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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家庭脱贫增收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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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基于3省9县3085个脱贫家庭为研究样本,通过

倾向得分匹配(PSM)、分位数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有效提升脱贫

家庭收入,通过PSM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有效;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通过对资产进行权属划分、实现就近就业、

提升村集体收入等途径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的稳步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一般脱贫家庭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

而对于五保脱贫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效果有限。因此,在两大战略衔接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贯彻落实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以五保脱贫家庭等低收入群体为防返贫监测对象,降低返贫风险,从而实现巩固与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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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assetmanagementofpovertyalleviationprojectsontheincomeofpoverty-
strickenfamilies,thisstudyconductsempiricalanalysisby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quantileregressionand
othermethodsbasedonthesurveydataof3085poverty-strickenfamiliesin9countiesof3provinces.Theresults
showthat:Theimplementationofassetmanagementofpovertyalleviationprojectscaneffectivelyincreasetheincome
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andtheconclusionisstillvalidafterpassingthePSMrobustnesstest;Theanalysisofthe
mechanismofactionfoundthatthe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hasbeensteadilyincreasedthroughthedivision
ofownershipofassets,achieveemploymentnearby,andimprovementofvillagecollectiveincome;Heterogeneity
analysisfoundthatithasthemostsignificanteffectongeneralpoverty-strickenfamilies,andhaslimitedeffectonFive
Guaranteepoverty-strickenfamiliesandlow-incomefamilies.Therefore,Inthestrategictransitionperiodofthetwo
strategies:ontheonehand,itisnecessarytoimplementtheassetmanagementsystemforpovertyalleviationprojects;

Ontheotherhand,low-incomegroupssuchaspoverty-strickenfamiliesundertheFiveGuaranteesshouldbemonitored
topreventreturningtopoverty,soastoachievethegoalofconsolidatingandexpandingtheachievementsof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assetmanagementofpovertyalleviationprojects;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ac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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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完美收官,自此中国踏

入了有序衔接、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
构建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的长效机制、进而助力于实

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现阶段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更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党中央惠农、助农、
强农思想的重要凸显[1]。在脱贫攻坚期内各地区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产业扶贫等途径不断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进而实现助贫、脱贫的目标,为此,各地区也

形成和沉淀了大量的扶贫项目资产,由于缺乏相应

的管理制度,部分地区出现了无人看管、无人维护的

现象,潜在影响着扶贫项目效用的持久发挥。为了

有效改善困境,实现扶贫项目资产有人管、有人护,
山东省Y县、安徽省Z县及内蒙古自治区Q县等先

行试点地区在2017年积极探索、积极谋划,通过对

扶贫项目资产进行权属划分、明确日常管理主体责

任、规范处置流程、加强日常运营监管等流程,已形

成了权属清晰、职责明确、处置得当、监督有效的扶

贫项目资产管理制度体系。与此同时,国家乡村振

兴局等多部门在2021年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扶贫

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完善了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为各地区强化管理提

供了制度保障。但先行试点地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

效果如何? 能否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的稳步提升? 作

用路径如何? 等系列问题亟需在战略衔接期内予以

解答。
而已有文献中关于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定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关于实施

扶贫项目资产管理重要性的研究,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取得脱贫攻坚、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后,要在巩固脱贫质量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脱贫成果,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2-3],而扶贫项目资产作为脱贫攻坚的“成果”
与“产物”,对扶贫项目资产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的管

理体系是持续发挥项目效用,进而巩固与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历史发展视角来

看,通过对脱贫攻坚期内的扶贫项目资产施加科学

化、规范化管理机制,是持续发挥项目效用[4],进而

助力于实现产业兴旺目标的重要基础[5];再者,基于

现实发展需求来看,面对脱贫攻坚期内1.6万亿元

财政扶贫资金所形成的庞大项目资产,通过管理防

范资产流失,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发挥资产

存量优势[6]。
其二,关于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要素的研究,由于

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是一个流程化的管理制度体系,
包括对扶贫项目资产的确权、划定责任主体、收益分

配、实施监督检查及资产处置等,任何环节的遗漏或

者缺失均会影响总体管理效率,扶贫项目资产管理

主要是明确“管什么”、“由谁管”的问题,而登记制度

是明确管理对象的基础[7],进而摸清家底[8],在此基

础上明确管理主体责任,实现扶贫项目资产有人管、
有人护。与此同时,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监督与处置

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9],多措并举共同致力于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效率的提升。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已有文献中对于扶贫项目

资产管理的研究更多基于定性视角,鲜有对先行试

点地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进行定量分析,而在战略

衔接期亟需对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效果进行评

价,一方面通过查漏补缺、总结管理经验,便于在全

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另一方面立足重点、攻克

“阻点”,通过作用路径分析为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找

准着力点,多措并举构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长效

机制,以提升脱贫家庭收入为重点,实现脱贫质量的

巩固与拓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奠定坚实

基础。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扶贫项目资产作为脱贫攻坚的“成果”与“产
物”,在脱贫攻坚期内为助贫脱贫发挥了重要效用,
在战略衔接期乃至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期,如何

