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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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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出型贫困是指因某些风险经历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高，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基

本生活难以为继的贫困类型。 支出型贫困家庭多分布于低收入社区，其典型特征是：家庭劳动力少、

教育负担重，家庭关系网络资源贫乏且风险遭遇多发，普遍面临收支缺口大和生活资料匮乏等困境。

支出型贫困家庭可分为单因突生型、单因渐生型、多因突生型、多因渐生型四种类型，从前者到后者，

其贫困复杂程度渐次加深。 重大疾病、意外伤残等风险遭遇是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家庭韧性弱

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社会保障不足是

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为此，支出型贫困治理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家庭韧性，优化贫困

家庭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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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精准扶贫成为贫困研究的热点问题。 精准

扶贫的基本原则是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和因贫困类型施策。 传统的扶贫主要聚焦于收入型

贫困，较少关注支出型贫困，即因重大疾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因素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过大，
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所导致的家庭贫困 ［１］ 。 在传统扶贫格局下，支出型贫困家庭长期处于社

会救助与扶贫开发的“夹心层” ［２］ ，得到的支持相对有限。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支出型贫困及

其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并日渐成为精准扶贫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相对于收入型贫困而言，学术界对支出型贫困的研究还很不够。 从研究视角来看，在为数

不多的成果中，学者们多关注重病、上学、突发事件等风险遭遇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 ［３－４］ 。 风险

遭遇固然是支出型贫困的诱因，但并非支出型贫困的充分条件；遭遇高支出风险的家庭能否避

免陷入支出型贫困，关键在于家庭韧性，即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社会保障是否完善也是

支出型贫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从研究对象来看，相关研究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较少以家

庭为分析单位。 事实上，支出型贫困与家庭的刚性支出和承受能力密切相关，以家庭为分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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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更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支出型贫困的群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生成机制。
针对支出型贫困研究尚存的不足，笔者尝试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分析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

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生成机制，探讨支出型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 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５
年 ８ ～ ９ 月在湖北省黄石市、十堰市、武汉市所做的调查。 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每市各

抽取一个中心城区和一个远城区（县） ；在每个中心城区抽取 ６ 个不同类型社区，分别是 １ 个商

品房小区、１ 个单位型小区、１ 个老旧社区、１ 个城中村社区、１ 个旧城保护社区和 １ 个安置型社

区，在每个远城区（县）分别抽取 １ 个中心城区小区、１ 个城郊接合部小区、１ 个乡镇驻地社区和

１ 个农村社区；在各社区运用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３０ 个户主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发放 ７２０ 份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５２８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７３．３３％。
在本文中，支出型贫困家庭是指：因家庭成员罹患疾病、子女上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

庭刚性支出过大，远远超出家庭承受能力，使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短期

内（连续 ６ 个月）不可能改变的城乡困难家庭。 基于上述定义，本文依据家庭是否有风险经历、
风险经历是否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两个标准来识别支出型贫困家庭，即将遭遇了

风险经历并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且截至调查年度仍然处于严重困难状态的家庭界

定为支出型贫困家庭。 在 ５２８ 个有效样本中，有风险经历的家庭 ２８１ 户，因风险经历导致基本

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家庭 １８６ 户，在 ２０１５ 年基本生活仍然严重困难的家庭 １３６ 户，即本文所说

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户。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表征

（一）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体特征

１．支出型贫困家庭主要分布于低收入水平社区

已有研究表明，贫困人口多集中在低发展水平地区 ［５］ 。 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示，支出型贫困

家庭的社区分布特征与贫困人口社区分布的一般特征一致：旧城保护区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比例

最高，达到 ３３．３％；安置型社区和农村社区次之，分别为 ３１．７％和 ３１．３％；商品房小区的比例最

低，为 １５．２％。 从城中村社区到商品房小区，支出型贫困家庭占比逐渐降低。
表 １　 社区类型与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交叉列联表

