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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的乡村振兴工作已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攻坚，全面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关键。为了进一步巩固农村脱贫工作，防止农村经济返贫，研究以吴起县为实例，建立了经济不稳定性的测度模型，分析

了生态补偿与非农就业对经济不稳定性的影响。通过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的深入分析发现该县农村平均经济不稳定

性指数为 0.20，以 0.30为界，67.80%的农户无经济不稳定性，32.20%的农户存在经济不稳定性。生态补偿收入占农户家

庭可支配收入的 12.50%，对经济支持家庭是重要收入。每增加 1~2元人均生态补偿收入，经济不稳定性指数降低 0.001，
且此结果通过 0.1水平显著性检验。结果证明，研究提出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乡村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强化生态补偿等方

面的政策建议，以期缓解农村的经济不稳定性，防止了农村经济返贫，为脱贫工作的巩固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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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Alleviating Rural Economic Instability
HU Jia
( Xingzhi College,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
eas in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solu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are the key to achieving com⁃
mon prosperity. To further consolidat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d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rural economy re⁃
turning to poverty, a measurement model for economic instability was established using Wuqi County as an example,
and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economic instability was analyzed.
An in-depth analysis using the three-stag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method revealed that the average economic in⁃
stability index in rural areas of the county is 0.20, bounded by 0.30, 67.80% of farmers have no economic instability,
while 32.20% of farmers have economic instabi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come accounts for 12.50% of the dis⁃
posabl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come for economically supportive households.
For every 1-2 yuan increase in per capita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come, the economic instability index decreases
by 0.001, a result validated by a 0.1 significance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
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ing rural environment and labor market, a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rural areas, prevented the possibility of poverty return, and pro⁃
vided strong policy support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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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

施刺激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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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乡

村振兴措施的持续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与“贫

困”现象又出现了新的特征，即集中贫困、不稳定

返贫以及动态变化。目前，防范规模性返贫，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已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

“生态补偿脱贫”与“非农就业”是防止返贫的核

心策略 [1-2]，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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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非农就业”展开了探讨分析。刘利花

等 [3]基于当量因子法、影子价格法从正、反两个方

向评估了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结合区域社

会发展阶段系数量化了广州市的农田生态补偿标

准，为乡村振兴工程提供了支撑。张益豪等 [4]利

用 2007-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基于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分析了生态补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可优化就业结构，对工业化

不足、可支配收入不多的农村地区可产生更显著

的影响，降低城乡收入差距。SUN等 [5]以河北省

2014-2018年 102个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

匹配法和差分法考察了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民收入

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生态补偿政策影响

下，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 3.11%；但政策影响程度

受城市影响较大，该政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当地的环境治理水平和环境生产力，提高农

作物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鄢姣等 [6]利用统

计分析法探究了农村非农就业市场特征，数值模

拟与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

就业成本有利于促进非农就业，进而影响农业经

济收入水平。HU等 [7]基于 1997-2018年 27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非农就业及农

村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

直接投资对非农就业发挥着正向影响，进而提升

了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其中沿海地区的影响最

为显著。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多样

性，研究视角涵盖了从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

估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再到非农就业市场特征

和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变化等多个方面，一定程

度上丰富了实证数据和理论支持。由现有研究可

知，落实生态补偿政策，可加强农村地区的生态

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时，非农就业已成为农户缓

解经济困境和获取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贫困新形势，深入考察非

农就业与生态补偿对农村经济抵抗返贫风险的影

响，本研究以吴起县为例，采用定量分析法探究

农村经济不稳定性特征及现状，并深入分析生态

补偿与非农就业对该县巩固脱贫效果的影响及其

预测价值。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探索经济不

稳定性的生成机制，探索非农就业、生态补偿对

农村不稳定返贫产生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吴

起县的实际调研资料，根据变量选取、模型设定

进行非农就业、生态补偿对农村不稳定返贫的实

证分析。最后，逐步研究非农就业、生态补偿对

各类农家经济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作用路径，验

证其是否能减轻农户经济不稳定性，同时分析生

态补偿和非农就业对经济不稳定性的互动效应。

该研究有望帮助农村地区更有效应对经济不稳定

性的风险，巩固脱贫成效，为提高生态扶贫效益

提供策略支持。

1 农村生态补偿与非农就业对经济

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1.1 农村生态补偿及非农就业对经济不稳定性

的影响

由于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农业生产

效率低下、教育资源匮乏、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

因素的限制，农村经济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尤为

突出 [8-9]。农村贫困呈现出一定的集中性，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逐渐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如山

