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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 通过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舒尔茨的

人力资本理论等， 利用对甘肃省兰州市、 白银市、 定西市、 陇南市四个市下属的 １２ 个行政

村的农户生计与发展能力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资料， 采用综合指数法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的

角度对独生子女户和多子女户的生计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与独生子女户相

比， 多子女户的综合生计能力较强，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金融资本、 社

会资本、 生计策略几方面。 最后， 分别从农户和政府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农户

生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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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直以来， 贫困问题都是困扰许多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 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国内众

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尤其是在西部地区， 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要。 甘肃省是西部地区的一个多民族

的省份， 从 “十一五” 以来， 全省人民都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 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这一优

惠政策， 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经济迅速发展，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人民生

活水平逐步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①。 但是还有部分地区由于资金限制、 教育落后、 基础设

施不完善、 农户就业等权力被剥夺、 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贫困状态， 人们收

入水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生计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农户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脱离贫困， 因此， 对生计

能力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生计能力是指一个人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获取并利用社会资源， 以满足自身生存所需的能

力， 而且生计能力的建设能够恢复贫困人口被剥夺的基本能力， 使其像其他成员一样， 能够获得良好

的教育， 享受到医疗保健普及所带来的利益， 得到有收益的就业机会， 获得经济和社会保障等［１］；
阿马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从可行能力的视角研究生计能力， 他认为一个人的 “可行能力” 指的

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 各种可行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 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我们的生

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２］。 考虑生计能力受限的原因， 崔玉玺等

人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途径的研究中指出， 当前失地农民缺乏可持续生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是学历

低、 职业技能差、 年龄偏大等主观因素， 还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方案不科学、 社会保障缺失等客观原

因［３］； 向德平、 陈艾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个牧区村庄为研究对象， 分析认为洛戈一村和拉

恰玛村两个村村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较差、 基础设施匮乏、 基

本公共服务不足［４］； 李继刚、 毛阳海在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生计状况进行分析时指出， 西藏农牧

区缺乏具备相应知识水平的人力资源， 农户受教育程度低， 当出现一些新型产业时， 由于自身能力有

限， 不能抓住这些好的就业机会， 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较低， 因此生计能力受限［５］。
近年来， 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 对贫困和生计能力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但是， 目前关于农户

生计能力的研究文献多是从生计资本的角度进行的整体研究， 研究视角略显片面， 因此， 对生计能力

研究的结果有待商榷。 笔者在本文中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将生计策略、 生计结果、 制度因素纳入

影响生计能力的指标体系中， 并从农户发现、 利用各种机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二、 理论分析

１．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理论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近年来开发的关于贫困人口群体生计发展研究的重要工具， 这一框架强调

人们在脆弱性环境中， 运用自己的各种生计资产， 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 造成不同的生计后果。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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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后果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的， 它们共同影响生计能

力。 农户拥有丰富的生计资本， 就具有采取多样化生计策略的条件， 而多样化的生计策略会降低农户

面临的生计风险， 从而可以给农户带来良好的生计结果， 这些结果显示出农户较强的生计能力。 国内

学者向德平等人就提出了生计资源、 生计结果和可行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 他们认为生计资本、 生计

策略和可行能力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 其所指的生计资本涵盖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金融

资本、 社会资本五大方面。 该研究指出生计资源贫乏， 可行能力低下， 生计后果就会呈现贫困的特

征， 同样的， 生计后果是贫困的还是丰裕的， 对农户的生计资源和可行能力也会产生影响［４］。 本文

重点以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为维度， 讨论生计资本与生计能力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资本与可行能力关系的研究， 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 一书中， 对社会

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他认为权利和制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变了以收入评价生计能力

强弱的传统测度方法， 从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角度研究了贫困问题。 他认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

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 他在书中指出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人们在这方面整

体能力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主要包括政治自由、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透明性保证、 防护性保障［２］６。
这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可以从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来衡量， 从这个角

度看， 这是阿玛蒂亚·森对可行能力的研究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融合之处。首先， 对权力的研究。
在我国女性权利被剥夺的现象十分严重， 这是造成农户生计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国根深蒂固

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 女性儿童更可能在幼年时在医疗保健、 入院治疗、 喂食等方面遭到忽略， 随

着年龄的增长， 妇女在家庭之外就业、 拥有财产权、 识字等方面也遭到忽视， 事实上对这些方面的重

视， 可以增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加强其主体地位， 更好地理解社会， 更好地促进女性抓住

各种社会机会［２］１９０ － １９３，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缓解家庭贫困、 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作出一定