支出型贫困 商品房小区 单位型小区 老旧社区 城中村社区 农村社区 安置型社区 旧城保护区

否 ５６（ ８４．８％） ７４（７６．３％） ７３（７６．０％ ５１（７３．１％） ６８（６８．７％） ４３（６８．３％） ８（６６．７％）

是 １０（ １５．２％） ２３（２３．７％） ２３（２４．０％） ２１（２６．９％） ６１（３１．３％） ２０（３１．７％） ４（３３．３％）

相关系数 ０．０８６∗∗

　 　 注：∗∗Ｐ＜０．０１。

２．支出型贫困家庭劳动力少，教育负担重

已有研究指出，家庭抚养率高 ［６］ 、人口负担重 ［７］ 可能导致家庭陷入贫困。 本文研究验证了

上述观点：家庭劳动力数与是否发生支出型贫困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受教育人数与是否发生支

出型贫困呈显著正相关。 具体而言，支出型贫困家庭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１．６ 人，较未发生支出

型贫困的家庭少 ０．３４ 人；支出型贫困家庭中的当前平均受教育人数为 ０．７９，较未发生支出型贫

困的家庭多 ０．１８ 人。
３．支出型贫困家庭关系网络资源贫乏

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四种类型 ［８］ 。 家庭是个体获得社会支

持的最基本单位 ［９］ ，以亲缘关系为代表的强关系是家庭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 ［１０］ 。 已有研究指

出，以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为载体的社区帮困网络在社会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９］ 。 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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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用家庭成员及亲属朋友在政府、村（居）两委的任职情况来测量其强关系资源。 统计结果显

示，在支出型贫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在政府部门、村（居）两委任职的分别占 ７．４％
和５．８％，较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分别低 １１．８％和 １３．０％，支出型贫困家庭强关系网络层次

显著低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其强关系网络资源也较为贫乏。
表 ２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部分家庭结构特征对比

分类
发生了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均值

（标准差）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劳动力数量 １．６０（ １．４１８） １．９４（ １．４９７） －０．１２８∗∗

非农业劳动力数量 １．３８（ １．３４５） １．７２（ １．４００） －０．１２９∗∗

当前受教育人数 ０．７９（ ０．７８９） ０．６１（ ０．８０８） ０．１１４∗∗

　 　 注：∗∗Ｐ＜０．０１。

表 ３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家人、亲属朋友任职情况分布表

任职情况

家庭成员在政府或村（居）两委任职 家属、朋友在政府或村（居）两委任职

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相关

系数

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

频次（百分比）

相关

系数

是 １０（ ７．４％） ７５（１９．２％）

否 １２５（ ９２．６％） ３１７（８０．８％）
０．１２３∗∗

８（ ５．９％） ７４（１８．８％）

１２７（９４．１％） ３２１（８１．２％）
０．１３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个案相加不等于 ５２８ 是因为有缺失值。

４．支出型贫困家庭风险遭遇多发

与收入型贫困不同，支出型贫困主要是由家庭的刚性支出过大引起的，而刚性支出与风险

经历直接相关。 统计结果显示，支出型贫困家庭遭遇风险的比例显著高于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

家庭。 在支出型贫困家庭中，８３．８％的家庭有成员遭遇了重大疾病，２０．６％的家庭教育开支负担

过重，１３．２％的家庭中有成员遭遇意外伤残，还有 １０．３％的家庭有成员遭遇过交通事故；而未发

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四者比例分别为 ２３．２％、１１．０％、４．６％、３．６％。
表 ４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风险经历对比表

风险经历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比）频次（百分比） 相关系数

自然灾害 ３（ ２．２％） ４（０．８％） ０．０４５

火灾 １（ ０．７％） ２（０．４％） ０．０１３

交通事故 １４（ １０．４％） １４（２．７％） ０．１３１∗∗

意外伤残 １８（ １３．３％） １８（３．４％） ０１５０∗∗

重大疾病 １１４（ ８３．７％） ９０（１７．３％） ０．５４６∗∗

教育负担过重 ２８（ ２０．７％） ４３（８．２％） ０．１２３∗∗

　 　 注：∗∗Ｐ＜０．０１。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贫困现状

１．支出型贫困家庭收支缺口大

如表 ５ 所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 ３０８１０．９８ 元，较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低

２３７７５．８９ 元。 ２０１５ 年，国家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２８００ 元，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

要远远高于国家贫困线。 但是，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年净收入均值为－１６０３０．０８ 元，与未发生支

出型贫困的家庭的差额是 ２８１５５．２２ 元，可见，单纯的收入和支出都不是导致支出型贫困的必然

原因，支出型贫困是收入和支出共同作用的结果，收不抵支是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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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收支比较