区、边远地区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贫困

脆弱性可间接反映农村贫困家庭在政策的作用下

是否能够实现稳定脱贫。面对社会服务与保障体

系的缺失，农村地区家庭在面对风险时缺乏足够

的支持和保障。农村贫困呈现出动态性特征；由

于政策环境、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

贫困的形势也在不断变化 [10-11]。

农村贫困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

的不稳定性。农村贫困脆弱性不仅反映了农村当

前的贫困状况，同时衡量了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

困的概率，涉及农村地区家庭面对风险冲击时陷

入贫困的可能性。为了降低农村经济的不稳定

性、农村贫困的脆弱性，国家不断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加强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并刺激发展农村产业和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来

源。其中，非农就业与生态补偿政策成为缓解农

村经济不稳定性的重要措施。

生态补偿旨在增加正外部性产品供应，解决

市场失灵。生态补偿分为科斯型和庇古型，前者

降低生态产品的成本，后者通过政府采购提升价

格。生态补偿调整参与者利益，通过金融工具维

护和持续使用生态服务。政府通过货币给予的形

式对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调整，退耕还林津

贴是中国主要的生态补偿策略。此次研究选取退

耕还林补贴作为生态补偿代表，更准确界定其对经

济困境的影响[12-13]。退耕还林的形式详见图 1。
生态补偿旨在强化并持续运用生态服务，通

过财务方法平衡各方利益。此举既提升了生态服

务的供给能力，作为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对减轻

农村经济困境产生了积极效果 [14-15]。这首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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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直接为农户带来了稳定收益，某些地区的

收益甚至超过了从事农业的收入。再者，生态补

偿减轻了农户对耕作的依赖，从而释放了更多劳

动力投入非农产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

最终，生态补偿的稳定性能够在长时间内缓解家庭

消费的压力。然而，对非农就业的起始要求相对

较高时，或许会提高农家的闲暇期望，减弱他们

从事非农工作的热情，从而对家庭的整体收益

造成影响。

乡村脱贫攻坚成果与劳动力过剩及分配难题

相关，增加农民工在农业和非农就业之间的流动

性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振兴 [16-17]。非农就业能提

高农户经济收入，因为非农领域的收益通常高于

农业，可以有效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非

农就业也帮助解决农业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从而

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农户的收入 [18-19]。

随着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农户主要面临的

选择是非农就业和休闲。大部分理性的农户更倾

向于非农就业，但转移中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

生态补偿能增加农户的总收入，使非农就业收入

变得更加简便。同时，生态补偿的稳定性还会影

响农户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他们的休闲选择。

1.2 吴起县基本经济特征及数据来源简介

本研究选择吴起县作为研究对象，截至 2023
年 5月，吴起县占地 583.30 km2，总人口 21 338人，

有 14个村、107个村民小组。从整体经济发展状

况来看，截至 2022年，吴起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239.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第一、二、三

产业分别达 8.27亿、192.86亿、38.72亿元；2022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 333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 614元。自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吴起县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推行各种

帮扶措施，并持续推进各种生态扶贫工程，已建

立了脱贫长效机制。作为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

县，县内拥有 3 800 hm2耕地，2 593 hm2林地，其中

1 287 hm2为退耕地。吴起县地处黄土高原，农业

人口超 11万人。

吴起县的生态环境由于传统毁林开荒等一系

列人为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作为

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最早示范区，其地理位置与

自然条件符合生态补偿区域的典型特征，因此，

研究选择吴起县作为调查试验区 [20-21]。本研究选

择 2012-2016年为探索期，数据源于县内现场调

查，经筛选，得到约 340~345份有效样本，涵盖农

户信息、生产活动、收支等。此数据不仅揭示农

户状况，还分析了生态补偿对脱贫攻坚成果的作

用。研究以随机与分层抽样结合的方式采集数

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度与可信度，首先按照

农村地区消费逻辑关系、数据缺失度完成了问卷

的初步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后通过相关分析的统

计方法再次检验问卷的逻辑关系；同时，采用重

测信度的方式多次测量，通过多次测量结果的相

关系数确保问卷的可信度 [22-23]。

此次研究主要关注农户家庭的经济不稳定

性，并选择经济不稳定性指数作为核心响应变

量，而不是传统的二元分类。这种方法有助于更

准确地展现家庭以后的穷困危机和区别。核心预

测变量是家庭工作力与非农业工作中的参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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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补偿退耕还林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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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非农劳动时间与总劳动时间的比值来衡

