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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山区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盘州市为例

朱昌丽１，２，周忠发１，２


，谭玮颐１，３

（１．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喀斯特研究院，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２．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３．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厘清喀斯特山区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及贫困机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基于自然环境、地理区

位、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本４个维度指标测算了盘州市村域多维贫困，并结合 ＧＩＳ技术分析了其空间异质性。结果

表明：（１）３１．６５％的行政村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主要集中分布在盘州市的北部、东部以及零星分布在西部和南部。

（２）多维贫困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各维度上均未处于冷点区的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坪地彝族乡、柏果镇、普古彝

族苗族乡以及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和竹海镇东南部。（３）４个行政村在各维度上均处于贫困，５３个行政村在

其中３个维度处于贫困，贫困维度的热点区集中在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与坪地彝族乡交界处、柏果镇、鸡场坪镇北

部、淤泥乡北部、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以及竹海镇东南部。（４）根据盘州市实际情况，将各行政村的脆弱维度

组合划分为自然条件缺乏型、经济基础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自然经济兼缺型、自然人力兼缺型、经济人力兼缺

型、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和发展友好型８类，并提出相应的脱贫建议。通过对村域多维贫困定量测度和空间异质

性研究，明晰了多维贫困的测度方法及其空间分异规律，这对区域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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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世界性问
题，农村贫困更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

重大难题，消除贫困以实现社会融合，减少不平等逐

渐成为各国政府的核心战略目标之一［１］。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贫困人口共计５５７５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 ５．７％［２－３］。但是，现阶段我国贫困

治理任务仍面临贫困人口致贫因素多样，贫困深度

大，贫困人口分布零散，脱贫难度大等问题［４］。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提出多维贫困的理论之后［５－６］，国内外学者对多维

贫困识别、测度与分析等进行了研究［７－１０］。随着３Ｓ
技术的发展，许多学者将３Ｓ技术应用到减贫研究
中，从多维贫困的空间识别、空间集聚、贫困陷阱等

视角对多维贫困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讨［１１－１３］。此

外，国内外学者也从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时空分布



格局、致贫机理和类型划分等方面对多维贫困研究

进行了探讨［１４－１７］。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

者逐渐认识到贫困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多维性以及

地域性等特征［１８－２１］。部分学者基于自然环境对贫

困的影响，开始对自然环境要素在贫困中的重要性

进行分析［２２－２４］，然而由于自然与社会经济数据获取

的限制性，研究者大都从国家尺度或县级尺度来进

行研究，迄今仍缺少从村域层面上对贫困状况和空

间分异特征的研究。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３日盘县正式更名为盘州市。

　　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经济贫困相互
交织，具有共生性［２５－２７］。长期以来，受自然灾害、水

土流失、生态环境退化等因素影响，喀斯特山区贫困

呈现出地域性集中态势［２８］。自然条件约束及生产

力水平低下造成财富积累缓慢，促使贫困的衍生，当

地居民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对资源进行过度开采，致

使生态环境恶化，形成贫困与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

循环［２９－３０］。目前国内学者对喀斯特山区贫困现状

与减贫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主要集中在生态环

境与贫困［３１］、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

难［３２－３３］、县域多维贫困及时空变化特征［３４］等。当

前对喀斯特山区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的研究尺度主

要集中在县域及乡镇尺度，村域尺度研究较少，且综

合考虑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双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与分布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选择位于喀斯特山区

的盘州市为代表，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从自然环

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来测度

盘州市多维贫困，对贫困类型进行归并，并对其空间

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这对喀斯特山区脱贫攻坚以实

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盘州市位于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国土面积

４０５６ｋｍ２，地理位置 ２５°１９′３６″～２６°１７′３６″Ｎ，
１０４°１７′４６″～１０４°５７′４６″Ｅ，如图１所示。

研究区地处云贵高原向黔中高原过渡地带，广

西丘陵与黔西北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３５－３６］，区域地

质构造复杂，地貌类型为高原山地，地表起伏大，气

候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１５．２℃。２０１５年
盘州市土壤侵蚀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４０．４４％，其

中剧烈侵蚀和极强度侵蚀占区域总面积的３．２２％；
喀斯特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５５．４９％，其中石漠化
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２９．３５％。２０１５年研究区城镇
化率为２０．０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贫困发生率高
达１４．９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７７．７０％。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 ＤＥＭ、土地利用、石漠化数

