudoR2 0.159 0.146 0.139 0.137 0.168

Loglikelihood -137.348 -139.499 -140.579 -140.938 -135.851

样本量Samplesize 646

94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1年 第26卷 

表9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Table9 Testresultsofmediationeffect

影响路径

Influencepath
Sobel
检验

Aroian
检验

Goodma
检验

中介效应存在性

及影响方向

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多维贫困 -2.095** -2.088** -2.101** 负向部分中介

社会信任—劳动力流动—多维贫困 -1.693* -1.628* -1.766* 负向部分中介

社会声望—劳动力流动—多维贫困 -1.901** -1.860** -1.944** 负向部分中介

社会参与—劳动力流动—多维贫困 -1.402* -1.322* -1.499* 负向部分中介

  注:Aroian检验、Goodman检验是与Sobel检验结果的对比检验。

Note:AroiantestandGoodmantestarecomparisontestswithSobeltestresults.

3.5 中介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借鉴车四方等[17]、王恒等[23]学者相关研究,利
用含内生变量的IV-Probit模型对中介变量劳动力

流动的内生性进行检验,选取除被访农户外同村其

他农户的平均劳动力流动情况作为内生性检验的工

具变量,原因在于同一村庄不同农户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情况等相近,村庄内被访农户的劳动力流动情

况与同村其他农户的劳动力流动并不直接相关,可
以认为是外生变量,满足工具变量选取条件。表10
模型(17)和(21)的 Wald模型检验结果接受了“劳
动力流动为外生 解 释 变 量”的 原 假 设,并 且IV-
Probit的估计结果与表8模型(12)和(16)估计结果

基本保持一致;表10模型(18)~(20)的 Wald模型

检验结果表明,虽然 Wald检验分别在10%的统计

水平下拒绝了“劳动力流动为外生解释变量”的原假

设,但I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基本保

持一致,表10核心自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及影响

方向与基准模型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基准模型的内

生性偏误并不严重,在因果分析和中介效应机制检

验层面,排除内生性偏误后,劳动力流动仍会显著降

低农户收入贫困和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因此,
基准模型结论依然成立。

3.6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四维贫困作为

被解释变量。对比表11模型(22)~(26)与(12)~
(16)可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在大小、显
著性及影响方向上面基本一致,表明劳动力流动仍

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在大小、显著性及影响方向上面也基本一

致。综上,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减

贫效应,农户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促进劳

动力流动,使农户获取更多非农工资收入,改善农

户家庭福利,使其摆脱贫困状态。总体来看,表8
模型(12)~(16)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模型设

计合理。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微观数据,构建了

“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的中介效

应模型。主要结论如下:

1)秦巴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现象严重。农户在教

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现

象,主要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疾病

4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95.2%、89.9%、87.9%和70.4%;当k=3时,农户

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农户多维福利被

剥夺现象严重。

2)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

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

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社会资

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各维

度均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

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农户通过

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网络和联系等可以显著提升

其就业机会。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多维贫

困发生的概率。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
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

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

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农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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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10 Endogenoustestresults

变量类别  
Variable  
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模型(17)

Model(17)
模型(18)

Model(18)
模型(19)

Model(19)
模型(20)

Model(20)
模型(21)

Model(21)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劳动力流动

Labormobility

劳动力流动

Labormobility

-2.106***

(0.577)
-2.200***

(0.488)
-1.859***

(0.440)
-1.802***

(0.364)
-1.708***

(0.428)

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0.510
(0.541)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356*

(0.248)

社会资本维度

Socialcapital
dimension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131**

(0.065)

社会声望

Socialreputation
0.055
(0.534)

社会参与

Socialparticipation
-0.193***

(0.081)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统计检验

Statisticaltest
常数项Constant

2.761***

(0.502)
2.710***

(0.487)
2.716***

(0.510)
2.609***

(0.515)
2.564***

(0.527)

Wald卡方值

Waldchi-squarevalue
121.50*** 137.53*** 79.32*** 73.88*** 71.89***

内生解释变量的 Wald检验

Waldtestofendogenousexplanatoryvariables
2.39 2.78* 3.13* 3.12* 2.07

Pseudomaximumlikelihood -446.711 -453.217 -569.835 -565.730 -567.871

样本数Samplesize 646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Note:Thevaluesinparenthesesaretherobustnessstandarderrors,thesamebelow.

过自身的社会资本提高非农就业机会,改善家庭生

活福利,达到降低减缓多维贫困的作用。

4.2 政策启示

1)改善农户多维福利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秦巴山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重点改善农

户人居生活环境,加快推进“厕所工程”项目。在有

条件的地区推广和鼓励清洁能源、天然气和电的使

用,降低生活污染和环境污染,加快实施安全饮用水

巩固提升工程[3]。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避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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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Table11 Regressionresultsofrobustnesstest

变量类别  
Variable  
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模型(22)

Model(22)
模型(23)

Model(23)
模型(24)

Model(24)
模型(25)

Model(25)
模型(26)

Model(26)

自变量Independentvariable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社会资本指数

Socialcapitalindex
-0.084**

(0.036)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039**

(0.020)

社会资本维度

Socialcapital
dimension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004
(0.017)

社会声望

Socialreputation
0.007
(0.016)

社会参与

Socialparticipation
-0.034***

(0.014)

中介变量

Mediatingvariable

劳动力流动

Labormobility

-0.106**

(0.045)
-0.116***

(0.044)
-0.164***

(0.035)
-0.165***

(0.035)
-0.158***

(0.034)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term
0.295
(0.734)

0.439
(0.717)

0.684
(0.716)

0.683
(0.709)

0.628
(0.702)

Waldchi-squarevalue 49.96*** 50.54 45.22 45.37*** 46.57***

PseudoR2 0.088 0.086 0.080 0.081 0.087

伪极大似然值

Pseudomaximumlikelihood
-317.221 -317.865 -319.743 -319.673 -317.316

样本量Samplesize 646

因贫失学辍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3],完善社会化

养老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

2)加强农户社会资本构建,有效促进劳动力流

动。提升秦巴山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农户自身

需加强与亲友、邻居以及社会精英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增强社会资本异质性,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非农

就业的影响和决策[23]。健全就业制度体系,改善就

业环境,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完善就业市场等途径降

低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信息和时间成本,显著

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农民工的福

利待遇、教育和医疗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要

注意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农村空心化和留守人员社

会保障问题,鼓励部分新型职业农民和各类人才

返乡创业就业,多渠道、多举措提升农户家庭收入

水平,改善农户福利水平,降低贫困发生率,促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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