量。为了捕捉非农就业家庭的异质性，在非农就

业比例的 0~1设置虚拟变量 0.2、0.4到 1.0。此外，

还纳入了影响经济不稳定性的控制变量，如家庭

资本、行为特征、户主的特征等，包括但不限于土

地拥有情况、社会资本、家庭规模、地理位置、户

主年龄和教育程度。

1.3 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经济不稳定性测度模型

构建

依据经济不稳定性的指标，经济不稳定性主

要有 3种测量方式：预期经济不稳定性、低收益不

稳定性和因风险而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因微观

数据难以收集，预期经济不稳定性作为一个能利

用横截面数据进行测量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因此，

此次研究选择了预期经济不稳定性作为测量标准，

用以估算农户未来可能陷入穷困的风险。经济不

稳定性的测量公式如式（1）所示。

Nit = ∫− ∞ℎ fit (Yi,t + 1 ) d (Yi,t + 1 ) ………………（1）
式（1）中，Nit代表第 i个农户在时段 t的经济

不稳定性，Yi,t + 1是指第 i个家庭在 t + 1时段的利

益状态，常常以获利或消耗程度为准则，而 ℎ则是

穷困界限，fit (Yi,t + 1 )代表农户未来福利状态的概

率密度函数，假定为对数正态分布。因此，研究

设定农户未来福利函数公式如式（2）所示。

ln Yi = aXi + εi ……………………………（2）
式（2）中，Yi代表农户 i的每年平均消费，Xi则

表示农户 i的观察到的特征，主要涵盖户长属性、家

庭大小、家庭收益等因素。a是相关参数；εi是误差

项。每个农户的误差项 εi与 ln Yi之间的方差并不

一致，所以，直观地运用最小二乘法方程来测算是

不切实际的。但是，能够设定误差部分的差异为福

利方程里各要素的方程，如式（3）所示。

a2εi = θXia2εi …………………………………（3）
式（3）中，Xi、i、θ代表各相关变量参数。在随

后的分析中，研究使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对式（2）和（3）进行计算。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

农户 i福利函数的平均值和方差，如式（4）所示。

ì
í
î

E [ ln Yi ] = âXi + εi
â2 εi = θ̂Xi

………………………（4）
式（4）中，第一项表达式代表平均值，第二项

表达式则指方差。应用此公式，能推算出农户 i
的经济不稳定性，如式（5）所示。

Nit = p (Yi,t + 1 ≤ Z ) = Φ ( )ln Z [ ln Yi ]
σ̂ε,i

……（5）

在式（5）中，Φ(·) 代表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Nit、i。由于农村劳动力投入非农就业与家庭资

源特征关联，存在显著的自选择性。因此，直接

用最小二乘法估算不准确，无法真实评估非农就

业对经济不稳定性的效应。为避免选择性偏差，

研究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在农户样本中，选

取非农就业比例以外其他特征相似的样本进行比

较。研究旨在准确计算非农就业比例对经济不稳

定性的影响，见式（6）。
ATT = E (NBi|DCi = l ) − E (NUi|Di = l ) ……（6）
式（6）中，B、C分别代表试验组和对照组。在

操作过程中，对于家庭 i，当其非农就业比例为 l
时，只能观察到此时的经济不稳定性，无法同时观

察到家庭非农就业比例非 l时的经济不稳定性，即

“反事实”结果。因此，需要基于其他可观测变量寻

找其他家庭 j，运用 Logit模型计算家庭 j进入试验组

的条件概率，并确保试验组家庭 i与对照组家庭 j的
匹配得分相同，以此来构造“反事实”结果代替指

标。从而，式（6）可进一步详细说明为式（7）。
ATT = Ep (Hi )|Di = l [ E (VBi|p (Hi ),Di = l ) − E (VCi|p (Hi ),Di =

l ) ] ………………………………………………（7）
下一步，研究将建立基础回归模型以研究生

态补偿对经济不稳定性的影响，如式（8）所示。

Ni = a0 + β0SCi + γ0Di + μi ………………（8）
式（8）中，SCi作为核心响应变量，标识家庭 i

的生态补偿状态，Di包含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
随机干扰因素，通过观察 β0的值，可以判断生态

补偿是否对经济不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最终，采

用陕西省吴起县农户的数据资料，基于研究的模

型框架，对生态补偿与农村经济不稳定性的总体

关联具体见表 1。
如上所述，该模型揭示了生态补偿、非农就业

与农村经济不稳定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中国

公共财政政策的深化，理解这些关系对于制定有

效的策略以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巩固和

扩大脱贫攻坚的成果，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 吴起县经济不稳定性实证结果分析

2.1 非农就业家庭特征描述性分析

此次研究将样本依据家庭成员是否有非农职

业活动分为有非农就业收入和无非农就业收入两

类，详见图 2。由图 2可见，有非农收入家庭的经

济不稳定性平均取值 12%，意味着这类家庭未来

面临经济困难的概率为 12%；无非农收入家庭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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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济不稳定性平均取值为 25%。吴起县实地