据、路网数据、地灾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ＤＥＭ数
据由１∶５００００地形图数字化所得；土地利用数据为
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成果数据（源于贵州省测绘地理

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路网数据、地灾数据来源于盘

州市国土资源局；生态红线矢量数据源于贵州师范

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石漠化数据参考左太安［３７］等人

的计算方法，根据喀斯特石漠化强度分级标准［３８］，

对石漠化等级进行分类获得；土壤侵蚀数据来源于

贵州师范大学《盘县水土保持规划》编制项目组。

社会经济数据中的村域数据由各乡镇统筹辖区内各

行政村村委会和乡镇统计员统计收集而来，其他社

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六盘水市统计年鉴》及《盘

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研究区行政区

划数据由地图数字化所得，考虑到研究区中的国营

林场、火电厂等无社会经济数据，故对该类型区域进

行合并，将其归并到相邻行政村中，最终为４７４个行
政村。

("(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指标体系建立

喀斯特山区脆弱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是区域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区域贫困测度应

综合反映区域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及发

展潜力。为揭示喀斯特山区村域多维贫困的空间

分异特征，综合考虑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要求，从

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选取自然环境、

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本４个维度，１５个指
标建立盘州市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表 １）。其中，
自然环境主要反映地形、地质灾害以及土地状况；

地理区位主要包括城镇带动、交通条件及规划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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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表１　盘州市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方向 指标权重 指标解释

自然环境（Ｎ）

地形

地质灾害

土地

平均高程（Ｎ１） ＋ ０．０５９０ 平均高程

平均坡度（Ｎ２） ＋ ０．０６９２ 平均坡度

地灾状况（Ｎ３） ＋ ０．０４７８ 高易发分区面积／总面积
人均耕地面积（Ｎ４） － ０．０５０８ 耕地面积／总人口

土壤侵蚀面积比重（Ｎ５） ＋ ０．０７２３ 土壤侵蚀面积／总面积
石漠化程度面积比重（Ｎ６） ＋ ０．０５５７ 石漠化面积／总面积

地理区位（Ｇ）
城镇带动

交通条件

规划约束

到县中心的距离（Ｇ１） ＋ ０．０７３２ 村委会驻地至县政府驻地的距离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Ｇ２） ＋ ０．０７３７ 村委会驻地至乡镇政府驻地的距离

路网密度（Ｇ３） － ０．０５０６ 路网长度／总面积
生态红线面积比重（Ｇ４） ＋ ０．０７１０ 生态红线面积／总面积

经济基础（Ｅ）
农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Ｅ１） － ０．１１５７ 人均可支配收入

村集体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Ｅ２） － ０．０５５２ 集体经济收入／总人口

人力资本（Ｈ）
数量

质量

劳动人口比重（Ｈ１） － ０．０９４１ 劳动力人口／总人口

外出务工人口比重（Ｈ２） － ０．０６９１ 外出务工人口／总人口

非农人口比重（Ｈ３） － ０．０４２６ 非农人口／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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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经济基础主要分为农户和村集体两个方面；人

力资本主要考虑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指标基

本涵盖了精准扶贫“新纲要”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发

展目标，既充分考虑了自然因素对贫困发生的影

响，又能充分反映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指标赋值主要参照杨志恒等［３９］对

湘西保靖县村域多维贫困的量化方法，以及罗刚

等［４０］对重庆１９１９个市级贫困村多维贫困的指标
量化方法。

２．２．２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熵支持下的 ＡＨＰ模型来计算评价指

标的权系数。熵支持下的 ＡＨＰ法既避免了熵值赋
权法的客观性，也避免了ＡＨＰ法专家系统打分的主
观性［４１］。计算步骤为［４２］：

①利用ＡＨＰ法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ＷＨｉ。
②利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和变化。