管好、用好项目资产不仅是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稳定

增长的重要基础,还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重

要抓手。但由于脱贫攻坚期内扶贫项目建设类型

多、资金来源广,使得形成项目资产类型呈现多样

化、复杂化的现状,如依据扶贫项目资产的性质可划

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按照形成项目

资产的资金来源可划分为多主体联营和单一主体建

设两类,按照扶贫项目资产权属主体的不同可划分

为到户类、到村类等[10]不同类型,本研究为衡量实

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
进一步将扶贫项目资产按照存在形式及作用目的划

分为公益性、经营性及到户类扶贫项目资产,而针对

不同类型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

路径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实施环节对脱贫家

庭收入的促进作用。通过调研及文献梳理发现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包括权属划分、对资产运营情况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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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明确管理主体责任等,不同环节对脱贫家庭收入

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首先,对扶贫项目资产进

行权属划分是实施后续管理的基础,基于产权理论

可知,产权明晰化会对主体产生激励效用[11],依据

试点地区对项目资产确权情况来看,针对到户类、经
营性及村级公路等公益性的扶贫项目资产分别确权

到相应的脱贫家庭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实现脱

贫家庭经营性收入及村集体收入的稳步增长①。其

次,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要求定期对项目资产运营、收
益等情况进行公示公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公

开透明化可减少委托代理成本的发生,从而实现村

集体收入的提升;而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又会通

过收益分红、开发日常维护岗位等途径实现脱贫家

庭财产性收入的稳步提升②。最后,为实现扶贫项

目资产有人管、有人护,特别是针对村级公路等公益

性扶贫项目资产而言,由于其公共属性,为避免“公
地悲剧”的发生,需定期进行维护;与此同时,实现

村级加工车间等经营性扶贫项目资产保值增值是

施加管理的核心目标,而通过定期维护避免加速

老化是资产保值的基础,则村集体经济组织会通

过增加就业岗位的方式,实现脱贫家庭工资性收

入的提升。
其二,“管好”扶贫项目资产进而防范资产流失

是基础,“用好”项目资产、持续发挥项目带动效用是

管理的核心,更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施管理过程

中面临上级政府绩效考核的重心。则在脱贫攻坚期

如何在管好扶贫项目资产的基础上,盘活项目资产

进而持续发挥产业项目对于脱贫家庭的带动效用不

仅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内在要求,还是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核心基础。而依据能力贫困理论,家庭贫困

是表象,能力贫困是根本,村集体为有效发挥产业项

目对农户的带动效用,会依据当地产业发展需求,通
过定期组织针对性的生产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脱贫

家庭生产技能,使得脱贫家庭能够更好地融入产业

发展项目,进而通过就近就业等方式实现家庭经营

性、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framework

  基于资源禀赋理论,由于不同家庭资源禀赋的

差异使得获得制度红利的能力有所不同,如分别对

于一般脱贫家庭、五保脱贫家庭、低保脱贫家庭而

言,一般脱贫家庭可能是由于缺乏发展资金、发展机

会等所导致的贫困,在脱贫攻坚期内通过享受精准

到户的扶贫政策等实现发展能力的提升,在后续实

施的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中更容易参与到项目发展

中,进而获得相应的制度红利;但对于五保脱贫家庭

242

①

②

依据调研地区对扶贫项目资产确权的情况,权利主体主要包括脱贫家庭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两部分。
村集体收入与脱贫家庭收入的关系:在脱贫攻坚期内,面临贫困人口及贫困地区脱贫摘帽的压力,各地区会将大量村集体收入用于助

贫脱贫,在与三个试点地区县级相关部门座谈时了解到,在脱贫攻坚期内,一方面村集体收入属于“带帽”收入,村集体在收到相关收入后会通

过定向分红等方式用于助贫脱贫,另一方面为实现扶贫项目资产有人管、有人护,村集体会开发相应的资产管理维护岗位,进而实现家庭工资

性收入的增长。战略衔接期乃至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心,在壮大村级经济的基础上,村集体

收入依旧会用于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进而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则使用村集体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以此衡量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

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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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生产发展能力受限,在各地区调研发现,对
于该类脱贫家庭一般是通过村级兜底的方式实现脱

贫摘帽,而在后续发展中同样作为村级防返贫监测

的重点,五保脱贫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村集体

收益分红等方式;因此不同类型的脱贫家庭在参与

项目资产管理中所获得红利的方式不尽相同,则会

进一步导致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具

有正向促进的作用;
假设2:扶贫项目资产管理通过确权的激励效

用、实现就近就业等方式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的提升;
假设3: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对不同属性脱