类别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相关系数

总收入（元） ３０８１０．９８（ ４９５４１．８４７） ５４５８６．８７（ ２６３４１．７８３） －０．３２３∗∗

总支出（元） ４７５９５．００（ ３７５６２．８９５） ４１０９６．４７（ ４２２６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收支差（元） －１６０３０．０８（ ３９６９８．７６８） １２１２５．１４（ ３８４８５．５０１） －０．０４１∗∗

　 　 注：∗∗Ｐ＜０．０５。

２．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资料匮乏

如表 ６ 所示，除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外，支出型贫困家庭在大件生活资料的普及率全面低于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此外，７．６％的支出型贫困家庭没有任何大件生活资料，高于未发生

支出型贫困的家庭的 ２．３％，不难看出，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生活资料更加匮乏，生活水平更低。
表 ６　 不同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大件生活资料占有率对比

消费品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

频次（百分比） 频次（百分比）
相关系数

全自动洗衣机 ７０（ ５３．０％） ２９７（７７．１％） －０．２３２∗∗

电冰箱 ／ 冰柜 １０９（ ８２．６％） ３５９（９３．２％） －０．１５９∗∗

液晶电视机 ５１（ ３８．６％） ２５８（６７．０％） －０．２６５∗∗

空调 ７５（ ５６．８％） ３２０（８３．１％） －０．２７３∗∗

热水器 ６６（ ５０．０％） ２８３（７３．５％） －０．２２５∗∗

电脑 ３５（ ２６．５％） ２３４（６０．８％） －０．３１４∗∗

电动自行车 ／ 摩托车 ４１（ ３１．１％） １１２（２９．１％） ０．０１６

家用汽车 ３（ ２．３％） ６８（１７．７％） －０．２０２∗∗

以上都没有 １０（ ７．６％） ９（２．３％） ０．１３０∗∗

　 　 注：∗∗Ｐ＜０．０１。

三、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分布和生成机制

（一）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分布

对于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类型划分，本文主要根据风险经历以及致贫过程进行考察，并将其

操作化为风险诱因多寡和致贫周期长短两个维度。 根据风险诱因多寡，可将支出型贫困划分为

单因型贫困和多因型贫困两种类型；根据致贫周期长短，可将支出型贫困划分为突生型贫困和

渐生型贫困。 综合两个维度，便形成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四种类型，即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单
因渐生型贫困家庭、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和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见表 ７） 。

表 ７　 支出型贫困家庭类型分布表

致贫诱因
致贫周期

突生型 渐生型

单因型 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多因型 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１．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风险是单一的，但风险遭遇的打击过大、过
急，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家庭突然陷入贫困。 在遭遇风险之前，这类家庭的生活条

件可能并不差，有的甚至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由于无法应对不期而至的风险遭遇及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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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然打击，最终还是陷入了贫困。 可见，在单因突生型贫困中，风险因素的破坏性极强，哪怕

是比较殷实的家庭都难以承受。 如在案例 １ 中，单一的风险因素是交通事故。 Ａ 家庭在遭遇风

险打击之前生活相对殷实，但突如其来的车祸给 Ａ 家庭带来了巨额的医疗支出负担，大大超出

了家庭的承受范围，从而使之陷入绝对贫困。
案例 １：Ａ 家庭原本有六口人，包括两个老人，两个未成年人和两个成年人。 两个

老人以前都在毛毡厂工作，其中一个老人在 １９９２ 年前因为眼睛疾病退休，但是每月有

１５００ 元的补助，另一个老人也有退休金。 老人的儿子以前在工地工作，家里面还有两

辆车，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贫困。 ２０１２ 年，老人的儿子在工地出了交通事故，身体瘫痪，
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 仅仅去年一年，Ａ 家庭就为此花

费了 ２０ 万的医疗费，两台车全都搭了进去，之后又向亲戚借了不少钱。 儿媳妇在刚出

事的时候就跑了，现在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只能靠低保金和补助过日子，还有孩子要上

小学。
２．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遭遇的风险因素是单一性的，但家庭的贫困处境

却是累积性的。 与单因突生型贫困不同，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遭遇的风险不一定有很强的破坏

