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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本文基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从生活水平、

生活认可、生活参与三个方面构建扶贫指标体系，运用层析分析法对小凉山彝区的扶贫绩效进行了初步研

究。研究发现，小凉山彝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综合扶贫整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生活方式变化缓慢，总体仍

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生活方式贫困路径依赖性较强，生活认可、生活参与的扶贫绩效指数明显低于生活水

平，县域及县域内部生活方式扶贫效益差异性显著。为此应把构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作为扶贫重要内容，长
期实施，并注意统筹好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与的扶贫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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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

化现 象，人 口 的 科 学 文 化 素 质、价 值 观 念 和 生 活

方式，以 及 一 个 社 会 的 文 明 开 化 程 度，从 更 深 层

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１］阿玛蒂亚森

认为贫困不仅是低收入所引起的，而主要是贫困

者获得收入 的 能 力 受 到 剥 夺 以 及 机 会 丧 失 所 导

致的。［２］周鸿认为民族贫困不仅是自然生态 环境

因素的产物，更是贫困人群生活方式等人文要素

失调作 用 的 结 果。［３］。王 颜 斌、钱 宁 在 对 现 代 化

过程中我国西部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传

统民族生活 方 式 导 致 贫 困 在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还 较

大范围存在。［４］贫 困 和 愚 昧 往 往 共 生 共 存，提 高

人们的思 想 文 化 素 质，普 及 现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是民族地 区 治 理 贫 困 问 题 的 根 本 之 策。作 为 建

国以来的“直过区”，大小凉山彝区在六十多年时

间里，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是到目 前 为 止，该 地 区 仍 然 是 国 家 连 片 特 困 地

区。农民受 教 育 程 度 较 低，农 村 居 民 中 文 盲、半

文盲人数比 例 高，他 们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思 想 观

念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很不适应，离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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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生活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深切关怀和中央各级部委的积极支持下，四川

省委省政 府 于２０１０年 制 订 了《大 小 凉 山 综 合 扶

贫开发规划总体思路（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将《大小

凉山综合扶 贫 开 发 倡 导 现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宣 传

教育规划方案（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作为十个专题规划

方案之一。在 凉 山 州 和 乐 山 市 的 盐 源、普 格、马

边等１３个彝族重点区、县，通过群众精神文明创

建、未 成 年 人 思 想 道 德 建 设，文 化 广 电 基 础 设 施

建设、倡 导 健 康 文 明 新 生 活 运 动 和 新 思 维、新 思

想等，以 多 种 举 措 构 建 现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引 导

群众增强文明意识，不断提升彝区文明程度。该

专项至今在大小凉山彝区已经实施四年，在这期

间该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下的扶贫效果怎样？

值得关注与研究。

二、考察样本和数据来源

１．考察样本

本研究以小凉山彝区的马边彝族自治县、峨

边彝族自 治 县 和 金 口 河 区 为 样 本。区 域 总 面 积

５３７６平方 公 里，有 行 政 村３７３个，总 人 口４０．４４
万（其中彝族人口１５．４万）。由于历史、自然、社

会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区域内社会发育程度

低，经 济 发 展 总 体 水 平 滞 后，社 会 公 共 服 务 不 完

善，贫困面大，贫 困 人 口 多，贫 困 发 生 率 高，贫 困

程度深，是典型的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截至

２０１２年底，区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４４９５元，仅
为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６４．２１％。农村

最低生活 保 障 贫 困 人 口 达３．２３７７万 人，占 区 域

总人口的７．７６％。２０１０年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

发把 这 三 个 区 域 作 为 小 凉 山 扶 贫 开 发 的 重 点

区域。

２．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 据 来 源 于 国 家 统 计 局、四 川 省、乐

