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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意义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显示我国目前共

有14个扶贫攻坚片区， 14个扶贫攻坚片区包括六盘山区、秦

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区等。这14个扶贫攻坚

片区的划定凸显着贫困的地域性特征。 

以往对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就遗留了两个重要问题：(1) 

“地理禀赋贫困陷阱”真的存在吗？(2)是“地理禀赋贫困陷

阱”导致贫困的地域性特征吗？ 

因此，本文要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回答，并且为我国的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地理禀赋贫困陷阱形成机理 

本文将Romer生产函数与Ramsey模型相结合进行理论推
导。 

 



2.1厂商行为 

 



2.2家庭预算约束 

 



2.3 家庭效应最大化 

 



2.4最终结果—欧拉方程 

 



3.实证模型 

 



4.数据来源以及样本分布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

库。CHNS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

美国国家营养与健康研究所（NINH）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

制中心（CCDC）合作开展的调查项目。调查组采取多阶段

整体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进行调查，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共包

括9轮调查数据，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

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与2011年。 

由于样本农户的某些指标存在缺漏值，所以最终用于估

计的样本量为1448个。这些最终用于估计的样本在省际间的

分布如下： 

 



5.所用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6.生成地理禀赋指数 

• 使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法（适用于0、1虚拟变量与连续性
变量并存的情况）生成地理禀赋指数。 

 



7.实证结果(参数部分) 

 



8.实证结果(非参部分) 

左图为模型1的半参数图，右图为模型2的半参数图 



9.政策性建议 

• （1）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移民安置区普遍存

在开发空间小，就业岗位有限的情况。当地应该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有序创造就业机会。“宜农”地区应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宜工”地区应
对招收一定规模搬迁农户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者税收
返还，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与市场竞争能力，确保搬迁农户拥有
稳定的收入流。努力实现每一个搬迁农户都有所依托。 

• （2）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应当坚持因人而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自实施以来，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户已经陆续迁出。剩余农户
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要充分尊重剩
余农户的自身意愿，有序引导剩余农户迁出。坚决杜绝违背农
户意愿，强迫迁移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当地政府应该综合
考虑当地市场需求以及搬迁农户意愿有针对性的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进而提高搬迁农户的就业能力。 

 



• （3）易地扶贫搬迁应工作当坚持原有社会结构：应该将
整个村落或者村庄内部的亲戚朋友整体搬迁至移民安置区。
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建议保留。刚刚搬迁至移民安置区的
一段时间是最困难的时期，原有社会结构的保留可以促使
农户互帮互助，在缺乏正规保险市场扶持的情况下形成非
正规风险共担机制（Townsend，1994），有效帮助搬迁农
户抵御风险，克服困难。 

• （4）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应当杜绝追求“表面工程”：移
民安置区建设应该根据搬迁农户实际经济状况以及当地资
金投入预算进行适当规划。坚决防止过度建设，盲目扩大
建筑面积与装修标准，将农户实际需求与建设可行性相结
合，保障安置区建设可持续进行。 

• （5）后续发展是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成败的关键，将
后续发展作为工作考核的核心，形成有力抓手：在扶贫工
作开展过程中，要落实工作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移民
安置区建成以及搬迁农户入住以后应当持续考核后续发展，
真正做到搬迁农户“稳得住、能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