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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要求扶贫工作更加关注相对贫困，贫困的测度需要从一维向多维转变。本文从

相对贫困的角度探析了新农保政策对农村户主的扶贫效用，在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框架下，利用CHARLS 
2018年截面数据，分别测算了参保处理组和未参保控制组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样本

进行修正和调整，最终比较分析出新农保政策对不同贫困程度人群以及在不同贫困维度下的影响净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 新农保政策能够提升农户所得效益，对缓解贫困程度有积极作用；2) 相较于相对不

贫困群体，新农保对相对贫困群体的扶贫作用更加显著；3) 从多维角度分析，新农保政策对健康维度的

减贫效果最佳，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水平等贫困维度的扶贫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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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requires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to bring into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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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needs to shift from one-dimensional to 
multi-dimensional. This paper illustrates and discuss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NRPI) from the angle of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ex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is paper took advantage of CHARLS cross-section 
data 2018, and calculates the poverty condition which in the insured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un-
insure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PSM) to modify and optimize the sample data, and analyzed the net effect of the 
NRPI policy on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poverty leve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RPI policy can 
improve the benefit of peasant, and exercise a positive impa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op of 
that, the NRPI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relatively poverty groups which is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vely non-poor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he NRPI pol-
icy has the best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dimens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but plays a lower effect on 
the living standards,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housing level and other dimensions. 

 
Keywords 
New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Relative Poverty, PSM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贫困是世界性的发展难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常常出现各类疑难杂症。自新中国成立，

脱贫致富成为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不断发挥自身的政治领导优势和强大的群众建设力量，在扶贫

的道路上总结了大量实践经验和治理理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80 年代中期，以县级单位作为扶贫

起始点，到千禧年时，扶贫工作已深入到 15 万个村级区域[1]。2013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事业在精准扶

贫理念的指导下进入了新时期，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国的贫困治理由面到点，由浅入深，在经济

勃发的助力下，七年累计减贫幅度高达 94.4% [2]，最终在 2020 年这一关键时点，消除了绝对贫困，取

得了扶贫工作的巨大胜利。 
绝对贫困的消除意味着贫困治理需要从物质层面转向发展层面，即脱贫攻坚的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

[3]，但精准扶贫的痛点依旧阻碍着相对贫困的治理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问题日益凸显，处于收入底层的贫困人群越来越难以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

红利，以区域瞄准为特征的农村扶贫也愈加乏力。在精准扶贫方面，困难在于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

帮扶。现有制度下，由于贫困识别仅以人均纯收入为标准线，再加上贫困人群基数大，基层政府往往难

以承担高成本、高工作强度的农户收入精确统计；贫困识别的困难导致贫困户的建档立卡信息缺失，为

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的基层民主评议，其评估的扶贫名额也出现了近半的高错误率[4]。这些问题都说明，

我国要实现可持续性脱贫，依旧任重而道远。 
因此，研究如何利用和改进现有政策提高扶贫效率和质量，进而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具有社会现实

意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农村

人的老年生活提供社会基础保障，实现城乡基础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和有效促进农村减贫。新农

保政策因为联结了城乡问题和贫困治理两大难题，其政策效应和扶贫效用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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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新农保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群体消费、储蓄、收入、养老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朱诗娥

等学者研究发现新农保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保费缴纳额度每翻一倍，农户消费支

出约提高 5.9%，提高了农户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另有学者认为新农保养老金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收

入水平、提高了其主观福利[5]，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且家庭生活越

是贫困，新农保产生的边际效用就越大[6]。再者，程令国等学者[7]从养老模式角度分析，发现新农保政

策减少了参保老人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依赖，增强了经济独立性，是传统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新型模式迈

出的试探性一步[6]。由于新农保普惠式、全覆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识别贫困对象的难度，从

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 
基层政府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支持，往往难以根据收入标准识别所有贫困人口[4]。大多学者表明，多

维度贫困指标的介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基于当下国情，以单一的收入标准作为精准扶贫

的识别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我国的可持续脱贫工作应当关注贫困人群收入、消费、健康、教育、心