山市 统 计 年 鉴，以 及 四 川 省 扶 贫 办 相 关 统 计

资料。

三、民族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的

扶贫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文化模式为满

足自身生活 需 要 而 运 用 社 会 环 境 提 供 的 各 种 物

质的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活动方式、配置方式”，［５］

对贫困有 重 要 影 响。突 出 表 现 为 贫 困 主 体 在 落

后、过时的观念习俗和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的引导

下，利用客 观 生 活 条 件，所 形 成 的 活 动 方 式 和 选

择方式，其结果是造成贫困主体消极的生活状态

和产生浪 费、损 失。基 于 此，研 究 认 为 生 活 方 式

对贫困的影响可以用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和行为

指标进行 反 映。客 观 指 标 是 民 族 地 区 生 活 方 式

形成的客观前提，人们只有在运用客观指标所提

供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资源条件下，才能

够形成特 定 的 生 活 方 式。客 观 指 标 突 出 反 映 在

生活水平 方 面。生 活 水 平 是 一 定 时 期 内 民 族 生

活的客观物 质 条 件，是 生 活 方 式 形 成 的 基 础，决

定并影响 着 生 活 方 式 的 变 迁。一 个 完 整 的 生 活

水平，应该包含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

客观内容。主观指标是个体对客观条件的反映，
构成生活方 式 的 内 容 并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影 响 着 生

活方式的形成。主观指标主要表现为生活认可。
生活认可是客观主体对其生活中包括家庭社交，
工作，居住 与 环 境 等 各 个 方 面 的 评 价 和 总 结，是

个体对客观生活水平的综合评判，集中反映了个

体对生活 的 态 度。生 活 认 可 影 响 并 从 侧 面 反 映

了个体生 活 方 式 状 况。行 为 指 标 是 个 体 在 主 观

指标引导 下，利 用 客 观 指 标 所 做 出 的 现 实 选 择。
民族生活方式是个体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并影响

着个体后续行为。行为指标主要涉及生活参与。
生活参与是指主体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如

何有效地利 用 社 会 提 供 的 生 活 资 源 促 进 人 和 社

会的全面发展。它是个体生活方式的再现，突出

反映了特定群体生活方式。据此，研究从生活水

平、生活认 可、生 活 参 与 三 方 面 构 建 了 基 于 生 活

方式视域 下 的 扶 贫 绩 效 指 标 体 系 框 架 结 构（图

１）。

图１　民族地区生活方式视域下的扶贫

绩效指标体系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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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照 已 有 生 活 方 式 指 标 体 系 研 究 成 果 的

基础上，研究选取了以下指标作为扶贫绩效指标

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民族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的扶贫绩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标识 单位

生活方式

生活水平

经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χ１ 万元

社会结构

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χ２ ％
非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χ３ ％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χ４ ％
享受社保人数比重占社会劳动者比重 χ５ ％
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χ６ ％
城镇就业率 χ７ ％

人口素质

人均教育经费 χ８ 万元

人均科研经费 χ９ 万元

人均文化事业费 χ１０ 万元

人口自然增长率 χ１１ ‰
婴儿死亡率 χ１２ ‰

生活保障

每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 χ１３ 人

人均收入 χ１４ 万元

居民消费水平 χ１５ 万元

恩格尔系数 χ１６ ％
人均生活用水量 χ１７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χ１８
电视人口覆盖率 χ１９ ％
人均生活用电量 χ２０ 千瓦时

社会秩序

民事案件发生数 χ２１ 件

青少年犯罪占全部案件比重 χ２２ ％
城镇登记失业率 χ２３
社会保障覆盖面 χ２４ ％

生活认可

居住与环境

认可

住房认可 χ２５
居住环境认可 χ２６

工作认可

收入认可 χ２７
工作环境认可 χ２８
才能发挥认可 χ２９

家庭与社

交认可

婚姻认可 χ３０
家务认可 χ３１
交友认可 χ３２
业余生活认可 χ３３

生活参与

消费

消费观念 χ３４
消费结构 χ３５
消费方式 χ３６

闲暇
闲暇活动内容 χ３７
闲暇时间利用率 χ３８

劳动
职业选择观 χ３９
职业流动观 χ４０

政治
价值观念 χ４１
民主观念 χ４２

健康

生活方式在致病因素中的比重 χ４３ ％
用于体育锻炼时间 χ４４ 小时

用于健身设施的消费支出 χ４５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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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行研究的有效分析，需要在分析之前

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在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时，较

传统的 做 法 主 要 有 主 观 赋 值 法 和 客 观 赋 值 法。
鉴于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自身的缺陷，本文

