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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宁夏作为一个西北部省份，有着适应居住的河套平

原，也有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干旱半干旱戈壁，作为较

早的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目前还少有文献实证定量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人群的生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此外由于

疫情的影响，现阶段就业的形势比较严峻，脱贫后的家

庭很容易因为教育和疾病返贫。易地扶贫搬迁的人群大

多依赖易地之后进入城市打工或当地乡镇的脱贫车间，

没有比较稳妥的经济来源，对于易地后生活存在不稳定

的心理影响，由此带来了对生计满意情况的摇摆。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线上与线下问卷调查的形式采集数据。调

查对象为红寺堡及闽宁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纸质版调

查问卷发放 500 份，收回 483 份，有效问卷为 462 份；电

子问卷共 1231 人填写，有效问卷为 1032 份，总计可用调

查问卷 1494 份。本数据通过 AHP 层次分析法计算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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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主观权重，再利用 EWM 熵权法求出各项指标的客观

权重，最后通过 AHP 层次分析法和 EWM 熵权法进行耦

合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来反映满意的程度。

（一）AHP 层次分析法

首先通过 SPSSAU 自动构建判断矩阵，计算出各分

析项的平均值，接着利用平均值大小相除得到判断矩阵；

平均值越大意味着重要性越高，权重也会越高；AHP 层

次分析结果见表 1。

表1　AHP层次分析结果

项
特征

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

征值
CI 值

家庭年总收入（元） 3.256 17.136%

19.000 0.000

家庭年总支出（元） 3.187 16.774%

家庭耕地面积（亩） 4.104 21.602%

家庭人口人数 3.378 17.781%

家庭儿童人数 1.109 5.835%

家庭老年人人数 0.633 3.334%

家庭学生人数 1.188 6.251%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0.871 4.584%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1.161 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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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特征

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

征值
CI 值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 -1.056 -5.557%

19.000 0.000

住房条件差 -1.095 -5.765%

子女教育经费难以承受 -0.911 -4.793%

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1.003 -5.279%

家庭成员残疾

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0.158 0.834%

家庭年医疗支出（元） 0.376 1.980%

乡村建设对家庭年收入的

变化
1.175 6.182%

国家政策 0.079 0.417%

经济衰退 0.277 1.459%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2.112 11.113%

从上表可知，针对家庭年总收入（元），家庭年总支

出（元），家庭耕地面积（亩）等总共 19 项构建 19 阶判

断矩阵进行 AHP 层次法研究。除此之外，结合特征向量

可计算出最大特征根（19.000），接着利用最大特征根值

计算得到 CI 值（0.000）。

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计算时，需要进行一

致性检验分析。CI 值已经计算得出，RI 值可对应表 2 查

得。本次研究构建出 19 阶判断矩阵，对应着上表可以查

询得到随机一致性 RI 值为 1.621。则一致性指标 CR 值计

算结果见表 3。通常情况下 CR 值越小，则说明判断矩阵

一致性越好，一般情况下 CR 值小于 0.1，则判断矩阵满

足一致性检验；如果 CR 值大于 0.1，则说明不具有一致

性，应该对判断矩阵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再次进行分析。

表2　随机一致性RI表格

n 阶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RI 值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1.52 1.54 1.56 1.58 1.59 1.5943

n 阶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I 值 1.6064 1.6133 1.6207 1.6292 1.6358 1.6403 1.6462 1.6497 1.6556 1.6587 1.6631 1.6670 1.6693 1.6724

本次针对 19 阶判断矩阵计算得到 CI 值为 0.000，针对 RI

值查表为 1.621，因此计算得到 CR 值为 0.000<0.1，意味

着本次研究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

有一致性。

表3　一致性检验结果汇总

最大特征根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19.000 0.000 1.621 0.000 通过

（二）EWM 熵权法

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信息量）的

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利用权重反映指标对样本的影响，

最终得出评价指标得分。一般假设有 m 个评价指标、n 个

评价对象，则形成原始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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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为 ijx 中的最大值，m 为 ijx 中的最小值。通过

下式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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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权重值