力，但由于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的生活境况本来就差，长期处于贫困边缘，当风险来临时，原本

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家庭便因为负担的进一步加重而陷入贫困。 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期的艰难处

境是单因渐生型贫困的“发酵剂” ，单一风险经历则是单因渐生型贫困的“导火索” 。 如在案例 ２
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户主与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低、儿子有智力障碍）是 Ｂ 家庭发展的长期阻碍

因素，使得该家庭长期徘徊在贫困边缘；户主的宫颈癌则成了压垮 Ｂ 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
使原本就艰难度日的家庭彻底陷入贫困。

案例 ２：Ｂ 家庭共有三口人，户主、丈夫和儿子。 户主今年 ５８ 岁，丈夫今年 ６２ 岁，
两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户主基本上没上过学。 户主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今年 ２８
岁了，但是智力有问题，以前出去打工总是没干几天就让人赶回来，现在待在家里，还

没有成家。 ２０１３ 年，户主患了宫颈癌，化疗了 ６ 次，花费了好几万，基本上丧失了劳动

能力。 现在家里面主要靠丈夫在外面打零工，一年大概有七八千的收入，户主每月有

低保金 １６０ 元。 Ｂ 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开支就是户主的医疗费，政府的补助对看病的帮

助并不大，看病往往需要找亲戚借钱。 户主现在的腿部有疾病，而且其丈夫也有脑血

管阻塞，但是没有钱去治疗。 现在 Ｂ 家庭没有房子，全家都住在工棚里面，工棚是 ２００４
年拆迁的时候搭建的，夏天热，冬天冷，但是户主也没有别的办法。
３．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

与单因突生型贫困相比，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的生成过程没有本质差异，都是由于家庭突

然遭遇风险打击而造成。 不同的是，多因突生型贫困家庭经历的风险遭遇更多，有风险遭遇的

家庭成员更广。 风险遭遇不仅造成家庭刚性支出负担过重，而且牵制了家庭劳动力，影响了家

庭经济生产，因而使家庭贫困复杂程度更高。 如案例 ３ 中，Ｃ 家庭在同一年连续遭遇工伤事故

和车祸两种风险经历，这一方面使其家庭医疗开支负担陡增，另一方面使该家庭失去了主要劳

动力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使该家庭陷入绝对贫困。
案例 ３：Ｃ 家庭现在有三口人，夫妻俩再加上正在上大学的儿子。 该家庭在 ２０１０

年连续遭遇了两次重大的打击，首先是丈夫出现了工伤事故，接着在年底妻子又出了

车祸。 如今，夫妻俩都缺乏劳动能力，妻子被车撞了，身体不行，还要照顾受过严重工

伤的丈夫，家里面没有人出去挣钱。 家里的经济来源包括丈夫之前所在单位发放的生

活费，一个月 ９００ 元，此外，妻子申请了低保，一个月 ３６０ 元。 现在儿子在上大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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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要 ２ 万元，这些费用都是靠儿子的叔叔接济的。 家庭的医

药开支也很大，丈夫一个月的药费要 ９００ 多，妻子也要花费一定的医药费。 家里面吃

的米是老家送过来的，妻子开垦了一块菜地用来种菜。 现在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
只能勉强度日。
４．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起初徘徊在贫困边缘，随着不同风险的相继到来，家庭的刚性支出逐

渐增加，进而陷入绝对贫困。 与单因渐生型贫困家庭相似，在遭遇风险之前，多因渐生型贫困家

庭长期处于贫困边缘；与多因突生型贫困相似，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先后遭遇了多次风险经历。
因此，这类家庭比其他类型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处境更为艰难。 如在案例 ４ 中，Ｄ 家庭因户主患

慢性病而长期徘徊在贫困边缘，但尚不属于绝对贫困家庭。 ２０１４ 年，户主儿子罹患心脏病进一

步加剧了家庭的开支负担，随之发生的儿子劳动能力受损、儿媳妇离家出走等变故，使 Ｄ 家庭收

入锐减，再加上孙子逐年增加的教育开支，导致家庭已不堪重负，陷入彻底的贫困。
案例 ４：Ｄ 家庭有四口人，户主和丈夫，以及儿子还有孙子。 户主今年 ６２ 岁，２００６