调查数据表明，有非农收入家庭的户主年轻、受

教育程度高、健康且政治地位较高。在家庭资本

属性上，这类家庭社会资本丰富，耕地面积少但

林地多。林地对劳动力需求少，家庭农业负担较

轻，因而有机会从事更多的非农职业活动。农村

地区通常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但农业受季节

和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农民的收入相对不

稳定。而非农职业活动可以提供稳定的就业机

会，减少了农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同时非农就

业具有更高的薪资水平。因此有非农收入的家庭

经济不稳定性明显低于无非农收入家庭。经调查

研究发现吴起县有非农收入家庭规模大，而无非

农收入家庭规模小，约占 3%。另外，有非农收入

家庭位置更靠近乡镇中心。总体而言，非农就业

带动了该地的经济水平，降低了贫困脆弱性；并

且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对农村贫困脆弱性有积极的影响，帮助农民彻底

脱贫，提高生活水平。

表 1 生态补偿与农村经济不稳定性的总体关联

Table 1 General associ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instability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变量类型

经济不稳定性

户主家庭特征

户主家庭资本特征

特征类型

说明

消费数据实际计算而来

户主年龄/岁
文化程度/年

健康状况评分（1为良好；2为不佳；3为多病）、成员数量/人
是否担任职务

人均生态补偿收入/元
耕地面积/667 m2
林地面积/667 m2
成员数量/人

至农村乡镇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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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农就业家庭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farm employed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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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吴起县

农村经济不稳定性分析

为减少家庭数据在特定年份受随机因素扰动

的风险，此次研究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法，计算出农村经济不稳定性系数。为了深入揭

示吴起县农村的经济不稳定性，本研究将经济不

稳定性系数划分为 5个层次。当经济不稳定性系

数低于 0.11时，归为微弱层次；系数位于 0.11~

0.30的判定为轻度层次；若系数介于 0.31~0.45，则
归入适中层次；系数在 0.46~0.60的划入剧烈层

次；系数高于或等于 0.60的则判定为极端层次。

按照经济不稳定性划分标准，微弱和轻度层次的

农户被视为没有经济不稳定性，而适中、剧烈和

极端层次则意味着农户存在经济不稳定性，吴起

县经济不稳定性分布情况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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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吴起县经济不稳定性分布情况

Fig.3 Mean and number of indices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由图 3可知，吴起县农户的平均经济不稳定

性指数为 0.20。当指数低于 0.30时，农户面临经

济困境的风险小。67.80%的农户经济状况稳定，

32.20%的农户存在经济不稳定性，明显低于稳定

农户。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户的经济风险较低。吴

起县的经济扶持策略有效地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群。尽管多数农户的经济风险低，仍有少数农户

在面对家庭变故时可能再次面临经济困难，因此

需持续关注其经济状态，以维持脱贫成果并预防

返贫。图 4进一步分析了非农就业与经济不稳定

性的关系。

由图 4可知，经济不稳定性在不同程度参与

非农工作的家庭间表现出显著差异。非农劳动参

与率在 [0.8,1.0]的家庭，其经济不稳定性指数的平

均值约为 0.25。观察其变动趋势，经济不稳定性

的波动与非农就业的比例并非直线关联。随着非

农劳动参与率的增加，经济不稳定性先降低，然

后升高，最后再降低，形成一个“倒 N型”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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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农就业比例不同家庭的经济不稳定性分析

Fig.4 Analysis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for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rates of nonfarm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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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这是由于非农就业率的增加可在某些情况

下降低经济的不稳定性，但具体波动趋势随地

区、时间和其他外部因素影响而不同。一方面，

非农就业往往比农业可提供更为稳定的收入来

源，农村经济发展更加多元，脱贫工作更加巩固；

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也会导致经济不稳定性的上

升，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就业不平衡、不稳定的现

象。最后阶段的不稳定性降低则多源于农村地区

经济结构的逐渐稳定，脱贫适应性提高。

2.3 生态补偿对农村经济不稳定性分析

为了确保经济不稳定性测度模型结论的稳健

性，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安慰剂检验下，提前政

策实施的结果不显著、延后政策实施的结果显

著，证实了模型的稳健性。同时，剔除生态补偿

政策以外的政策后，双重差分系数依然显著，可

见基准模型结果仍然稳健。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2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双重差分系数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时间固体效应