理等多个维度的贫困状况，社会保障体系在下一阶段也应更加侧重于精准扶贫，顺应国际扶贫的趋势，

辅助建立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可持续性脱贫的长效机制。 
综合国内研究，发现尽管大多学者都认可了新农保的积极作用，但少有对受影响群体进行细化分类，

多维度多层次地精准狙击贫困治理的痛点。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本文利用 CHARLS 2018 年截面数据，

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新农保政策的精准扶贫效用，有助于相关机构在新农保政策的基础上有方向性地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提高扶贫效率。 

2.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2.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组群的贫困指数，构建多维贫困指标测度体系，多维度多层次地识别贫困，以估

计新农保政策的扶贫效用。在实际角度来看，由于农村老年人的参保行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受到预期

收入、消费偏好、思想观念等不可测因素影响，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从

而掩盖或夸大了指标对个体贫困程度的描述，使政策效应的估计产生偏差。除此之外，多维贫困指标无

法解决估计政策效用时存在数据缺失问题，只能阐释样本个体处于某一种状态的贫困水平，无法分析个

体处于另一状态的贫困水平，使得最终结论可能过于粗糙。 
因此，准确预估新农保政策扶贫效果的关键是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一般来说，增加变量可以缓解

部分内生性问题，但是本文部分变量存在不可观测性和异质性，仍可能出现回归估计量非一致和模型“过

低拟合”的问题。得分倾向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 PSM)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常用方

法，能够检验并解决样本中出现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并且通过变量匹配，可以对项目进行效应评估，

获得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PSM 法不要求既定的函数形式和随机误差分布，没有解释变量需严格外生

的条件(王慧玲、孔荣，2019)，在经济研究中广泛用于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估，估计结果的可信度和稳

健性较高。 

2.1.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本文参考 Alkire 和 Foster 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分析不同维度 k 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主观选取

四个维度九个指标建立体系的框架，各维度均分权重，并定义九个指标下的样本数据为一个剥夺矩阵[8]。
在剥夺矩阵的基础上，以“是否参与新农保”这一变量划分参保的处理组和未参保的控制组。在测算部

分，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个体在单个维度以及多个维度下的贫困深度和被剥削程度，加总样本的贫困维

度并分析比较贫困剥夺率和贫困发生率等指标，以此衡量新农保政策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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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现有研究对多维贫困维度的选择以及各个维度被剥夺的临界值并无统一的标准，本文综合国

内外研究和中国实际情况，选择如表 1 的维度、指标以及剥夺临界值。 
 

Table 1. The ele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表 1. 多维贫困指标维度表 

维度 指标 权重 剥夺临界值 

健康 患病状况 1/8 若患有残疾、慢性疾病或癌症及有癌症史，赋值为 1，否则为 0 

生活水平 

医疗保险 1/8 若没有参与任何类型的医疗保险，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食品消费 1/16 若恩格尔系数高于国家恩格尔系数值 30.1%，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耐用消费品 1/16 拥有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电脑、手机少于等于 2 件，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交通工具 1/16 没有任何汽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赋值为 1，否则为 0 

劳动力 1/16 若仍需为家庭或他人提供劳动力以赚取薪酬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 1/4 学历初中以下(不包括初中)赋值为 1，否则为 0 

住房水平 
燃料 1/8 供暖或做饭使用不清洁型燃料的为 1 

卫生厕所 1/8 使用非卫生厕所(非冲水型厕所)赋值为 1，否则为 0 

2.1.2. 新农保政策的效用方程 
根据效用决策模型，以虚拟变量 { }0,1iD = 表示个体𝑖𝑖参与新农保政策的状态： 1iD = 时，农户参加新

农保；反之，则不参加新农保政策。 iD 又被称为处理变量，表示个体 i 是否处于“处理”状态(Treatment)。
定义 iy 为个体 i 的贫困程度， 1iy 表示个体 i 参保时的贫困状态，则 0iy 表示个体 i 未参保时的贫困状态，

以个体贫困维度数为表征。因此，为了探析 iD 与 iy 之间的因果关系，新农保政策的效用 ( )1 0i iy y− 就存

在两种状态： 

( ) ( )0 1 0 1 01i i i i i i i i iy D y D y y y y D= − + = + −                          (1) 

若 ( )1 0 0i iy y− > ，这说明参与新农保政策的效用大于不参与的效用，那么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农户会选择参与， 1iD = ；反之，则 0iD = 。 