贡献。 其次，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分析。 阿玛蒂亚·森认为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国民生产总值

或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是片面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民主和政治对公民生活和可行能力的影响。 但并不

是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效应， 一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的政策， 如开放竞争、 高识字率、 高就学率、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保障经济的

自由和生存的自由， 从而增强农户的生计能力［２］１４８ － １５７。
在人力资本与可行能力关系的研究方面，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Ｓｃｈｕｌｔｚ） 在其人力资本理论中

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他认为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都具有资本特征， 但是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更高，
它是农户增加收入、 增强生计能力的主要因素。 在他的 《改造传统农业》 一书中， 他指出传统农业

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 因此，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对农户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而人力资

本投资中主要的三种手段是教育、 在职培训、 提高健康水平［６］。
２． 自我发展能力理论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贫困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一。 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涉及方方面面， 例如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不完

善、 教育落后等。 但是，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关注。 １９９３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人文发

展报告》 提出 “发展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人以发展为中心①， 发展是为了改进人民生活质量， 它涉

及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环境的综合的过程， 其主要目标是满足基本需要、 扩大实质自由、 增加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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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机会。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 区域的发展既可以依靠区域外部的因素， 也可以依靠区域内部自

身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也就是区域的自我发展。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地区， 真正

的发展都是要依靠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 因为自我发展能力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区域自我发展能

力的增强，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造成一个地区贫困的各种问题， 可以缓解贫困局面， 增强发展能力， 实

现发展目标， 推动地区发展， 从而提高该国或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增强他们的生计能力。

三、 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生计能力的定量对比分析

１． 调查背景和目的

甘肃省农村贫穷覆盖面广、 经历贫困时间长。 因此， 为了解决贫困问题， 加快脱贫致富的脚步，
实现富民的目标， 甘肃省自 ２０１２ 年提出联村联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以来， 一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联

村联户行动。 本次调研就是在这一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进行的。 开展这一调研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甘

肃省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状况， 并希望能够为增强农户生计能力提供一些实际有效的对策建议。
２． 数据来源

表 １　 被调查对象的样本特征描述 ％
变量 比重

文化程度
　 文盲和学前班 ３７ ８
　 小学 ２５ １
　 初中 ２４ ４
　 高中和中专 １２ ２
　 大专以上 ０ 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０ ４
　 已婚 ９３ ２
　 丧偶 ５ ７
　 离异 ０ ７
健康状况
　 健康 ６７ ４
　 一般 ２２ ９
　 差 ７ ５
　 残疾 ２ ２
就业状况
　 纯农业劳动者 ６２ ４
　 半农半工 ９ ３
　 个体户 ９ ７
　 退休及料理家务 １０ ９
　 工人、 政府及技术人员 １ ９
　 丧失劳动者 ５ ８

本文选择甘肃省 ４ 个市下属的共 １２ 个行政村作为

调研区域，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展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入

户问卷调查， 主要调查农户的生计与发展能力， 总共

调查 ５２１ 户， 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３ 份， 回收率为 ９６ ５％ 。
调查对象涉及面比较广泛， 主要包括调查者的文化程

度、 婚姻状况、 健康状康、 就业状况等， 样本特征情

况如表 １ 所示。 其中独生子女户 ５２ 户， 多子女户 ４５１
户， 之所以会出现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分布如此不

均， 主要是由甘肃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特征决

定的。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

地带， 境内戈壁、 沙漠、 盆地、 高山等地形都有分布，
山脉纵横交错， 海拔悬殊较大， 属于典型的山地型高

原地貌。 从经济发展情况看， 甘肃贫困人口和低收入

人口主要分布在陇中干旱地区、 陇东地区和陇南高寒

阴湿地区， 陇中地区包括兰州市、 白银市和定西市，
本次调研就是在这些贫困人口集中地区进行的。 一方面， 甘肃省典型的地形特征决定了该地区相对封

闭落后， 居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根据 《甘肃统计年鉴》 显示， 最近 １０ 年甘肃省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口基本呈上升趋势， 务农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此， 许多家庭通过多生子女来增加家中劳动力数

量。 另一方面， 封闭落后的地理位置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相对落后， 很多家庭仍然秉承着传统的重男

轻女、 男孩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等思想， 为了得到男孩很多家庭愿意多生孩子， 因此， 多子女家庭

相对较多。 而从政策的角度看， 计划生育政策在甘肃省这样的偏远地区完全落实较难， 宽松的政策限

制也使人们在生育子女时放松了思想。 由于养老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该地区不够健全， 且老龄化