选用层次分析 法（ＡＨＰ）来 确 定 指 标 权 重。层 次

分析法将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结合起来，将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具有数据分

析的独特优势。
在每一层 次 上，对 该 层 指 标 进 行 逐 对 比 较，

按照规 定 的 标 度 方 法 定 量 化，写 出 数 值 判 断 矩

阵。［６］标度及其描述略。

四、民族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

扶贫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１．扶贫绩效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发放判断矩阵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笔者请

四川农业 大 学、四 川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的 相 关 专 家、
学者对扶贫投入评估指标的３个二级指标、１３个

三级指标和４５个 四 级 指 标 进 行 了１－９标 度 法

（标度及其描述 如 表２所 示）的 重 要 性 分 析。通

过对 专 家、学 者 调 查 问 卷 的 统 计 分 析，笔 者 构 建

了现代文明 生 活 方 式 视 域 下 的 扶 贫 绩 效 评 价 指

标数据的各 层 次 判 断 矩 阵，运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

件计算了各指标权重（详情见表２），并 检 验 了 指

标数据权重 层 次 单 排 序 的 一 致 性 和 层 次 总 排 序

的一 致 性，结 果 显 示 均 通 过 了 检 验，其 中 层 次 总

排序一致性比率为：ＣＲ＝０．００７＜０．１。

　　２．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扶贫绩效综合评价

扶贫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好以后，需要对反映

扶贫情况的数据进行计算，以便较好地区别不同

时间和地 区 的 扶 贫 绩 效。见 表３、表４。具 体 计

算过程略。

表２　民族地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视域下的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层内权重 总权重

生

活

方

式

生活水平

０．５３９０

经济

０．１４２６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４２６

社会结构

０．０３３２

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０２１
非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０２０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１０８４　 ０．００３６
享受社保人数比重占社会劳动者比重 ０．３２３１　 ０．０１０７
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０．１５５６　 ０．００５２
城镇就业率 ０．２８８６　 ０．００９６

人口素质

０．０７８１

人均教育经费 ０．２７２７　 ０．０２１３
人均科研经费 ０．２７２７　 ０．０２１３
人均文化事业费 ０．２７２７　 ０．０２１３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０７１
婴儿死亡率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０７１

生活保障

０．１４２６

每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７４
人均收入 ０．２４３７　 ０．０３４７
居民消费水平 ０．２４３７　 ０．０３４７
恩格尔系数 ０．１５７７　 ０．０２２５
人均生活用水量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１２７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１２７
电视人口覆盖率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０５１
人均生活用电量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１２７

社会秩序

０．１４２６

民事案件发生数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１２５
青少年犯罪占全部案件比重 ０．１８０３　 ０．０２５７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０．２７２３　 ０．０３８８
社会保障覆盖面 ０．４５９８　 ０．０６５５

生活认可

０．１６３８

居住与环境

认可

０．０３９２

住房认可 ０．６６６７　 ０．０２６２

居住环境认可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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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层内权重 总权重

生

活

方

式

生活认可

０．１６３８

工作认可

０．０２２５

收入认可 ０．６４０４　 ０．０１４４
工作环境认可 ０．２０５９　 ０．００４６
才能发挥认可 ０．１５３７　 ０．００３５

家庭与社交

认可

０．１０２１

婚姻认可 ０．５４０６　 ０．０５５２
家务认可 ０．０８４３　 ０．００８６
交友认可 ０．２２３０　 ０．０２２８
业余生活认可 ０．１５２１　 ０．０１５５

生活参与

０．２９７２

消费

０．０４９０

消费观念 ０．５０００　 ０．０２４５
消费结构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１２３
消费方式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１２３

闲暇

０．０４９０

闲暇活动内容 ０．７５００　 ０．０３６８
闲暇时间利用率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１２３

劳动

０．０４９０

职业选择观 ０．６６６７　 ０．０３２７
职业流动观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１６３

政治

０．０１８８

价值观念 ０．６６６７　 ０．０１２５
民主观念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０６３

健康

０．１３１３

生活方式在致病因素中的比重 ０．１０９６　 ０．０１４４
用于体育锻炼时间 ０．５８１３　 ０．０７６３
用于健身设施的消费支出 ０．３０９１　 ０．０４０６

表３　２００９年小凉山各区县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视域下的扶贫绩效评估综合指数

