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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2020 年是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0 年

11 月，贵州省剩余 9 个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全国 832 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摘帽。2020 年 1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过 8 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

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清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困，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重大胜利[1]。虽然我国目前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仍有很多人民

受返贫因素困扰。因此，在扶贫项目工作取得圆满进展，在保

证高质量实现脱贫目标的同时，应及时建立完善的防止返贫

长效机制，健全相关考核、督导机制及约束激励机制，以期为

我国扶贫工作作出指导[2]。

尽管从宏观层面看，我国返贫率并不算高，但是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仍然要把防止返

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堵住可能存在的返贫风险点[3]。

2.致贫及返贫风险因素分析
本文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运用 SPSS 社会科学

分析软件，对 Z 县 180 名贫困人口进行问卷调查。

2.1 信度分析

调查组根据当地情况设置了相关问卷并展开调查。通过 spss
软件对回收的 180 份问卷进行信度系数分析后，问卷得出的

克隆巴赫系数为 0.647，因系数在 0.6 以上，说明量表的信度

良好。

2.2 调查对象（见表 1）
2.3 研究假设 H1：因教育原因使脱贫人口的返贫程度加

深，H2：因疾病原因使得脱贫人口的返贫概率加大,H3: 政府

的政策持续性会影响人口返贫,H4: 贫困人口本身的技术能

力对返贫有影响,H5: 自然灾害会对人口返贫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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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4 相关性分析

（1）求学原因、教育原因会导致贫困户返贫。家中求学的

孩子越多，则负担的学习成本就会更重，学习成本过重会间

接的影响贫困户重返贫困状态。因此求学的因素与返贫呈正

相关关系，家中求学孩子越多，该家庭重返贫困的几率越大。

（2）政策的不连续性会影响贫困户返贫。政策的不连续

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性政策返贫，是扶贫开发过程中的社会保

障等社会管理领域所引发的返贫风险。当地人民脱贫之后面

临政策不持续的风险，二者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 2

（3）疾病原因、脱贫户自身能力的缺失与自然灾害等因

素都会影响贫困户返贫。除此之外，脱贫人口的医疗成本、自

身的发展能力与当地的自然灾害因素都会影响脱贫户返贫。

一般情况下，有沉重疾病负担的家庭会更容易返贫。脱贫户

自身能力越差，则返贫的风险越大。自然灾害频发则会增大

返贫的概率。

2.5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 Z县贫困人口返贫

的的原因归纳为四大类:一是政策性返贫,二是自身因能

力和技术限制返贫,三是自身因发展问题导致返贫,四是自然

灾害返贫。

3.对策

3.1 增加政策的稳定性，加强政府支持力度

首先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过程对于基础

设施的建设的帮扶在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可能不在帮扶。贫困

地区仍然面临公共基础设施薄弱情况，水电，交通，网络等方

面并未得到全面有效解决，基础设施仍需大力建设扶持；其

次要解决社会保障乏力问题，应尽快打破旧的社会保障二元

体系，开发完善社会新保障制度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提高社

会整体保障质量，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面积，尽可能使更多

的人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加快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的进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保险市场发育发展；

3.2 精准识别重病人口，推进医疗资源下沉

扶贫不能一概而论，既要兼顾普遍性更不能忽略特殊情

况。对于因病致贫的情况，应该根据原有的建档立卡逐个了

解调查，以此为基础精准识别需要重点帮扶的对象。而对于

偏远山区而言，因病致贫的情况更是大量存在。这需要针对

当地居民进行身体健康排查，尤其是针对高龄，空巢贫困患

者，以此来评估其返贫风险，做好预防措施。发现因病致贫的

对象之后，还应大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

3.3 发展特色旅游，走可持续生态发展之路

Z 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县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峰林峰丛遍布，溶洞奇特;湿润的气候为动植物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条件，名木古树繁多;美丽的格必河穿行于山谷之

间，孕育了各族人民，沿途风光如画;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

的地方特产令人惊奇和赞叹。众多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集

中于格必河一带 ,成为独具特色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极具开

发价值[4]。依据此资源打造特色产业优势，可以根据自身经验

特色，于现有基础上深化特色产业发展，立足自身，挖掘自身

特色，扬长避短，依据自身特色资源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文化

旅游，以多种不同方式推动三大产业稳步增长，不仅可以促

进自身发展，更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在发展当地特色旅游的同时，应注意保护当地环境。首

先应强化宣传，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保护当地的生存发展环

境。其次加大投入，为当地环境生态保护提供充足的资金保

障，通过多方面多主体资金投入当地环保项目，在开发旅游

项目的情况下，保证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良好，在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当地环境保护，以此当地发展提供良好发

展环境，促进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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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内容 总数 百分比 指标 指标内容 总数 百分比

身

份

农民 114 62.98% 性别 男 77 42.54%
学生 36 19.89 女 104 57.46%
上班族 31 17.12 文 化

水平
小学 57

年

龄

15-20 岁 50 27.62%
21-30 岁 85 46.96% 初中 89 49.17%
31-45 岁 33 18.23% 高中 23 12.71%
45 岁以上 13 7.18% 大学 12 6.63%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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