年患上了红斑狼疮，此后一直受此疾病困扰，慢慢发展成了长期的慢性病，每个月要花

费好几百元的医药费。 ２０１４ 年户主的儿子做了心脏手术，对该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

击，儿媳妇也因此与儿子离了婚。 户主的孙子在读六年级，一年的花费也要七八千，这

对该家庭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户主的丈夫是钢铁厂的退休工人，每个月有 １０００ 多

元的退休金，这是目前家里面的主要收入来源。 户主儿子和孙子都有低保金，加上丈

夫的退休工资，该家庭一个月有接近 ２０００ 元的收入，而该家庭目前一年的开支至少有

两万多，包括户主的医药费，儿子的医药费以及孙子上学的费用。 该家庭目前已经完

全处于贫困状态，靠政府的救助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据户主反映，该家庭目前急需医

疗、教育方面的救助。
事实上，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支出型贫困，对家庭生计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这主要是风险

遭遇导致的刚性支出所致。 与单因型贫困家庭相比，多因型贫困家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刚
性支出的项目更多；与突生型贫困家庭相比，渐生型贫困家庭的情况更加复杂，家庭的抗风险能

力更弱，风险遭遇往往只是最后的推手。 可见，从单因突生型贫困家庭到多因渐生型贫困家庭，
贫困的复杂程度往往是逐渐加深的。 在复杂程度更高的支出型贫困类型中，风险因素不仅导致

刚性支出的增加，而且会减损家庭劳动力，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支出型贫

困是支出和收入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

贫困是制度、环境、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１］ ，受到宏观、中
观、微观多层次的影响 ［１２－１４］ 。 就支出型贫困的形成机制而言，有学者认为居民需求的增长、消
费成本的增加、失业和疾病等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重要原因 ［１５］ ；也有学者认为，支出型贫困的

原因既包括需求的增加，也包括成本的上升及其带来的支出剧增 ［１］ ；还有学者指出，支出型贫困

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贫困内涵的界定过于狭隘，没有把健康、教育等需求作为基本需求 ［４］ 。 上述

研究多关注支出负担等外生条件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忽视了家庭抗逆力等内源因素及社

会保障等结构性因素的潜在作用。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从风险遭遇、家庭韧性、家庭

成员发展动力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分析支出型贫困的生成机制。 在分析过程中，以“家庭是否

发生了支出型贫困”为因变量，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风险遭遇、家庭韧性对支出型贫

困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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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支出型贫困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β Ｅｘｐ（ β） β Ｅｘｐ（ β）

风险因素（参照组：０ ＝未经历）

　 交通事故（ １ ＝经历过） ０．９４８ ＋ ２．５８１ １．９４１∗ ６．９６９

　 意外伤残（ １ ＝经历过） １．８９０∗∗∗ ６．６１９ １．５５１∗ ４．７１６

　 重大疾病（ １ ＝经历过） ３．２１０∗∗∗ ２４．７６９ ３．９０７∗∗∗ ４９．７３６

　 教育开支负担过重（ １ ＝经历过） ０．９０５∗ ２．４７１ ０．９３２ ２．５３９

　 受教育人数 ０．４５１∗∗ １．５６９ ０．７６３∗∗ ２．１４５

家庭韧性

　 Ｌｇ１０（家庭现住房面积） －１．６１９∗ ０．１９８

　 家庭其他房产数 －１．７３４∗∗ ０．１７７

　 家庭非农劳动力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 －０．８０９ ＋ ０．４４５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感知

　 （参照组：中层及以上）

　 　 中下层 ２．４６７∗∗ １１．７９３

　 　 下层 ３．２３５∗∗∗ ２５．４１４

常量 －３．４９９∗∗∗ ０．０３０ －２．７３９ ＋ ０．０６５

－２ 的自然对数 ３９１．４０６ ａ １６９．４８５ ａ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 方 ０．３１６ ０．４６３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０．４６３ ０．６６５

　 　 注： ＋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用相关分析法来探讨家庭成员发展动力和社会保障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①，研究的主要发

现如下：
１．风险遭遇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

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人数、教育开支负担过重、交通事故、意外伤残、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

困的形成均存在显著影响。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重大疾病，有成员遭遇重大疾病的家庭发生

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４９．７４ 倍。 其次是意外伤残，有成员遭遇意外伤残的家庭发生