贫家庭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及数据

依托项目支撑,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对山

东省Y县,安徽省Z县,内蒙古自治区Q县率先探

索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县(区)的791个脱贫家庭

2018年家庭收入为实验组研究样本。为尽可能控

制其他政策对脱贫家庭收入的影响效果,将通过倾

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管理实施的净效果,在省(自治

区)内各随机抽取2个未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的

县(旗)为控制组。调查样本采取随机抽样法,每个

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行政

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20~40个脱贫家庭(若行

政村脱贫家庭未达到20户,则从相近行政村加以补

充),以充分保障样本具有代表性,共收回有效问卷

3085份。

2.2 变量设计

1)因变量.脱贫家庭收入长效机制的建立事关

脱贫质量的巩固与脱贫成果的拓展,而依据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对脱贫户家庭收入的作用路径,将脱贫

家庭的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

入作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效果的主要衡量指

标,但考虑到部分脱贫家庭可能存在不同类型收入

缺失的情况,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中采用

各因变量加1取对数的方法进行测算[12]。从表1可

知,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未存在较大的差异,除家庭

财产性收入外,实验组中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工
资性收入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表1 脱贫家庭收入变量统计结果列示

Table1 Presentationofstatisticalresultsofpovertyalleviationfamilyincomevariables

变量名称

Variable

变量说明

Variabledescription

控制组Controlgroup 实验组 Treatedgroup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家庭总收入对数 10.384 0.673 10.424 0.656

经营性收入

Operatingincome

家庭生产经营收入对数 8.137 3.523 8.408 3.122

工资性收入

Wageincome
家庭成员务工收入对数

6.308 4.804 6.450 4.499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income
家庭分红等财产性收入对数

3.312 3.748 3.999 3.888

  注:实验组样本量为791个。控制组样本量为2294个。

Note:Thesamplesizeoftheexperimentalgroupis791,andthatofthecontrolgroupis2294.

  2)自变量。先行试点地区为强化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均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

度,因此采用0~1变量:将先行试点地区脱贫家庭

的“实施管理”变量赋值为1,控制组脱贫家庭该变

量赋值为0,总体评价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与否

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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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变量。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涉及多个

方面,但由于脱贫家庭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使得扶

贫项目资产管理作用路径存在差异性,进而表现出

不同的作用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政策要求对扶贫项目资产进行确权,而权属的划分

可进一步激发脱贫家庭生产发展的动力,则选择脱

贫家庭“心理效应”的相关指标[13-14]。其二,基层组

织为贯彻落实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要求,为持续发挥扶贫项目的带动效用,通
过实施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提升脱贫家庭生产技能,
实现“有效供给”,以此更好地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多
措并 举 实 现“全 产 业 链+脱 贫 家 庭”的 发 展 模

式[15-17],进而通过就近就业,实现脱贫家庭工资性及

经营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其三,村集体收入的增加

又会通过收益分红、涓滴效应等方式最终实现脱贫

家庭收入的稳步提升[18]。
从样本统计结果来看,实验组中脱贫家庭对于

扶贫项目资产权属界定给予更多的肯定,这也凸显

权属稳定性对于脱贫家庭生产发展的激励效用;再
者实验组中脱贫家庭的就近就业情况要略优于控制

组,且实验组和控制组中村集体收入也存在同样的

特征。

4)控制变量。由于影响脱贫家庭收入的因素众

多,为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将从户主特

征、家庭特征及村级特征3个方面进行指标的选取。

a.户主特征:不同偏好的脱贫家庭嵌入在特定

的社会网络中,并通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特

征表现出来,因此选取户主的年龄、文化水平等指

标。从样本统计情况来看,控制组样本的平均年龄

要大于控制组,而户主的文化水平则略有反差[19-20],
但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b.家庭特征:由于家庭行为是受资源禀赋差异

影响的理性经济人,因此家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参

与合作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等因素则会影响家

庭收入,因此选取脱贫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等

指标作为家庭控制变量[21-22]。从样本统计结果来

看,实验组中脱贫家庭就近就业情况要略高于控制

组,与此同时家庭参与合作社情况也存在相似特征。

c.村级特征:一般而言不同区域内存在着差异

化的资源配置情况,如距离县城或者乡镇越近的村

民更能及时地获取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或者销售过程

中的市场信息,则会拥有相应的信息便利性,会提

高脱贫户的家庭收入;因此选取村级地貌、到乡镇

距离等指标作为村级控制变量[23-24]。在村集体收

入指标中实验组均值要略高于控制组,其余村级

特征指标均值差异性较小,具体指标设定及描述

如表2所示。

2.3 模型设定

首先,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实施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并与PSM模型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25]。

Yij =β0+β1policyij +β2controlij +εij (1)
式中:Yij 为第i个家庭的第j种类型收入;β1 为扶

贫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效果;β2 为其他控制变量对家

庭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效果;εij 为线性回归的

方差。
其次,在评价公共政策影响效果时一般以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实施的净效果为主,若仅使用OLS 法