2.1.3.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鲁宾因果模型 
为了进一步解决和控制不可测因素对模型的负面影响，Rubin (1974)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提出了鲁宾

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简记 RCM)。RCM 模型能有效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分布的异质性，尽量

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针对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缺陷，RCM 模型能通过样本匹配估计参保个体的两种

状态，即为处理组的每位个体 i 寻找控制组的相应匹配，有效解决数据缺失问题，测算新农保政策的效

用。RCM 模型建立步骤如下[9]： 
1) 选择协变量 ix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将影响农户参与新农保政策的相关因素作为协变量。 

2) 估计倾向得分。国内研究一般选择 Logit 回归或 Tobit 回归计算倾向得分，但 Logit 回归形式更加

灵活，可加入分析 ix 的高次项，更加贴合本文所选协变量的特征。 
3)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倾向得分平衡性较好，对 ix 进行匹配后则可以均衡样本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的分布。目前学术界对于最优匹配方法尚无定论，因此本文利用五种主流匹配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① 近邻匹配，即将处理组中某个体与控制组中 n 个差异最小的样本进行匹配，本文设定 n 为 4 (n = 4)；
② 半径匹配，又称卡尺匹配，对样本筛选和匹配有一定的半径范围和限制。经过计算，本文设定半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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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cal = 4)；③ 卡尺内近邻匹配，即在卡尺(半径)为 0.01 的限制下进行一对四的匹配；④ 核匹配，根

据不同样本个体的距离赋予不同权重，对距离进行加权平均，能够体现协变量的相似程度；⑤ 马氏匹配，

计算在 n = 4 下的马氏距离。 
4)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在满足均值可忽略性假设条件下，本文选择更加贴合研究目的的处理组平均

处理效应(ATT)进行分析，充分聚焦参保农户处于未参保状态时贫困程度的变化。ATT 的表达式为： 

 ( )0:
1

1 ˆ
i i ii DATT y y

N
= −∑                                 (2) 

式(2)中， 1N 代表参与新农保政策的个体数； ( )0:
ˆ

i i ii D y y−∑ 表示新农保政策对参与个体效用的加总；

0ˆ iy 表示参与新农保政策个体未参与时的贫困程度估计值。 

2.2. 变量选取 

本文定义贫困程度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以贫困发生率、贫困剥夺份额和多维

贫困指数表征总体的贫困状况，以个体贫困维度表征样本个体的贫困状况。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是否参

与新农保政策的虚拟变量 iD ，若参加，记作 1；反之，记作 0。 
借鉴王慧玲等学者对政策影响变量选取[10]，本文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等为控制变量，

即协变量，厘清农户参与新农保政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究新农保政策对农户贫困程度的改善作用，

评估新农保的政策效用。 

3.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文选择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项目的全国基线调查截面数据，以保证样本的时效性和代表性[11]。在排除无参保资格和相关信息缺失的

样本个体后，以“是否参与新农保”的行为依据划分为已参保的处理组和未参保的控制组。处理后的样

本数据一共包括 4128 个受访者，其中参与新农保的处理组个体为 3239 人，未参保的控制组个体为 889
位。 

3.2. 多维贫困指标测算分析 

本文根据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计算了样本在不同维度 k 下的相对贫困程度。结果如表 2 显示，样本

的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维度 k 值限制而增加。当控制贫困维度 k = 3 时，处理组的贫困发

生率、贫困剥夺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都大于控制组，两组多维贫困指数的差距为 0.098，小于调整后的贫 
 

Table 2. The resul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表 2. 多维贫困测量结果 

维度(k) 1 2 3 4 5 6 

贫困发生率 
控制组 0.950 0.802 0.554 0.315 0.171 0.074 

处理组 0.976 0.870 0.660 0.414 0.206 0.084 

贫困剥夺份额 
控制组 0.339 0.381 0.452 0.543 0.625 0.673 

处理组 0.482 0.497 0.528 0.588 0.667 0.763 

多维贫困指数 
控制组 0.322 0.306 0.250 0.171 0.107 0.050 

处理组 0.470 0.432 0.348 0.244 0.138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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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发生率的组别差额 0.109，可见处理组的贫困广度对样本贫困程度的影响更大。通过对比分析，当贫困