２００９年 生活水平 生活认可 生活参与 合计

马边 ０．１３１０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７７１　 ０．２６０８
峨边 ０．１６２３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８３１　 ０．２９９９

金口河 ０．２３１４　 ０．０５６６　 ０．１０８３　 ０．３９６３

表４　２０１２年小凉山各区县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视域下的扶贫绩效评估综合指数

２０１２年 生活水平 生活认可 生活参与 合计

马边 ０．１３５４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７６５　 ０．２６４９
峨边 ０．１５５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８３５　 ０．２９３０

金口河 ０．２３４０　 ０．０５６７　 ０．１０８５　 ０．３９９１

为了将不同地区的评估结果进行直接比 较，
以及方便对 不 同 地 区 的 综 合 扶 贫 支 出 进 行 效 果

分析，本 研 究 在 分 析 之 前 便 预 先 设 计 了 评 估 标

准。在参考 了 四 川 省 和 上 海 市 的 生 活 方 式 指 数

的基 础 上，结 合 四 川 省 民 族 地 区 的 特 殊 性，本 文

将综合指数 小 于 等 于０．４的 地 区 界 定 为 生 活 方

式较为落后区域，即虽然生活方式在向现代化迈

进，但总体上还处于传统小农阶段等生活方式比

较落 后 的 状 态。把 综 合 指 数 介 于０．４到０．７之

间的地区界定为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过渡区，即

处于初步 现 代 化 生 活 方 式 状 态 中。把 综 合 指 数

大于０．７的地区界定为生活方式现代化区域，即

生活方式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基于评估标准和表４、表５数据分析，研究发

现，虽然小凉山彝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综合扶

贫整体上取 得 了 进 步，但 生 活 方 式 变 化 缓 慢，总

体上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同时，县域之间以

及县域内部 生 活 方 式 指 标 构 成 扶 贫 绩 效 差 异 显

著。马边彝 族 自 治 县 扶 贫 综 合 绩 效 总 体 上 处 于

上升趋势，这与该县加大投入分不开。统计数据

反映，从２００９年 底 到２０１２年 底，该 县 在 生 活 方

式现代化扶 贫 过 程 中 已 累 计 投 入 各 级 财 政 资 金

９７３．８９万元，占 到 该 县 财 政 收 入 的１．８８％。但

同时，从该 县 扶 贫 综 合 指 数 的 大 小 可 以 看 出，该

县群众生活方式还处于较为传统的状态，急需加

大生活方 式 现 代 化 引 导。从 该 县 各 部 分 扶 贫 绩

效可以看出，该县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认可度均有

上升时，生活参与度有小幅度的下降。因此在扶

贫过程中，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等看得见的领域

和生活认可方面的扶持，还要同时兼顾对群众消

费生活、劳动生活、政治生活参与等领域的扶持。
要积极广泛 动 员 群 众 参 与 到 现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行动中来，引导贫困群众逐渐养成好的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金 口 河 区 扶 贫 综 合 绩 效 与 马 边 彝 族

自治县相似，总 体 上 也 处 于 上 升 趋 势，且 综 合 绩

效明显好于马边彝族自治县和峨边彝族自治县。
但是分析该区综合扶贫绩效指数构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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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综合扶贫绩效上升主要是由生活水平绩效、
生活认可绩效、生活参与绩效共同拉动所致。这