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６．９７ 倍。 再次是交通事故，有家庭成员遭遇交通事故的家庭

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４．７２ 倍。 最后是教育负担过重的影响，遭遇教育开支负

担过重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是没有遭遇的 ２．４７ 倍。 在控制家庭韧性变量之后，教育

开支负担过重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家庭受教育人数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家庭受教育人数每增加

一人，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增加 １１４．５％。
２．家庭韧性差是造成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

贫困与家庭的脆弱性相关，脆弱性是指家庭面临风险并由此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到特定水平

之下 ［１６］ 。 与脆弱性相对应的是家庭的韧性，家庭韧性是家庭应对压力的特性与能力 ［１７］ 。 家庭

韧性概念多出现在医学、护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学者们主要从家庭成员的责任、控制和挑战三

个方面来进行操作化 ［１８］ 。 在社会学领域，王思斌提出了社会韧性的概念，认为社会韧性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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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调查过程中，课题组仅调查了户主是否享有相关社会保障待遇及其个人效能感。 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家庭，如
仅将户主是否享有保障待遇和个人效能感纳入回归模型，会犯“简化论”的错误，即用个人层面的自变量解释家庭层面的因变

量。 为此，本文没有将上述两类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而是通过分析户主社会保障现状、个人效能感等来探讨家庭成员特

征与家庭支出型贫困之间的潜在关系。



维持结构发展的特性，其作用主要是避免社会结构走向崩溃，其本身是一种社会抗逆力 ［１９］ 。 与

社会韧性相类似，本文将家庭韧性理解为一种家庭抗逆力，表现为家庭面临危机时发挥正向作

用的一面 ［２０］ ，其本身是一个修复、调适与关系重建的过程 ［２１］ 。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韧性对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居住面

积、其他房产数、非农劳动力所占比重和家庭地位的自我认知。 其中，房屋面积、房产数是家庭

的资产；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关系到家庭拥有的资源和成员的自我效能感；非农劳动力比重关系

到家庭的开源与创收①。 具体来说，房屋居住面积的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

会降低 ８０．２％；房产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会降低 ８２．３％；非农劳动力比重每

增加一个单位，支出型贫困的发生率会降低 ５５．５％。 与中层及以上的家庭相比，户主的社会经

济地位自我感知在中下层的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的概率要高出 １０．７９ 倍，在下层的家庭要高出

２４．４１ 倍。 可见，家庭韧性越弱的家庭越难以应对各种风险，因而也就越容易陷入支出型贫困。
进一步分析发现，有 ５３．２％的样本家庭遭遇过风险经历，但只有 ２５．８％的样本家庭陷入支

出型贫困，表明风险遭遇仅是支出型贫困的诱因，家庭韧性差才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
３．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

贫困的形成固然与风险遭遇及家庭韧性有关，但家庭成员能动性不足也可能导致贫困。 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类型与户主个人效能感显著相关，表明家庭成员发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

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见表 ９） 。
一是家庭脱贫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的宿命论观念严重，摆脱困境的

意愿不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支出型贫困家庭样本中，４０．３％的户主认为“当今社会，个人

命运是注定的” ；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样本中，持相同观点的户主比例仅为 ２５．０％。 受宿

命论观念影响，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往往安于贫困，改变现状的意愿不足。
二是自立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习惯于“等、靠、要” ，福利依赖倾向严

重。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支出型贫困家庭样本中，５６．０％的户主认为“减贫脱贫主要靠政府和

社会” ；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的家庭样本中，持相同观点的户主比例为 ４２．８％。 受“等、靠、要”
思想影响，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自立脱贫的动力较为缺乏。

三是脱贫的信心不足，主要表现为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 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在支出型贫困家庭样本中，３６．６％的户主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在未发生支出型贫困

的家庭样本中，仅有 １９．０％的户主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 对未来生活信心的不足，反映出支出

型贫困家庭成员的自我效能感低，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为看到不希望，往往会失去努力奋斗的