来评价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影响效

果可能会存在估计偏差。因此文中进一步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使实验组(实施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和控制组(未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中样本特征趋于一致性,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减少

结果偏差问题,即通过反事实框架评价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影响的净效果。在给定样本

随机分布的前提下,平均处理效应可通过以下方法

来评估:

ATT=EP(x)/D=1{E(Y(1)/D =1,

P(x)-E(Y(0)/D =0,P(x))} (2)

式中:D=1表示实验组,D=0表示控制组;P(x)
为实施资产管理的概率,x为其他因素变量;在实际

操作中可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等方法

进行评估,原则上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法只要最终

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为进一步分析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影响脱

贫家庭收入的作用路径,则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具体如下所示。

Yij =α0+c1ipolicy+a1icontrolij +u1i (3)

Medij =γ0+c2ipolicy+a2icontrolij +u2i (4)

Yij =β0+c3iMedij +c4ipolicy+a3icontrolij +u3i
(5)

式中:controlij为各控制变量,Medij为中介变量,c1i
为 实施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影响的总效

应,c2i 和c3i 为 经过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c4i 为直

接效应,则各中介变量的替代效应为c2ic3i/c1i。

442



 第5期 李书奎等: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家庭脱贫增收效果的影响

表2 中介变量及各控制变量统计说明

Table2 Statisticaldescriptionofintermediaryvariablesandcontrolvariables

变量类型

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说明

Variabledescription

控制组

Controlgroup
实验组

Treatedgroup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确权激励效用

Incentiveeffectiveness
项目资产权属划分是否有效;
若没有效果则为0;效果一般

则为1;影响较大则为2;

1.503 0.628 1.668 0.644

中介变量

Mediating
variable

就近就业

Employmentnearby
家中成员若有就近就业或

者公益性岗位等则为1;否
则为0

0.575 0.495 0.638 0.481

村集体收入 Villageincome 村集体收入对数 10.351 0.935 10.500 0.847

年龄 Age 户主实际年龄/岁 51.219 10.242 51.482 10.094

户主特征

Householder
characteristics

户主文化水平

Education
户主接受教育的时间/年 7.724 3.341 7.530 3.335

民族 Nation 户主民族为汉族则为1;否
则为0

0.927 0.261 0.960 0.197

家庭人口数Population 家庭总人口数量 3.323 1.565 3.363 1.591

慢性病人比例

Proportionofpatients
家中患有慢性病人的数量

占家庭人口总数的比例/%
0.261 0.343 0.319 0.369

劳动力数量

Laborpopulation
家庭中60岁以下具有劳动

能力人口的数量
1.575 1.338 1.455 1.304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家庭特征

Family
characteristic

脱贫户属性 Attribute 若家庭为五保户则为1;低
保户则为2;一般脱贫户则

为3;

2.543 0.526 2.088 0.525

参加合作社

Cooperative
若参加合作社则为1;否则

为0;
0.413 0.493 0.531 0.499

小额信贷 Microfinance 获得扶贫小额信贷为1;否
则为0;

0.541 0.498 0.554 0.497

乡镇距离

Townshipdistance
该村距离最近乡镇的距离/
km

6.523 3.602 6.474 3.030

县城距离

Countydistance
该村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
km

21.575 7.915 20.217 6.372

村级特征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贫困村

Poverty-strickenvillage
若为非贫困村为0;贫困村

则为1;
0.978 0.146 0.976 0.153

村级地貌

Villagelandform
若山地则为1,丘陵为2,平
原为3;

2.180 0.792 2.180 0.815

区域 Region 将山东省和安徽省赋值为

1,内蒙古自治区赋值为0;①
0.682 0.466 0.664 0.473

542

① 一方面由于山东省和安徽省均属于“华东六省一市”,而内蒙古自治区位于华北地区;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分析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影响

脱贫家庭收入的区域特性,而山东省及安徽省相邻,且与内蒙古自治区存在较大的地理差异性,因此将安徽省及山东省脱贫家庭的区域变量赋

值为1,将内蒙古自治区脱贫家庭的区域变量赋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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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OLS基准线性回归前,为防止控制变量

之间共线性引起估计结果偏差的问题,进而先通过

共线性检验,通过分析发现方差膨胀因子为1.50,小
于10,表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26-27]。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表3列示了实施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效果,
总体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总收

入的影响效果为0.026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从家庭收入类型来看,实施项目资产管理对家庭经

营性收入的作用最为显著,其作用效果为0.0412;
其次对家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分

别为0.0278和0.0206,即验证了假设1中实施扶

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促进脱贫家庭总收入的稳步提

升,进而实现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具体

各控制变量的作用效果如下表3所示。

3.2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3.2.1 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影响脱贫家庭收入的平