个体固体效应

N

R2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和 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0.1,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提前政策实施

0.054
Yes

-1.167**
Yes
Yes
330
0.794

延后政策实施

0.159***
Yes

-1.231***
Yes
Yes
330
0.846

剔除其他政策影响

0.068*
Yes

-2.413***
Yes
Yes
264
0.872

表 3 农村不稳定性的全面生态补偿检验

Table 3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est for rural instability

变量名称

消费数据实际计算而来

户主年龄/岁
文化程度/年

健康状况评分（1为良好；2为不佳；3为多病）、成员数量/人
是否担任职务

生态补偿收入（人均）

耕地面积/667 m2
林地面积/667 m2
成员数量/人

至农村乡镇的距离

系数值

-0.16**
0.005***
-0.014***
0.040***
0.025*
-0.001**
-0.001
-3.904E-05
0.040***
0.001***

T检验结果

-2.16
6.93
-6.58
3.24
1.93
-1.92
-1.25
-0.90
7.66
3.87

容忍度指数

-
0.78
0.80
0.86
0.73
0.91
0.64
0.88
0.73
0.933

变异膨胀因子

-
1.30
1.26
1.17
1.37
1.10
1.57
1.15
1.30
1.08

为达到样本对照的目的，研究执行了针对农

村不稳定性的全面生态补偿检验，详见表 3。
如表 3通过 1.00%显著性检验，指出每增加

1~2元人均生态补偿收入，家庭经济不稳定性指数

降低 0.001。此数据暗示生态补偿能有效减轻经济

不稳定性，且无多重共线性问题。非农就业比例每

增 1%，经 济 不 稳 定 性 指 数 预 计 减 0.007（经

0.05水平显著性检验），证实增强非农就业工作能

力能减少农户日后落入贫窘的危险。然而，非农就

业工作比重只有 40%，显示提高非农就业是降低经

济不稳定性的关键。家庭成员多、年长或健康差的

家庭更易陷贫。相反，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一年，

家庭陷贫概率减 0.015。此外，村干部或合作社领

导家庭的陷贫概率较小。综上可以看出生态补偿

能提高农户总收益，减轻非农就业的收入成本，增

加非农就业比例，从而降低未来经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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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不稳定性

及其与生态补偿和非农就业的关系。为了继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生态

补偿政策，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研究发现生态

补偿能显著减少农户的经济不稳定性。数据显

示，具有非农就业收入的家庭经济不稳定性为

12.00%，意味着这些家庭有 12%的概率未来面临

经济困难，相比之下，缺乏非农就业收入的家庭

经济不稳定性为 25.00%，高 13个百分点。吴起县

农户的平均经济不稳定性指数为 0.20。以 0.30为
界限，低于此数值的家庭其经济不稳定性较小。

在调查样本中，67.80%的农户没有经济不稳定性

的风险，有风险的农户占 32.20%。生态补偿收入

约占吴起县农家总可支配收入的 13.00%，为经济

困难的家庭带来了主要的财务支持。每增加 1~2
元的人均生态补偿收入，家庭经济不稳定性指数

降低 0.001，这说明该方法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此观点通过 0.1水平显著性检验得到验

证。综上所述，公共财政在农村经济稳定和乡村

振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公共

财政政策不断深化，预计农村的经济状况将得到

进一步改善，但生态补偿在经济不稳定性中的效

果仍需加强。农村经济的复杂原因，如家庭发展

不足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都需要在未来的研

究和政策中得到深入考虑。

鉴于生态补偿在降低农村经济不稳定性方面

的显著作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层面具有

可行性。政府可进一步细化补偿政策，综合考虑

不同地区的生态脆弱程度、农民需求、土地性质

制定差异化的补偿标准确保补偿更加精准有效。

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非农就业，为农村地

区提供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就业信息服务等，提

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增强家庭经济的稳定

性。在生态补偿政策与非农就业的推动下，持续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附加值，为农民提

供更多增收渠道。但是，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需

要地方财政的支持，如何确保资金来源稳定、分

配公平合理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财政资金

的筹集机制、政策执行力度以及健全的监督机制

是政府层面的工作难点。并且，农民对生态补偿

政策的了解或参与度不高同样影响政策的实行。

此外，非农就业也受经济周期、产业结构调整等

多种因素影响，市场波动对农民信心的打击是政

府开展工作的难点。在今后的工作中，追求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仍是一个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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