动力和方向。
表 ９　 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与个人效能感交叉列联表

户主效能感
支出型贫困家庭 非支出型贫困家庭

赞同 不赞同 赞同 不赞同
相关系数

当今社会，个人命运是注定的 ５４（ ４０．３％） ８０（５９．７％） ９３（２５．０％） ２７９（７５．０％） ０．１４９∗∗∗

减贫、脱贫主要靠政府和社会 ７５（ ５６．０％） ５９（４４．０％） １６０（４２．８％） ２１４（５７．２％） ０．１１７∗∗

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８５（ ６３．４％） ４９（３６．６％） ２９８（８１．０％） ７０（１９．０％） －０．１８３∗∗∗

　 　 注：∗∗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４．社会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１０） ，是否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 “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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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发现，不少家庭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数并不等于实际劳动力数。 本文在此处计算非农劳动力占 １８ ～ ５９ 岁人口

数的比重，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的劳动力结构，也更能体现家庭抗逆力。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均与家庭是否发生支出型贫困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社会保障在一定

程度上能抑制支出型贫困的发生。 在户主享有“基本养老保险或退休金”的样本中，支出型贫

困家庭的占比为 １６．０％，远低于没有相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３１．３％） ；在户

主享有“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为 １６．０％，远低于没有相

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３０．３％） ；在户主有“工伤保险”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

家庭的占比为 １５．１％，远低于没有相关保障的样本中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占比（ ２８．３％） 。 可见，
社会保障不足是形成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表 １０　 社会保障待遇享有情况与家庭类型（是否发生了支出型贫困）交叉列联表

是否为支出型

贫困家庭

基本养老保险或退休金 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是 ２８（ １６．０％） ３６（３１．３％） ２７（１６．０％） ３７（３０．３％） ２１（１５．１％） ４３（２８．３％）

否 １４７（ ８４．０％） ７９（６８．７％） １４２（８４．０％） ８５（６９．７％） １１８（８４．９％） １０９（７１．７％）

相关系数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９∗∗

　 　 注：∗∗ｐ＜０．０１。

四、支出型贫困的治理路径

本文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分析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群体特征、贫困现状及其生成机制。 研

究发现：风险遭遇是支出型贫困的直接诱因，家庭韧性弱是支出型贫困的内在根源，家庭成员发

展动力不足是支出型贫困持续的主观原因，社会保障不足是支出型贫困的外在结构因素。 为

此，支出型贫困治理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家庭的家庭韧性，优化贫困家庭的发展环境。
（一）强化以“救急难”为主体的支出型贫困临时社会救助体系

在所有风险因素中，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最大。 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突生型支出型贫困家庭而言，重大疾病往往类似于“飞来横

祸” ，它消耗了家庭已有的积蓄，导致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对于渐生型支出型贫困家庭

而言，重大疾病往往类似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长期处于贫困边缘的贫困家庭往往因

为无法筹措到足够的医疗费用而贻误了家人的最佳治疗时机，进而加剧了家庭贫困。 因此，应
本着“救急难”的精神，完善“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城乡困难家庭大病救助制度” ，建立起

“先治疗、后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救助体系。
（二）探索适合支出型贫困家庭劳动力结构特征的贫困帮扶体系

重大疾病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影响不仅是巨额的医疗支出，还包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因

为重大疾病患者不仅本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往往还需要家庭成员的陪护，从而使得家庭的有效

劳动力骤减。 调查发现，重大疾病患者固然离不开家庭人员的陪护，但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他
们并不需要家人全天候看护或陪护。 事实上，大量作为家庭陪护人员的劳动力处于一种闲置状

态。 因此，为家庭陪护人员提供以“来料加工” “家庭作坊” “订单作业” “网店” “微店”为主的就

业服务，是拓展支出型贫困家庭收入来源的有效路径。
（三）发掘支出型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动力

在支出型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的脱贫动力不足、自立意识不强、自我效能感低。 这种消极

的心态抑制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发展潜能，进而恶化了其家庭贫困处境。 对此，应积极开展相

应的社会工作，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增强当事人对生活的信心；运用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

来激发当事人的潜能，助人自助，增强其主观效能感，培养其自我发展动力。
（四）增强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减贫效用

首先，要加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大病互助保险等社会保险宣传力度，引导城乡居民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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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其次，要拓展大病救助病种目录和药品目录，让更多困难家庭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帮助；再
次，要积极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和长期护理救助制度，帮助因病致贫支出型贫困家庭缓解人工护

理负担，释放该类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助推该类家庭通过“开源”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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