均处理效应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促进

脱贫家庭收入的OLS回归结果,但可能由于影响家

庭收入的变量遗失导致内生性问题,则本部分进一

步运用PSM模型在反事实推断的框架下分析实施

项目资产管理的平均处理效应。通过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及半径匹配3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并由

此计算实施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户家庭不同收入的

平均净效果ATT。
从表4平均处理效果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能促进脱贫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具体来看,实施

项目资产管理对家庭总收入的平均作用效果为

0.0573,且结果在不同统计意义水平上显著;对家

庭经营性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及家庭财产性收入

的平均作用效果分别为0.0877、0.0803、0.0513,
且结果分别在1%、5%或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验证表3中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促进

脱贫户家庭总收入的稳步提升,进而实现巩固脱贫

质量的目的,则假设1再次得以验证具体如下表。

3.2.2 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表3中的OLS回归结果及表

4中的平均处理效应,虽然结果在不同水平上显著,

但可能存在由于变量遗失导致过高或者过低评价实

施项目资产管理的作用效果。因此采用Rosenbaum
边界方法对家庭总收入进行敏感分析,其中伽马值

表示在匹配过程中由于未观测到的因素所导致匹配

结果的差异率,因此当伽马值越大表明研究的敏感

性越低,则结果越稳健[28]。通过表5中的伽马值稳

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上下限显著性水平值随着伽马

值逐渐增大时全部为0,说明PSM 估计的平均处理

效应是稳健的。

2)平衡性检验。为充分保障控制变量匹配的质

量,还需要对变量匹配后的平衡性进行检验,以验证

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即除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外,实验组与控制组中

影响家庭收入的其他特征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才
能准确测算实施项目资产管理所产生的净效果。

总体来看,匹配后控制变量的总体误差呈现下

降趋势,各控制变量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差异度

明显变小(图2),卡方值由匹配前的120.10下降到

2.68;B 值由最初的45.4%下降到8.4%(Rubin认

为当B 值小于25%时变量的匹配则满足平衡性假

设),且R 值处于[0.5,2]的区间内[29],则上述结果

表明匹配后控制变量的差异性显著降低,从而降低

了选择偏误,具体各控制变量匹配前后变化情况如

表6和7所示,除脱贫家庭是否参与合作社、家庭成

员患慢性病比例等指标在匹配前存在较大偏差外,
其余指标的偏误均较小,但在匹配后该偏差显著缩

小,因此变量的匹配满足平衡性检验。

3.3 影响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路径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实

现脱贫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建立起促进脱贫家庭

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进而实现巩固脱贫质量的目

的。但实施项目资产管理如何促进脱贫家庭收入增

长? 其作用路径如何发挥效用? 而作用路径的分析

可为后续管理效率的提升找准着力点,为持续提升

脱贫家庭收入水平提供借鉴,则通过中介效应分析

实施项目资产管理的作用路径。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影响脱贫家庭总收入:第
一,产权明晰化的激励效用。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能够实现产权明晰化对脱贫家庭的激励效用,其
影响系数为0.0320;在考虑中介变量后的管理实施

效果为0.0245,说明对扶贫项目资产进行确权能够

对产权主体产生激励效用,进而促进脱贫家庭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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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影响脱贫家庭收入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3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affectingthe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

变量   
Variable   

工资性收入

Wageincome

经营性收入

Operatingincome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income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实施管理

Implementationmanagement
0.0278
(0.0240)

0.0412**

(0.0172)
0.0206*

(0.0107)
0.0265*

(0.0160)

年龄 Age
0.0017
(0.0095)

-0.0044
(0.0077)

0.0064
(0.0093)

-0.0043***

(0.0010)

户主文化水平

Education
0.1012
(0.1306)

0.1328
(0.0952)

-0.1398
(0.2302)

0.0864**

(0.0399)

民族 Nation
0.2649**

(0.1279)
0.1265
(0.2250)

0.1367***

(0.0522)
0.0957***

(0.0288)

家庭人口数

Population
0.1704***

(0.0620)
0.1170***

(0.0500)
-0.0210
(0.0601)

0.1074**

(0.0464)

慢性病比例

Proportionofpatients
-0.4929***

(0.1080)
-0.3208
(0.2760)

0.1691***

(0.0611)
-0.2955***

(0.0966)

劳动力数量

Laborpopulation
0.1102***

(0.0279)
0.1902***

(0.0604)
-0.1640**

(0.0726)
0.0893***

(0.0342)

脱贫户属性

Attribute
0.1700**

(0.0820)
0.0989
(0.1070)

-0.1410
(0.1280)

0.0673
(0.1037)

参与合作社

Cooperative
0.1403***

(0.0280)
0.3250***

(0.0190)
0.1576***

(0.0430)
0.1721*

(0.0953)

小额信贷

Microfinance
0.2510
(0.1530)

0.2263***

(0.0740)
-0.1920
(0.1490)

0.1360***

(0.0258)