维度控制在 3 时，贫困剥夺和分布的敏感度更高，相对更为科学客观。 
测算结果中处理组的多维贫困指数始终高于控制组，这与新农保政策能带来扶贫效用的预期和假设

不符。由于“是否参与新农保”这一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农村老年人的自主性行为，加之存在遗漏变量和

反向因果问题，上述结果则很可能是由有偏估计和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导致。因此，下文将运用得

分倾向匹配方法(PSM)以解决样本数据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3.3. 新农保政策对扶贫效果的评估测算 

3.3.1. PSM 匹配结果分布 
在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个体匹配得分的基础上，PSM 利用样本个体参与新农保的倾向性的差值作为

距离来对样本进行匹配，结果分布的如表 3 所示。在五种主流匹配方法的测算下，最大损失为 67 个样本，

保留了 3786 个匹配样本，损失比为 1:56.51。 
 
Table 3. The observation result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表 3. 得分倾向匹配(PSM)观测结果 

 未匹配样本 匹配样本 总计 

控制组 1 357 358 

处理组 66 3429 3495 

总计 67 3786 3853 

 
同时，结合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图 1 所示，可以直观地看出大部分观测值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

(On Support)，即确保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取值分布存在重叠，使得测算中样本损失小，匹配效

果良好。 
 

 
Figure 1. The common range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图 1. 得分倾向的共同取值范围 

3.3.2. 平衡性检验 
为了保证 PSM 匹配结果的稳健性，应对解释变量的平衡性进行检验。解释变量的平衡性要求在经过

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在协变量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倾向得分匹配之后，平衡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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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Ps R 从 0.054 下降到 0.001~0.009，LR 统计量由匹配前的 129.59 下降到 10.500~87.670，标准化偏差

在匹配前后也有不同程度地减小。由指标分析可知，样本在倾向得分匹配法下有效地减少了变量自选择

带来的偏误，使得样本分析结果更具有可信度。纵向对比五种匹配方法，发现近邻匹配、近邻卡尺匹配、

核匹配和马氏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指标相近，半径匹配与平均水平偏离程度较高。因此，在测算新农保政

策影响效应时，选择近邻匹配、近邻卡尺匹配和马氏匹配方法更为有说服力。 
 

Table 4. The balance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4. 解释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 

样本匹配 Ps R2 LR chi2 p > chi2 MeanBias MedBias 

近邻匹配 
(n = 4) 

匹配前 0.054 129.590 0.000 14.500 10.300 

匹配后 0.008 75.940 0.000 4.800 4.300 

近邻卡尺匹配 
(n = 4, cal = 0.01) 

匹配前 0.054 129.590 0.000 14.500 10.300 

匹配后 0.008 77.130 0.000 4.800 4.200 

半径匹配 
(cal = 0.01) 

匹配前 0.054 129.590 0.000 14.500 10.300 

匹配后 0.001 10.500 0.486 1.900 2.100 

核匹配 
匹配前 0.054 129.590 0.000 14.500 10.300 

匹配后 0.005 51.990 0.000 4.400 2.700 

马氏匹配 
匹配前 0.054 129.590 0.000 12.700 6.200 

匹配后 0.009 87.670 0.000 4.700 4.200 

3.3.3. 参加新农保政策对农户贫困程度的影响效应 
1) 平均处理效应测算。一般来说，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数据测算平均处理效应，即项目效用评估，

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新农保政策对农户的效益。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如表 5 所示。从表

格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近邻匹配、近邻卡尺匹配、核匹配和马氏匹配四种方法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大，表

明样本数据以及测算结果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Table 5.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PSM 
表 5. PSM 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ATT S.E. T-stat 

近邻匹配(n = 4) 0.040 0.117 0.340 

近邻卡尺匹配(n = 4, cal = 0.01) 0.038 0.116 0.330 

核匹配 0.148* 0.103 1.430 

马氏匹配 0.078** 0.034 2.300 

平均值 0.052   

注：*，**，***分别代表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5 可以看出，平均处理效应(ATT)均值为 0.052，说明在消除一定程度的自选择问题和内生性问

