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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通江县基本情况及精准扶贫政策
通江隶属四川巴中，位于南麓大巴山缺口处，属于山区，

县地形呈“三山夹两谷”。户籍总人口为 73. 5 4 万，共辖 24
个镇 25 个乡。县内各种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土地资源上，耕
地面积达 896 93 公顷，而且土壤的种类也较丰富。水力资源
上，县内水系呈网状发育，河谷溪沟遍布，宕、诺两个水系从北
到南，贯穿整个北中部地区。生物资源上，县内动物植物资源丰
富，森林覆盖率达到57.61%。矿产资源上，金属矿藏和能源矿
藏均有分布，主要有菱铁矿、赤铁矿、煤、天然气等。油气资源
上，县内油气资源很丰富，是整个通南巴油气的核心区域。已探
明的县内天然气储量5600亿立方米。旅游资源上，通江有“一
府三乡”的美称，一府指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三乡即红军、溶
洞、银耳之乡。其中诺水河风景区为5A级风景名胜区，以金童
山，中峰洞为中心，沿河尽是奇峰险壁，兼桂林三峡之美；诺水
河境内溶洞密布，多达136个。通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第
二大苏区,重要革命遗址达50处，石刻标语遍及城乡。银耳是通
江最有名的特产，其颜值高、气质佳、营养丰富，兼具药用功效，
芳名远传，因此通江被称为中国银耳之乡。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但通江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名始终比较靠后。
通江县位于国家和四川省确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川东革命
老区秦巴山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面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
脱贫攻坚的任务还相对艰巨。

通江县的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实施。在贫困户退出标准上，通江县在国
家、省、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贫困家庭户户实现有庭院
经济。在贫困村退出标准上，通江县在国家、省、市的基础上，
增加了五项：实现村村有主导产业、有新型经营主体、有农村电
商、有村民议事室、有土地政策支持脱贫攻坚配套项目。

2  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扶贫开发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

系中不同因子的属性，将不同指标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然后判
断每个层次的指标在绩效评估中的作用。首先确定要解决绩效评
价的问题，需要将影响绩效评估的指标因素按照隶属关系以及因
素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分类和重新组合，建立分层聚类组合；然
后对各一级、二级指标因素进行相对重要性评价。本文借鉴联合
国对贫困程度的测定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基本内容，参照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发展状况，
通江县精准扶贫人口生存现状、特点、以及精准扶贫政策，将精
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定为贫困基础、人文基础和生存
发展，再在每个一级指标下细分4个二级指标，从而形成一套包
含多层的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通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通江县人民政府网站、《中国统计信息网》。其中12年恩格
尔系数和粮食总产量、14 年高中生毕业升学率、15 年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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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几个数缺失，就参考近似指标用近似值代替。

4  时序主成分分析
4.1方法概述
时序主成分分析是在分析有多个因素影响的综合指标的情况

下，通过降维，将多个因素指标转化为几个相关性较低的主成分
指标，在保留原有指标信息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主成分的数据统
计关系；时序主成分分析方法则是在新转化的主要成分的基础
上，通过采用一个包含所有主成分信息的综合变量，来描述随着
时间变化指标体系的演进趋势。此方法有效的消除了人为因素的
干扰，使得最终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得到了保证。

4.2模型建立与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则，指标个数要小于样本个

数。现在对研究对象共选取12个指标，8个样本，因此需对二
级指标提取主成分，然后对其进行一致化处理，从而使样本数
大于指标数。接着对所提取的一级指标进行二次主成分分析，得
到扶贫绩效的各年得分并判断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的基本情况。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和数量级带来的偏差，
故对这些评价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用    表示，
表示第i个系统的第j个指标。在上述指标中，格尔系数为逆向
指标，需要用取倒数的方法，使其正向化。接下来对二级指标
提取主成分，根据主成分分析要求，分别从贫困基础、人文基
础、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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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江县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结论
上述时序主成分分析评估了2011年至2018年通江县的扶贫

绩效，其中2013 年之前为粗放扶贫绩效，2013 年之后为精准
扶贫绩效。首先，从三个子系统提取的主成分得知，三个子
系统对整个扶贫起到正向作用，有利于扶贫综合绩效的提升。
在这三大指标体系中，人文基础改善幅度最大，且波动幅度最
小，且在从精准扶贫实施后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这很大程度
上与通江县在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精准扶贫的较好效果有
关。其次，贫困基础的改善幅度也较大，且在2013 年至 2015

年增长幅度最大，可能是在精准扶贫的前期，通江县精准扶贫
的重点放在了扶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使得粮食产量
逐年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第三，生存发展的增
长幅度最小，且不论是在精准扶贫开始前后，增长速度较其他
两项更缓慢。只有在 2016 年后半年开始才有了稍微明显的增
速。这可能与通江县每年的财政预算收入较低有关，难以支撑
庞大的扶贫任务，与巨额的项目费用，如公路的扩建、改良
和养护不足，这又进一步对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
响。此外，通江县旅游业发展相对缓慢，没有充分利用好优
秀的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也一直很缓慢。

综上，从扶贫绩效的分析结果来看，自 2013 年开展精准
扶贫以来，通江县的贫困面貌得到了更快速而明显的改善，但
要实现整体脱贫，全面步入小康社会，还有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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