问题越来越严重， 人们寄希望于多生子女以使年老时生活有所保障。 以上诸多因素都造成了甘肃省多

子女户在所有户数中占较大比重的现状。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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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能力及影响因素， 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区位条

件、 社会经济条件、 自然资源条件等有很大差异， 因此， 生计与发展能力的限制因素也各不相同。
对指标体系中无法获得精确数据的个别定性指标， 为了方便进行定量研究， 通常采用赋值法将其

量化。 表 ２ 指标体系中各定性指标的处理是参照杨云彦等人在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

本的调查与分析》 中所采用的专家意见调查法， 并分析了侯成成等人关于农户生计资本、 李小云等

人关于农户脆弱性以及王立安等人关于生计能力的研究中一些相同及类似指标的赋值情况后， 结合对

调研地区农户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劳动能力的了解情况以及农户评定的地面建筑材料、 做饭主

要能源等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赋值， 将其定量化［７ － １０］。

表 ２　 农户综合生计能力计量指标体系

目标层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及赋值

农
户
综
合
生
计
能
力

制度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生计策略

生计结果

惠农补贴金额 （元） 农户享受到的惠农补贴金额

是否为计生家庭 是 ＝ １， 否 ＝ ０
新农保、 新农合是否对年老者有保障 是 ＝ １， 否 ＝ ０
离县城距离 （公里）

文化程度
未接受正式教育赋值为 ０， 小学赋值为 ０ ２５， 初中赋值为 ０ ５， 高
中及中专赋值为 ０ ７５， 大 （中） 专及以上赋值为 １

健康状况 健康 ＝ １， 一般 ＝ ０ ６， 差 ＝ ０ ３， 残疾 ＝ ０

家庭劳动能力
１０ － １５ 岁 ＝ ０ ３， １６ － ２２ 岁 ＝ ０ ６， ２３ － ５９ 岁 ＝ １， ６０ － ７５ 岁 ＝
０ ５， 婴幼儿、 残疾人、 ７５ 岁以上 ＝ ０

家庭劳动力就业状况 家庭劳动力目前整体就业状态

水田面积 （亩） 农户所拥有的能灌溉的土地面积

旱地面积 （亩） 农户所拥有的不能灌溉的土地面积

林地面积 （亩） 农户所拥有的林地面积

住房面积 （亩） 农户所居住的房屋面积

地面建筑材料 土 ＝ ０， 砖 ＝ ０ ２５， 水泥 ＝ ０ ５， 瓷砖 ＝ ０ ７５， 木地板 ＝ １
现代生产工具 现代生产工具的选项数占所列选项的比例

耐用消费品数 耐用消费品的选项数占所列选项的比例

借贷款金额 （元） 家庭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

政府补贴额 （元） 享受到的政府补贴或救济金额

子女赠送、 汇款 （元） 享受到的子女赠送、 汇款金额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人） 亲戚朋友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

人情往来支出 （元） 人情往来支出

外出打工 （元） 外出打工收入

售卖粮食收入 （元） 年售卖粮食作物收入

售卖经济作物 （元） 年售卖经济作物收入

售卖蔬菜瓜果收入 （元） 年售卖蔬菜瓜果收入

售卖家禽水产 （元） 年售卖家畜水产收入

家庭总收入 （元） 农户家庭收入总金额

最近半月买肉支出 （元） 农户最近半个月买肉支出金额

家庭饮用水情况 自来水 ＝１， 井水或地下水 ＝０ ７， 河水或池塘水 ＝０ ４， 窖水或雨水 ＝０
做饭主要能源 煤 ＝ １， 煤气或天然气 ＝ ０ ７５， 电 ＝ ０ ５， 柴草 ＝ ０ ２５， 沼气 ＝ ０ １
购买衣服地点 乡镇 ＝ １， 县城 ＝ ０ ７５， 地级市 ＝ ０ ２５， 省会城市 ＝ ０ １

养老意愿
靠子女 ＝ １， 自己攒钱 ＝ ０ ７５， 进养老院 ＝ ０ ５， 自己买了养老保
险 ＝ ０ ２５， 没考虑 ＝ ０ １

　 　 为了研究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能力的差异， 本文参考了王立安、 刘升开展的生态补偿对贫困农户

生计能力影响的定量分析所采用的综合指数法［１０］， 以上述指标体系为基础， 在对各个指标标准化之

后， 通过变异系数法赋予其相应的权重。 最后构筑反映农户综合生计能力的指数 Ｒ， 具体计算依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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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函数： Ｒ ＝ Σ
ｎ