说明该区在扶贫过程中，在贫困群众物质生活水

平、精 神 文 化 生 活、社 会 和 谐 环 境 营 造 方 面 均 做

得较好，有 效 兼 顾 了 扶 贫 各 个 构 成 部 分。但 同

时，也 发 现，该 区 生 活 方 式 指 数 增 长 较 马 边 彝 族

自治县缓 慢。分 析 其 主 要 是 由 于 该 区 生 活 水 平

扶贫绩 效 和 生 活 认 可 扶 贫 绩 效 增 长 较 慢 所 致。

２０１２年该区城镇就业 率 和 文 化 事 业 费 用 投 入 等

明显低于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活水

平和生活 认 可 扶 贫 绩 效。这 启 示 扶 贫 中 需 要 加

大对贫困者 就 业 的 指 导 和 文 化 事 业 等 方 面 的 投

入力度。就峨边彝族自治县而言，由于处于传统

的彝族“直 过 区”，该 县 扶 贫 基 础 较 为 薄 弱，扶 贫

难度较大，因 此 到２０１２年 底 该 县 还 处 于 传 统 的

较为落后 的 生 活 方 式 状 态 之 中。从 数 据 分 析 可

以看 出，该 县 综 合 扶 贫 指 数 处 于 下 降 趋 势，总 体

下降了０．００６９。从指数构成中可以看出，这主要

是由于该县 生 活 水 平 指 数 和 生 活 认 可 指 数 均 下

降所致。同 时，该 县 生 活 参 与 指 数 较２００９年 有

所上 升，说 明 该 县 在 贫 困 群 众 消 费 生 活、政 治 生

活以及价 值 引 导 等 方 面 做 得 较 好。至 于 生 活 水

平和生活认可扶贫绩效指数呈现下降趋势，据笔

者从该县统计数据获悉，这主要是由于该县城镇

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较快等因素所致。

五、结论及启示

１．在小凉山彝区从现代文明生活 方 式 的 视

域开 展 的 综 合 扶 贫，绩 效 还 不 显 著，该 地 区 生 活

方式总体 处 于 较 落 后 状 态。生 活 方 式 作 为 一 种

非正 式 制 度，是 人 们 在 一 定 观 念、习 俗 等 意 识 支

配下的行 为 方 式 和 选 择 模 式。生 活 方 式 的 成 型

往往是在适 应 经 济 社 会 变 迁 过 程 中 经 过 无 限 次

重复博弈缓慢形成的，历时一般较长。小凉山彝

区较多生活方式通过代际传递，很多一直延续至

今，得到了 保 留。作 为 一 种 非 正 式 制 度，生 活 方

式具有制度的一般特性，即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

性和一定 的 对 外 排 斥 性。在 打 破 内 部 利 益 的 同

时改 变 生 活 方 式，即 使 在 外 部 力 量 的 参 与 下，路

径依赖性和外部排斥性也使得其改变较为缓慢。
这无疑在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到 了 生 活 方 式 综 合 扶

贫的进程。因此，一定要把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构

建作为一 项 长 期 的 扶 贫 政 策 在 彝 区 开 展。只 有

长期不懈努力，扶贫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强化。

２．县域扶 贫 绩 效 差 异 较 大。研 究 发 现 峨 边

彝族自治县 较 马 边 彝 族 自 治 县 和 金 口 河 区 的 扶

贫效果差。这 不 仅 源 于 三 个 地 区 自 身 贫 困 状 况

不同，贫困根源差异。同时三个地区扶贫过程中

工作侧重点 以 及 工 作 效 率 存 在 差 异 也 会 影 响 整

体扶贫效 果。现 代 文 明 生 活 方 式 视 域 下 的 扶 贫

工作，要符 合“让 群 众 住 上 好 房 子、过 上 好 日 子、
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四个好标准。［７］扶贫工

作者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扶贫投入方面，要紧紧

围绕“四好”标准，积极探索，合理规划，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区 别 对 待，这 样 才 能 达 到 更 好 的 扶 贫

效果。

３．县域内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 与 等

扶贫效益差异明显，有待进一步协调统筹。研究

发现小凉山 彝 区 县 域 内 部 扶 贫 效 果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如峨边 彝 族 自 治 县２０１２年 生 活 参 与 扶 贫 绩

效较２００９年上升了０．５１个百分点，而生活水平

和生活认可绩效较２００９年的绩效水平分别下降

了４．２８和０．７５个 百 分 点。这 将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响总体 扶 贫 效 果。生 活 方 式 的 现 代 化 作 为 一

个复杂系统，是 由 生 活 水 平、生 活 认 可 和 生 活 参

与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他们共同作

用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因此在扶贫过程中，要

注意合理协调各级扶贫工作，保证各扶贫项目按

时按量富有成效地完成，不让扶贫工作中某一部

分的不足影响到了扶贫工作大局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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