题后，参与新农保政策的农户个体比不参与时的效益提高了 5.2%。通过对核匹配的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获得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箱线图和核密度图。结果显示，参保的处理组在效益的平均水平高和波动幅度较

小，对比控制组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说明新农保政策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生活的平均效益水平，也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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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为农户退休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总的来说，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所得效益即缓解贫困程度有着积极作

用，但是从实际出发，新农保政策的正向作用仍然有限，效益提升幅度普遍不高。 
2) 多维度效用差异分析。事实上，新农保政策对于处于不同贫困维度的人群也存在着不同的作用。

本文首先利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新农保政策的扶贫效用进行分析，发现贫困维度 k 越大时，贫困发生

率和被剥削率也随之越高。综合数据对比，选择贫困维度来测算农户参保对整体样本贫困程度的影响效

应更加科学：当贫困维度小于 3 (k < 3)时，整体样本处于相对不贫困状态；当贫困维度大于且等于 3 (k ≥ 
3)时，整体样本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本文依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分析了在整体状况和具体不同维度下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如表 6)。从

整体情况来看，新农保政策对两个群体都具有正向的效益，分别能为其日常生活带来平均 4.5%和 5.7%
的增益。其中，参保的相对贫困群体受益更大，说明新农保政策的积极作用对相对贫困群体更加显著且

有效。分解到具体维度来分析，除了卫生厕所维度，新农保政策都能为相对贫困群体带来积极效用，对

处于非健康状态和需要医疗保险的相对贫困人群效用更大。例如，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参保

农户(处理组)的健康状况比不参与时改善了 16.1%，医疗保险维度的贫困减少了 103.8%。相比相对不贫

困状态，在生活水平(食品消费与耐用消费品)、教育水平和住房水平(燃料与卫生厕所)等贫困维度下，新

农保政策对为相对贫困农户能带来的效用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养老保险金有限的情况下，参保农户的

健康维度支出对其他维度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由于思想观念和节俭习惯，许多农村老人通常

对大笔的、“非必要”的支出产生排斥心理，少有对生活质量提升的意识和诉求。 
 

Table 6. 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表 6. 多维度平均处理效应 

贫困维度 整体状况 患病状况 医疗保险 食品消费 耐用消费品 

相对不贫困 0.045* 0.136*** 0.058* 0.371*** 0.189** 

相对贫困 0.057* 0.161*** 1.038*** 0.071* 0.089 

贫困维度 整体状况 患病状况 医疗保险 食品消费 耐用消费品 

相对不贫困 0.065* 0.047* 0.074** 0.170*** 0.197*** 

相对贫困 0.138** 0.170** 0.033 0.048 -0.005 

注：*，**，***分别代表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探析了新农保政策对农户

的扶贫效用。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在不同维度的限制下，分别测算了参保处理组和未参保控制组的

贫困发生率、贫困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指数，发现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样本进行修正和进一步研究，并测算政策对农户的扶贫效用和比较贫困程度差异

群组的影响净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政策不仅能够提高参保农户生活的平均效益水平，对相对贫

困群体作用也更加显著，能保证为农户退休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从多维效用角度分析，相比于健康维

度，新农保政策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水平等贫困维度的作用效率低，主要的可能性是养老金的

数量限制使农户的健康支出对其他支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稳固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成果，利用新农保政策夯实基础，与相对贫困作

长期斗争，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完善新农保政策，合理解决部分贫困农村老人因“捆绑”规则、不

了解政策等原因无法参保的情况，增强青中年人的养老观念，扩大政策的惠及范围；二是提高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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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适当降低补贴领取要求，提高相对贫困农户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降低贫困剥削，提高政策的惠及

力度；三是重视贫困农户思想观念的转变，提倡参与式扶贫，让贫困农户有自我意识地提高生活质量，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共享减贫和改革的发展成果；四是在贫困农户建档立卡的信息中

切入多维贫困评估，结合工作、医保、其他养老保险等其他信息，建立动态追踪机制，针对不同贫困程

度的参保户实行针对性帮扶措施，多层次全方面地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仅能提高退休老年人生活

的经济水平和质量水平，也能为劳动人民描绘一幅美好愿景和蓝图，提高群众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五是

关注政策的人文情怀，给予人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关怀，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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