ｉ ＝ １
ＷｉＩｉ 。 其中， Ｗｉ 是某一指标的权重， Ｉｉ 是该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ＷｉＩｉ 是某指标的综合得

分， Ｒ 为综合生计能力指数。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 将问卷原始数据中 ５０３ 户农户的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区分开来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 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调查获取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量纲、 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需对每一

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但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数量较多， 而且许多指标的量化值变化幅度较

大， 为了尽可能保留原始数据在标准化处理之后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因而采用折线型标准化方法。 具

体公式如下：

Ｙｉｊ ＝

０　 　 　 　 　 Ｘ ｉｊ ＜ ａ

Ｘ ｉｊ － ａ
ｂ － ａ 　 　 ａ ≤ Ｘ ｉｊ ＜ ｂ

１　 　 　 　 　 Ｘ ｉｊ ≥ ｂ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

　 　 式中， Ｙｉｊ 为 ｉ 样本 ｊ 指标的标准化值， Ｘ ｉｊ 为 ｉ 样本的 ｊ 指标量化值， ｂ 为最大值， ａ 为最小值。
第三， 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并赋予权重。 其中， Ｘ 代表某个指标的观测值， 具体计算步骤如

下： 首先， 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标准差的计算， 在 ＥＸＣＥＬ 软件中利用 ＡＶＧＲＡＧＥ 和

ＳＴＤＥＶ 函数， 分别得出 Ｘ和 Ｓｉ 。 其次， 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Ｖｉ ＝
Ｓｉ

Ｘ
— 。 再次， 对各个指标的变异系

数加总， 并利用下列公式求出各自的权重 Ｗｉ ＝
Ｖｉ

Σ
ｎ

ｉ ＝ １
Ｖｉ

。 最后， 根据以上方法确定的权重并利用构筑的

农户综合生计能力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出不同类型农户的综合生计能力指数。
４． 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 ３ 为依照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不同类型农户的各类及综合生计能力指数。

表 ３　 独生子女户与多子女户综合生计能力指数表

变量 制度
人力资
本值

自然资
本值

金融资
本值

物质资
本值

社会资
本值

生计策
略值

生计结
果值

综合生计
能力指数

独生子女户 ０ ２５９ ０ ３６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５ ０ ３６８ － ０ ５２６ ０ ０３４ ０ ２６６ ０ ８９０
多子女户 ０ １２４ ０ ３８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７４ ０ ３５９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８ ０ ２１７ １ ２９５

　 　 由表 ３ 可以看出， 多子女户的综合生计能力值比独生子女户高， 表明多子女户的生计能力较独生

子女户强，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金融资本几方面， 而在制度层面其所占优势远远

落后于独生子女户。 此外， 还可以得出， 无论何种类型的农户， 社会资本对其生计能力造成的影响都

是不利的， 阻碍其生计能力的提高， 但其不利影响主要是对独生子女户， 而对于多子女户， 其影响却

没有那么显著。 两种类型的农户生计能力会出现文中的差异， 其根源可能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１） 制度方面。 惠农补贴政策是政府在农村政策的具体体现。 近几年来， 随着惠农补贴力度的加大，

政策对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在多子女家庭表现得更

为突出。 原因如下： 首先， 惠农补贴政策主要包括农作物良种补贴、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 能繁母猪

直补、 退耕还林补助， 而多子女家庭劳动力多选择外出打工， 因此， 对粮食生产不够重视， 忽视良种在生

产过程中的使用； 从事大规模生猪养殖的范围有限， 造成在能繁母猪直补方面能享受到的政府补贴额有限；
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 退耕还林政策在多子女家庭中的贯彻落实受碍， 退耕还林补贴额自然减少。 其次，
政府推行的新农合、 新农保政策， 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户面临的看病问题和养老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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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４ ＋２ ＋１” 模式的独生子女家庭中表现更为突出， 因此， 这些家庭在新农合、 新农保政策方面享受的政

府帮扶优于多子女家庭。 最后， 是否为计生家庭对农户生计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计生家庭一

般是指独生子女家庭， 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予家庭中妇女在家庭之外工作的机会， 有益于增加家庭可支配收

入， 提高农户生存发展能力， 从而增强其生计能力。
（２） 人力资本方面。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面向农民

投资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关键， 而教育、 在职培训、 提高健康水平是向农户投资的三种主要手段， 政府

对多子女户在教育、 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 因此， 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不断改善； 家庭劳