乡镇距离

Townshipdistance
0.0515**

(0.0208)
0.0359**

(0.0168)
-0.1020***

(0.0202)
0.0156***

(0.0052)

县城距离

Countydistance
-0.0690***

(0.0096)
-0.0058
(0.0077)

0.0124
(0.0093)

-0.0022**

(0.0010)

贫困村

Poverty-strickenvillage
0.1830*

(0.1083)
0.2750**

(0.1190)
-0.0912
(0.1530)

0.1065*

(0.0602)

村级地貌

Villagelandform
-0.0068
(0.0959)

0.1232***

(0.0474)
-0.0302***

(0.0109)
0.0997***

(0.0099)

区域Region
-0.1130
(0.1470)

-0.1219*

(0.0721)
0.0798
(0.0942)

-0.0040
(0.0512)

常数项

Constant
7.1100***

(0.8093)
5.7330***

(0.7517)
7.7470***

(0.8393)
8.6030***

(0.5907)

Prob>F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N 3085 3085 3085 3085

  注:*、**、***分别代表系数估计结果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下同。

Note:*,**and***respectivelyrepresentstaticallysignificantat10%,5%and1%.Standarderrorinbrackets.The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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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脱贫家庭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

Table4 Theaveragetreatmenteffectofpovertyreliefhouseholdincome

收入类型 
RevenueType 

匹配方法

Matchingmethod

实验组

Treated

group

控制组

Control

group

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effec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T 值

Tvalue

最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

8.408 8.314 0.094** 0.039 2.41

家庭经营性收入

Operatingincome 半径匹配 Radiusmatching 8.398 8.312 0.086*** 0.026 3.31

核匹配kernelmatching 8.398 8.315 0.083*** 0.025 3.32

最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

6.450 6.393 0.057* 0.030 1.90

家庭工资性收入

Wageincome 半径匹配 Radiusmatching 6.479 6.384 0.095* 0.050 1.90

核匹配kernelmatching 6.479 6.390 0.089* 0.047 1.89

最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

3.999 3.941 0.058** 0.024 2.41

家庭财产性收入

Propertyincome 半径匹配 Radiusmatching 3.992 3.943 0.049** 0.023 2.13

核匹配kernelmatching 3.992 3.945 0.047** 0.023 2.04

最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

10.424 10.371 0.053* 0.028 1.89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
income

半径匹配 Radiusmatching 10.431 10.372 0.059** 0.030 1.97

核匹配kernelmatching 10.431 10.371 0.060** 0.030 1.99

表5 脱贫家庭收入测算中的边界估计敏感性检验

Table5 Sensitivitytestofboundaryestimationin

measuringthe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

伽马值

Gammavalue

正向显著性

Sig+

负向显著性

Sig-

1.00 0 0

1.05 0 0

1.10 0 0

1.15 0 0

1.20 0 0

1.25 0 0

1.30 0 0

1.35 0 0

1.40 0 0

1.45 0 0

1.50 0 0

入及村 集 体 收 入 的 稳 步 提 升,中 介 效 应 占 比 为

7.54%。第二,通过就近就业实现脱贫家庭收入的

稳步提升,如表中所示,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

促进脱贫家庭就近就业,作用效果为0.0358,在考

虑中介变量后,就近就业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

果为0.0370,中介效应占比为4.90%。第三,通过

村集体收入的增加促进脱贫家庭收入的提升,如表

中所示,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村集体经济的促

进作用为0.1043,同样在考虑中介变量后,村集体

收入增加对脱贫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为0.0830,
中介效应占比为32.66%。相对而言,“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村集体收入提升-脱贫家庭总收入水平的增

长”是通过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实现助贫脱贫目标的

重要途径,该路径中对于促进脱贫家庭总收入水平

的总体作用效果为0.0265,其中直接作用效果为

0.0178,中 介 效 用 占 比 为32.83%((0.0265~
0.0178)/0.0265),也再次说明了壮大村集体经济

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性,相应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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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变量匹配前后密度函数图变化情况

Fig.2 Changesofdensityfunctiondiagrambeforeandaftervariablematching

表6 脱贫家庭收入测算中各控制变量匹配平衡性检验

Table6 Testingthematchingbalanceofcontrolvariablesinmeasuringthe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

样本 
Sample 

匹配R2

MatchingR2
卡方值

Chivalue
P 值

Pvalue

平均偏误

Averageerror

均值偏误

Meanerror
B值

Bvalue
R值

Rvalue

偏差

Deviation

匹配前

Unmatched
0.034 120.10 0.000 8.1 4.9 45.4* 1.09 33

匹配后

Matched
0.001 2.68 1.000 1.9 1.8 8.4 0.91 22

  注:若匹配后B值小于25%,则满足平衡性假设。

Note:IftheBvalueaftermatchingislessthan25%,thebalanceassumptionissatisfied.

