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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滇西地区贫困识别
潘梦涵 刘芮芮 李 键 陈婧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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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多维度进行滇西地区贫困精准识别，对巩固扶贫成效，防止返贫政策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指

数和多维贫困指数构建线性回归模型，以此对滇西地区进行多维贫困空间识别。结果表明：2010-2020年间，滇西地区多维贫困

程度得到有效缓解，多维极贫区全面清零，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福贡县、德钦县、梁河县、镇康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江

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等存在一定返贫风险。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境及其他 22个弱势区也需进行返贫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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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in western Yunna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olidating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ng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In this paper, we fit the

night light index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to establish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so as to identify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ce in western Yunnan.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20,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level in western Yunnan was

effectively alleviated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extreme poverty areas were completely cleared, but the monitoring risk of Gongshan

Dulong Nu Autonomous County, Fugong County, Deqin County, Lianghe County, Zhenxiong County, Zhenkang County, Jingdong Yi

Autonomous County and Jiangcheng Hani and Yi Autonomous County was emphasized.In addition, the whole territory of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22 other vulnerable counties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turn to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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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脱贫工作重心由消灭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

问题转变，巩固已取得的扶贫成效、防止未来出现返贫问题、

促进脱贫地区各方面均衡发展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1]。滇西地

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云南省贫困程度最深

且广[2]、贫困涵盖人口最多[3]、贫困空间分布最复杂[4]、少数民

族贫困问题及素质性贫困问题最严峻的片区。2020年虽实现全

片区脱贫摘帽，但受自然、社会、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片区

内部分地区抵御不可抗因素能力较差、脱贫后又返贫的风险较

高。因此，精确地进行滇西地区的贫困识别，成为云南省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工作中必须关注

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省域[5]、县域[6]、村域[7]展开贫困识

别，其中以单个县或村居多；在进行贫困识别时，主要采用单

维度贫困识别[8]和多维度贫困识途径，其中综合考虑不同因素

的多维贫困识别[9]，被证实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区域真实贫困情

况；贫困识别的方法多样，目前主要有洛伦兹曲线法[10]、logistic

模型[11]、多层 logistic模型[12]、相对贫困剥夺指数法[13]、FGT

贫困指数法、夜间灯光数据法[14]等方式。在贫困识别的数据选

择上，大多学者采用了统计资料或实际调研数据，存在耗时耗

力、统计口径不一致、缺乏空间信息、数据获取具有滞后性等

问题[15]。而夜间灯光数据具有综合反映人类活动强度的优势，

已被证实能进行大范围、长期、动态的区域贫困监测。滇西片

区地形错综复杂，山脉峡谷广布，实际调查开展难度大，结合

夜间灯光和统计数据来进行区域多维贫困识别，能减少部分人

为因素干扰，结果更为客观。

基于此，本文采用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多维贫

困指标体系，利用 DMSP/OLS 和 NPP-VIIRS两种不同的夜间

灯光遥感数据进行融合并提取灯光指数，将多维贫困指数和灯

光指数进行线性回归拟合，构建多维贫困识别模型，以此来分

析不同时期滇西片区贫困空间分布特征，以期反映滇西地区贫

困程度的内部差异，为政府工作提供新的视角。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滇西地区 65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采用了

行政边界矢量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DEM数字高程数据、

夜间灯光数据等进行分析。其中行政边界矢量数据、DEM数

字高程数据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

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区县统计公报。

在夜间灯光数据选择时，考虑到现有灯光数据的时间尺度

和分辨率情况，选用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

国家海洋大气局网站： http://www.ngdc.noaa.gov/eog）、

NPP/VIRS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地理物理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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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在进行灯光指数提取前，

对两种夜间灯光数据进行预处理、融合、相互校正，利用行政

边界矢量数据裁剪出不同时期滇西的夜间灯光数据集。

3 研究方法

3.1夜间灯光指数提取

在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16]，本文采用以下公式提取区域

灯光指数（TNLI，Total Nighttime Light Index）。其公式为：

TNLI =
I=1

n

DNi�

其中，TNLI 是指区域内灯光总量指数；DNi 为区域内不

同像元的灯光辐射值；n为区域内像元数。TNLI 值越高，说明

区域贫困程度越低，反之，贫困程度越高。

3.2多维贫困指数构建

本文利用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模型（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SLA）原理，在借鉴前人[17]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