序号 指标 得分（权重）

1 家庭年总收入（元） 0.055948831

2 家庭年总支出（元） 0.000697442

3 家庭耕地面积（亩） 0.086281295

4 家庭人口人数 0.008425699

5 家庭儿童人数 0.001433614

6 家庭老年人人数 0.003087569

7 家庭学生人数 0.009005407

8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0.040088845

9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0.052889731

10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 0.103370991

11 住房条件差 0.103049855

12 子女教育经费难以承受 0.10346345

13 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0.103557327

14 家庭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0.003194953

15 家庭年医疗支出（元） 0.002000215

16 乡村建设对家庭年收入的变化 0.115779982

17 国家政策 0.1176641

18 经济衰退 0.079386086

19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0.010674608

（三）AHP 层次分析法和 EWM 熵权法耦合

通过将 AHP 层次分析法和 EWM 熵权法耦合在一起，

求出耦合权重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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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耦合权重值

序号 指标 耦合得分（权重）

1 家庭年总收入（元） 0.113654415

2 家庭年总支出（元） 0.084218721

3 家庭耕地面积（亩） 0.151150648

4 家庭人口人数 0.093117849

5 家庭儿童人数 0.029891807

6 家庭老年人人数 0.018213785

7 家庭学生人数 0.035757704

8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0.042964422

9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0.057004865

10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 0.023900495

11 住房条件差 0.022699928

12 子女教育经费难以承受 0.027766725

13 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0.025383663

14 家庭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0.005767476

15 家庭年医疗支出（元） 0.010900107

16 乡村建设对家庭年收入的变化 0.088799991

17 国家政策 0.06091705

18 经济衰退 0.046988043

19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0.060902304

通过分析可得，三项占比最大指标为分别为家庭耕

地面积（亩）、家庭年总收入（元）、家庭人口人数。

（四）多元线性模型分析

假设基本模型为线性模型，各变量分别表示如下表6

表6　变量代表因素

y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x1 家庭年总收入（元）

x2 家庭年总支出（元）

x3 家庭耕地面积（亩）

x4 家庭人口人数

x5 家庭儿童人数

x6 家庭老年人人数

x7 家庭学生人数

x8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

x9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x10 子女教育经费难以承受

x11 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x12 家庭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x13 家庭年医疗支出（元）

x14 乡村建设对家庭年收入的变化

x15 国家政策

x16 经济衰退

利用 R 软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

+β8X8+β9X9+β10X10+β11X11+β12X12+β13X13+β14X14+β15

X15+β16X16

通过 R 软件的运行，得到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相关的显著性变量。通过把相关性和非相关性分类，剔

除无关的变量，把相关变量再做多元回归模型，发现显

著性变量对扶贫满意度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相关变量显著性表

从结果看到：医疗支出难以承受、家庭成员残疾或

重大疾病的数量和家庭儿童数对易地扶贫满意度有影响，

为了消除其它变量来的影响，通过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再进行一次多元回归分析。

第二次多元回归分析如下：

y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满意度

x1 家庭儿童数

x2 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x3 家庭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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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基本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

模型结果为：

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相关变量显著性表

从结果可以看到：主要影响易地扶贫的指标为家庭

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和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三、影响特征分析及相关建议

根据数据计算及建模分析，得出影响易地扶贫满意

度的五项指标，从而给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家庭耕地面积

由于现阶段部分安置点虽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

部分搬迁群众迁入安置点后，因原先已有耕地无法流

转出去或不想流转出去，仍坚持返回原有耕地区域耕

种，从而出现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两头跑”的问题。

国家在解决其住房问题的同时，应积极为其寻找好新

的耕地面积。

（二）家庭年总收入

从调查结果以及计算显示，年收入是影响满意程度

的重大因素之一，年收入问题实则是就业问题难以得到

全面解决，因此建议分类推进搬迁安置区产业就业扶持。

对受资源禀赋限制产业发展较为困难、产业提供岗位有

限的，需从顶层设计层面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质企业，

解决搬迁群众“有就业”问题。

（三）家庭总人数

各家庭之间人口之所以相差悬殊，大多是因为子女

的数量而影响的，众所周知，在全家经济来源固定的情

况下，子女越多，负担就会越大，所以想要提高自己对

生活的满意度，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自己的思想，在自

己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理性生育。

（四）家庭成员残疾或重大疾病的数量

宁夏部分地区由于医疗设施不发达，人们生病不能

得到及时的救治，很多疾病由于拖延时间长会发展成为

重大疾病，不易救治，对于正常的家庭来说这也是贫困

的来源之一。

（五）医疗支出难以承受

对于宁夏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由于环境因素和自

身因素所带来的疾病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医治。国家应该

有更好的政策让贫困地区在医疗的花费更少，除此之外

加快对医护人员高质量引进，让患者得到更实在的救治。

四、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扶贫工程，如何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从根本上解决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搬迁户贫困问题和可持续生

计问题是现在及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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