动力较多， 子女帮扶的优势突出， 劳动能力较强； 由于多子女家庭劳动力较多， 面临的就业问题更加

严重， 因此， 政府倾向于向多子女户加大就业服务指导并及时向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指

导， 使得多子女中就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可以减轻这些家庭因失业问题而带来的诸如心理

伤害、 身心失调和发病、 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不利影响。
（３） 金融资本方面。 多子女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 所采取的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比如非农生产、

外出经商打工等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即金融资本， 而多子女户自身由于子女数量较多， 各种费用支出

压力大， 这样的双重压力造成多子女户的借贷款金额数量相对较多。 当前， 许多农户面临着养老、 医

疗、 住房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着农户的生计能力， 解决这些问题对解决农村地区贫困

问题，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 多子女户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 政府应

加大对多子女户的各种住房、 养老、 医疗等补贴额， 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这些措施能够解决多生

子女户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资金问题， 从而增强其生计能力。
（４） 生计策略方面。 由于多子女家庭劳动力相对较多， 在面临各种生活压力时， 家庭劳动力愿

意从事的就业领域广泛， 就业方式多样， 收入来源复杂， 生计方式多种多样， 因此， 与独生子女户相

比在生计策略多样化方面优势更为明显。
（５） 社会资本方面。 社会资本在学者们进行贫困和生计能力研究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因此，

大力倡导社会资本建设， 发展社会资本将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１１］。 本研究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

在政府部门工作人数和人情往来支出两个方面。 农村贫困地区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数有限， 人情

往来支出自然相对较少， 使得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弱， 因此， 在社会资本这一层面上削弱了

农户的综合生计能力。 无论独生子女户还是多子女户在社会资本方面对生计能力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与其他因素相比， 对生计能力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因此， 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要更加重视。

四、 结论与建议

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将甘肃省不同地区农户分为独生子女户和多子女户， 并对其生计状况

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与独生子女户相比， 多子女户的生计能力较强， 二者的显著差异主要体

现在制度和社会资本方面。 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状况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这将有利于甘

肃省不同地区农户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生计资本， 采取多元化的生计策略， 降低生计风险， 从而增强

其生计能力； 有利于推动甘肃地区扶贫攻坚行动的快速发展， 实现富民兴农的战略目标。
农户生计能力的增强， 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以拉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 然而由于农户自身能力有

限， 单纯依靠农户自身不能有效增强其生计能力， 因此， 还需要政府各项政策的支持， 笔者基于研究

结果， 从农户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以下建议以改善独生子女户的综合生计能力。
在农户层面， 首先， 农户要改变传统的生计观念， 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生存， 要大力发展非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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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扩大农副业经营范围、 积极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 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化， 从而扩展收入来源途

径， 增加收入， 增强其生计能力。 其次， 农户要积极参加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

质， 使自身能够适应各种工作岗位包括政府部门工作岗位， 从而增强就业能力， 实现就业方式的多样

化， 增强其人力资本， 提高综合生计能力。 再次， 农户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自然资本， 发挥其土

地、 水、 自然资源等资源优势， 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增加农产品附

加值， 从而增加农户收入， 以便改善家庭生计状况。
在政府层面， 首先， 由于当前农户整体素质普遍偏低， 缺乏在某些特定岗位如政府部门从业所必

需的能力， 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造成了农户与城市居民在就业领域、 就业方式等方

面上的差异， 农户在政府部门的从业机会渺茫， 造成了农户政治权利方面的缺失， 因此， 要打破这种

二元体制的束缚， 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着力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实现就业服务的均等化， 使

农户和城镇居民能够在就业机会上实现平等， 保障就业权利， 从而更进一步保障其政治权利， 提升其

社会资本水平。 其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农户一旦染上疾病， 考虑到自身经济条件的限

制， 不愿到医院就医， 健康状况就日渐恶化。 因此， 政府要加大惠农补贴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改善农户的医疗卫生条件、 住房条件、 教育条件， 从而改善农户健康状况、 教育现状等， 提升农户的

人力资本水平。 再次， 当前贫困地区农户由于各种生产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限制， 在农业生产方

面， 依赖的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且方式单一， 造成农业生产率低， 生产经营活动单一， 面临很大的生计

风险。 有鉴于此， 政府要千方百计增加对农户的资金支持， 向农户提供各种信贷服务和低息免息优惠

政策［１２］， 增强其金融资本水平， 推动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多样化， 从而实现生计策略的多样化， 避

免生计风险给农户造成更大的损失， 增强其可持续生计能力。

（本文调查数据全部由课题组成员通过对抽样农户的入户调查获得。 调查得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杨云彦教授的指导和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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