社会、人力、物质和自然等五个维度选取了 8个指标，构建滇

西片区多维贫困指数体系（表 1），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

标的权重。

表 1 多维贫困指数体系

3.3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多维贫困识别模型构建

在构建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多维贫困识别模型时，将滇西

地区各县区多维贫困指数与夜间灯光指数进行多种方式的回

归拟合分析，寻找最优拟合模型。其中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

效果最佳，故采用此方法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建模。将样本数据

建立起来的回归模型（图 1）用于整个滇西地区多维贫困识别。

图 2 多维贫困指数与夜间灯光指数（TNLI）的回归结果

4 滇西地区多维贫困识别结果分析

利用上文构建的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多维贫困识别模型，

计算得到 2010年、2015年、2020年滇西地区多维贫困状况。

并以 2010年滇西地区贫困识别结果为标准，在自然断裂法基

础上，考虑与国家贫困县名单吻合程度，将多维贫困等级划分

为极贫区、较贫区、贫困区、弱势区、非贫困区等五个级别，

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其他时期的贫困等级划分。

结果显示（图 2），多维极贫区早期分散分布在滇西地区

区西北、东南、西南边缘地区，后完全消失；贫困区、较贫区

早期在研究区中部、东部地区集中连片分布，后范围逐渐缩小；

弱势区主要在贫困区、较贫区外围分布，范围先增后减。非贫

困区主要围绕各州市市辖区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从

2015-2020年间范围增长明显，并在研究区东北部、西部及南

部地区聚集。

图 3 2010年、2015年、2020年滇西贫困分布图

为更直观地分析滇西多维贫困变化趋势，按照县域行政单

位统计不同时期各区县的贫困识别结果（图 3）。总体来看，

滇西地区多维极贫区从 2010年的 5个到 2020年全面清零；较

贫区、贫困区大幅减少；弱势区数量先增后减；非贫困区数量

不断增加，特别研究期后段，数量增长近 3倍。与滇西地区精

准扶贫不同阶段的成效相符。

从不同年份来看，2010 年滇西地区全境多维贫困问题严

峻。极贫区有 5个区县，呈分散分布。较贫区和贫困区共计 46

个，占滇西县区数量的 75.4%，其中较贫区主要在楚雄彝族自

治州、临沧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北部等集中连片分布；贫困区

沿迪庆藏族自治州南部，经怒江、大理、保山等州市，一路延

伸至临沧市北部，在丽江、普洱等市有零星分布。弱势区有 11

个，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南

部。此时期，非贫区 3个，分别为大理市、隆阳区和景洪市，

均是发展历史较久，经济基础较好的州市政府所在地。

2015年滇西地区贫困问题有所缓解，但部分地区仍存在较

严峻的多维贫困。其中，极贫区仅剩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1

个。较贫区和贫困区减少至 26个，主要由之前的极贫区和较

贫区发展而来。弱势区范围扩大，数量增加至 27个。此时期，

非贫困区数量增加至 11个，主要为各州市的市辖区及市辖区

周边区县。

2020年滇西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从县域尺度多

维贫困识别角度分析，极贫区成功清零；但地理位置较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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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较薄弱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福贡县、德钦县、

梁河县、镇康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等

区县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和经

济周期下行影响下，存在较高返贫风险，将是今后巩固脱贫成

效的重点监测区域。此外，由于滇西地区范围内大多数区县集

中在 2018-2020年脱贫摘帽，因此未来也需关注被划分为弱势

区的 22个区县是否有返贫风险。从州市尺度多维贫困来看，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直处研究区多维贫困情况严峻区域，下属

四个县区很长时期处于深度贫困，一度被称为“极贫之地”，未

来很长时间内，仍需加深对该州的扶持力度。

图 3 滇西贫困变化趋势图

5 结论

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拟合分析，建

立多维贫困识别模型，开展了滇西地区的多维贫困等级划分和

时空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到 2020年，滇西地区多维程度有

很大缓解，但仍有一些区县存在一定程度多维贫困问题，存在

较大返贫风险，需进行返贫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构建是否合理将直接影

响到评价结果，但数据获取限制，本文指标选择不完备；另外，

由于无法避免灯光数据本身存在的测量误差，大部分结果虽与

实际相符，但个别县的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误差，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夜间灯光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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