表7 脱贫家庭收入测算中控制变量匹配前后差异性对比

Table7 Comparisonofdifferencesbetweencontrolvariablesbeforeandaftermatching

变量   
Variable   

匹配类型

Matchingtype

均值 Mean

实验组

Treated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偏误比例

Error
ratio

偏误降低比率

Error
reduction
rate

T 检验Ttest

T 值

Tvalue
P 值

Pvalue

年龄 Age
Unmatched 51.482 51.219 2.6

74.7
0.62 0.532

Matched 51.396 51.463 -0.7 -0.13 0.898

户主文化水平

Education
Unmatched 7.530 7.724 -5.8

54.2
-1.41 0.159

Matched 7.584 7.496 -0.2 0.52 0.603

民族 Nation
Unmatched 0.960 0.927 14.2

89.2
3.32 0.001

Matched 0.961 0.957 1.5 0.35 0.727

家庭人口数

Population
Unmatched 3.363 3.323 2.5

-59.9
0.61 0.539

Matched 3.371 3.308 4.0 0.78 0.435

劳动力数量

Laborpopulation
Unmatched 1.455 1.575 -9.1

59.7
-2.19 0.028

Matched 1.488 1.439 3.7 0.73 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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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Variable   

匹配类型

Matchingtype

均值 Mean

实验组

Treated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偏误比例

Error
ratio

偏误降低比率

Error
reduction
rate

T 检验Ttest

T 值

Tvalue
P 值

Pvalue

慢性病比例

Proportionofpatients
Unmatched 0.319 0.262 16.1

95.7
3.97 0.000

Matched 0.310 0.307 0.7 0.13 0.895

参与合作社

Cooperative
Unmatched 0.531 0.413 23.7

99.3
5.78 0.000

Matched 0.523 0.524 -0.2 -0.03 0.975

小额信贷

Microfinance
Unmatched 0.554 0.541 2.5

-37.1
0.60 0.549

Matched 0.558 0.541 3.4 0.66 0.507

乡镇距离

Townshipdistance
Unmatched 6.474 6.523 -1.5

54.3
-0.23 0.733

Matched 6.491 6.514 -0.7 -0.13 0.893

县城距离

Countydistance
Unmatched 20.217 21.575 -18.9

97.9
-4.36 0.000

Matched 20.316 20.287 0.4 0.08 0.937

贫困村

Poverty-strickenvillage
Unmatched 0.976 0.978 -1.5

-175.2
-0.36 0.715

Matched 0.975 0.969 4.1 0.73 0.468

村级地貌

Villagelandform
Unmatched 2.180 2.181 -0.1

-1658.3
-0.03 0.977

Matched 2.179 2.196 -2.1 -0.34 0.685

区域 Region
Unmatched 0.664 0.682 -3.9

78.6
-0.96 0.337

Matched 0.668 0.668 -0.8 -0.16 0.870

激励效用及实现就近就业的中介效用占比分别为

7.54%和4.90%。因此,在战略衔接期可立足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这一有效抓手,在管好项目资产的基

础上盘活项目资产,凸显对脱贫家庭的带动效用,进
而实现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

3.4 作用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3.4.1 对不同属性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

在调查样本中,脱贫家庭按照最初建档立卡时

的致贫原因可将其划分为一般贫困、低保及五保家

庭3类。由于不同属性使得脱贫家庭在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度存在差异性,在则进一

步兼顾脱贫家庭属性的基础上评价实施项目资产管

理的不同作用效果。
总的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不同属性

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于一

般脱贫家庭总收入的作用效果为0.0381,而虽对于

五保脱贫家庭总收入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但依旧呈

现正向促进的作用。具体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可显著促进一般脱贫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且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于工资性收入的作

用效果为0.0283,但对于脱贫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作

用效果不显著;可能由于一般脱贫家庭更多的是由

于缺乏资金、技术等资源而导致的贫困,在脱贫攻坚

期内国家通过赋予生产技能和相应的资源,该类脱

贫家庭拥有相应的发展能力,在战略衔接期内能够

更好地融入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中,从而获取相应的

红利。同时,对于低保脱贫家庭总收入的促进作

用为0.0127,其中对于家庭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

收入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结果均在10%的水平

上显著;但对于五保脱贫家庭而言,总体作用效果

有限,仅能够促进财产性收入的显著增长,对家庭

经营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作用效果有限。因此

在战略衔接期依旧应当把五保脱贫家庭、部分低

保脱贫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持续贯彻落实兜

底保障条款,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具体如表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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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中介效应分析

Table8 Intermediaryeffectanalysis

变量

Variable

产权界定激励效用

Incentiveeffectiveness
ofrightdefinition

就近就业

Employmentnearby

村集体收入水平

Villageincomelevel

明晰产权

Clarify
rights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就近就业情况

Employment
nearby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村集体收入

Village
income

家庭收入

Family
income

实施管理

Implementation
0.0320***

(0.0062)
0.0245*

(0.0143)
0.0358*

(0.0193)
0.0252*

(0.0149)
0.1043**

(0.0490)
0.0178*

(0.0104)

明晰产权

Clarifyrights
0.0608**

(0.0259)

就近就业

Employmentnearby

0.0370*

(0.0208)

村集体收入

Villageincome
0.0830***

(0.0097)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N 3085 3085 3085 3085 3085 3085

PseudoR2 0.084 0.197 0.078 0.120 0.240 0.318

表9 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不同属性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

Table9 Effectonincomeofpoverty-strickenfamilieswithdifferentattributes

类别   
Item   

一般脱贫家庭

General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低保脱贫家庭

Subsistenceallowances

poverty-strickenfamilies

五保脱贫家庭

FiveGuaranteespoverty-sticken
families

实施管理

Imple-
mentation

其他变量

Other
variables

R2
实施管理

Imple-
mentation

其他变量

Other
variables

R2
实施管理

Imple-
mentation

其他变量

Other
variables

R2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0.0381**

(0.0164)
控制 0.321 0.0127*

(0.0071)
控制 0.153 0.0082

(0.0126)
控制 0.053

经营性收入

Operatingincome
0.0619***

(0.0074)
控制 0.285 0.0304

(0.0259)
控制 0.122 -0.0064

(0.0713)
控制 0.038

工资性收入

Wageincome
0.0283*

(0.0157)
控制 0.136 0.0276*

(0.0161)
控制 0.078 -0.0177

(0.0907)
控制 0.034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income
0.0160
(0.0183)

控制 0.065 0.0116*

(0.0069)
控制 0.158 0.0317**

(0.0125)
控制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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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对脱贫家庭收入的分位数回归

为进一步分析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不同脱

贫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将样本家庭收入处于

25%、50%、75%和90%4个分位点分别进行回归。
总体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不同脱贫

家庭总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呈现倒“U”型趋势,可
能由于在低收入层级中,由于脱贫家庭拥有资源禀

赋的不同,限制了政策带动效用的发挥,随着脱贫家

庭的收入水平的提升其作用效果越显著,但在收入

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作用效果又呈现下降态势。
具体来看,其一,实施项目资产管理对于脱贫家庭经

营性收入的作用效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提升,
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且结

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二,对于工资性收入的

作用效果同样呈现递减态势,通过就近就业在强化

项目资产管理的同时实现低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的

稳定提升,但随着脱贫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逐步呈

现逆向作用效果,可能由于村集体在提供公益性岗

位时,更多地倾向于中低收入群体,而对于高工资性

收入的脱贫家庭可能来源于外出务工所取得的收

入,因此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工资性收入

呈现逐步递减的态势。与此同时,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对于脱贫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也同样呈现

下降趋势,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是低保或者五保脱

贫家庭,而五保脱贫家庭占比较少,为实现该群体脱

贫摘帽且不返贫,收入来源更多地依靠村集体收益

分红等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因此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对于脱贫家庭财产性收入同样呈现递减态

势,详见表10。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以2018年我国3省(区)9县(旗)的
3085份脱贫家庭问卷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实施扶

贫项目资产管理对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效果,其次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影响脱贫家庭收入的作用路径,
随后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对不同属性及收入水平脱

贫家庭的作用效果,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能够促进脱贫家

庭收入的增长,随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也再次验证

了作用效果的稳健性。从脱贫家庭收入构成来看,
对于脱贫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同
样对于家庭工资性及财产性收入也具有正向促进

作用。
第二,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扶贫项目资产的

确权会对脱贫家庭产生激励效应用;其次,脱贫家庭

通过就近就业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家庭收入的有效提

升;与此同时,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同样会促进脱贫家

庭收入的显著增长。
第三,基于脱贫家庭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从脱

贫家庭属性来看,实施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对于一般

脱贫家庭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虽然对于五保脱贫

家庭收入作用效果有限,但能够促进其家庭财产性

收入的提升。从脱贫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其对于

75%分位收入水平脱贫家庭的影响效果较为显著,
而对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效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

变缓,无独有偶对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效果同样存在逐步变缓趋势。

4.2 启示

第一,各地区应持续贯彻、落实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制度,将扶贫项目资产管理作为持续巩固脱贫质

量、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进而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稳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在具体落实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时,首先贯

彻对扶贫项目资产进行权属划分,充分发挥资产确

权对产权主体的激励效用;其次,要以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为依托,充分发挥项目带动效用,通过就近就业

实现脱贫家庭收入的稳步提升;最后,以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为抓手,构建起促进脱贫家庭收入增长的

长效机制。
第三,在助力脱贫家庭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以部

分低保脱贫家庭、五保脱贫家庭等低收入群体为防

返贫重点监测对象,因地制宜,以扶贫项目资产管理

为基础,探索新的家庭收入增长路径,进而切实实现

巩固脱贫质量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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