本文在有ｍ个评价指标，ｎ个评价对象时，第 ｉ
个指标的熵定义为：

Ｈｉ＝－ｋ∑
ｎ

ｊ＝１
ｆｉｊｌｎｆｉｊ； ｉ＝１，２，３…ｍ （１）

式中，ｆｉｊ＝ｒｉｊ／∑
ｎ

ｊ＝１
ｒｉｊ，ｋ＝１／ｌｎｎ，当ｆｉｊ＝０时，令ｆｉｊｌｎｆｉｊ＝

０。
最后，第ｉ个指标的熵权定义为：

ＷＥｉ＝
１－Ｈｉ

ｍ－∑
ｍ

ｉ＝１
Ｈｉ

（２）

　　③熵技术支持下的 ＡＨＰ模型指标权系数修正
公式为：

Ｗｉ＝ＷＥｉＥＨｉ／∑
ｎ

ｉ＝１
ＷＥｉＷ( )Ｈｉ （３）

式中，Ｗｉ为熵技术支持下的 ＡＨＰ法计算所得的指
标权重；ＷＨｉ为 ＡＨＰ法计算所得的指标权重；ＷＥｉ为
熵值赋权计算所得的指标权重。

２．２．３　多维贫困识别指数（ＭＰＩＩ）
各指标标准化值与对应权重相乘得到各指标量

化分析结果，再将各目标层指标量化结果相加得到

单维度贫困量化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得出贫困户

多维识别指数（ＭＰＩＩ），计算公式如下［４３］（４）～（８）：
Ｎ＝ＷＮ１×Ｎ１＋ＷＮ２×Ｎ２＋ＷＮ３×Ｎ３

＋ＷＮ４×Ｎ４＋ＷＮ５×Ｎ５＋ＷＮ６×Ｎ６（４）
Ｇ＝ＷＧ１×Ｇ１＋ＷＧ２×Ｇ２＋ＷＧ３×Ｇ３

＋ＷＧ４×Ｇ４ （５）
Ｅ＝ＷＥ１×Ｅ１＋ＷＥ２×Ｅ２ （６）
Ｈ＝ＷＨ１×Ｈ１＋ＷＨ２×Ｈ２＋ＷＨ３×Ｈ３ （７）
ＭＰＩＩ＝Ｎ＋Ｇ＋Ｅ＋Ｈ （８）

３　结果与分析

!"#

　多维贫困识别
各维度贫困量化分析结果越高，其所在行政村

陷入贫困或返贫的风险越大。利用自然断裂点将各

维度贫困量化结果分为低、一般和脆弱三类。若某

一行政村在某一维度上处于脆弱级别，则视为其在

该维度上处于贫困状态，结果如表２。４７４个行政村
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上处于

贫困的行政村个数分别为１２９、１１４、２３１和１５６个。
１５０个村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占行政村总个数的
３１６５％。

表２　盘州市各维度行政村分布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ｅａ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分级 自然环境 地理区位 经济基础 人力资本 多维贫困

低 ８９ １３５ ８３ ９１ １０２

一般 ２５６ ２２５ １６０ ２２７ ２２２

脆弱 １２９ １１４ ２３１ １５６ １５０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２），处于多维贫困的贫困
村主要集中分布在盘州市的北部、东部以及零星分

布在其他地区。处于自然环境贫困的行政村主要分

布在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坪地彝族乡、普古彝族苗

族乡、淤泥彝族乡、柏果镇及西部的胜境街道办事处

和红果街道办事处。盘州市北部地质灾害高易发分

区分布面积较大，盘州市北部和西部平均坡度较大、

海拔较高且区域石漠化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盘州

市北部和西部的自然环境贫困状况较低，区域自然

环境条件较好。处于地理区位贫困的行政村主要分

布在盘州市东部和北部，主要受县政府驻地和路网

密度影响。受人口与经济的影响，处于经济基础和

人力资本贫困的行政村在空间上呈零星分布。

!"(

　多维贫困冷热点分析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工具 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ｓ模

块中的ＨｏｔＳｐ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对盘州市各维度贫困状况
进行聚类（图３）。多维贫困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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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盘州市各维度聚类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ｅａ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州市北部的乌蒙镇、坪地彝族乡、柏果镇、普古彝族

苗族乡以及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和竹海镇东南

部，这些区域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人

力资本四个单维度上均未处于冷点区。多维贫困冷

点区主要分布在县政府驻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和民

主镇与石桥镇交界处，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较好且具

有一定的地理优势。自然环境维度的热点区主要分

布在乌蒙镇和坪地彝族乡东部，柏果镇中部，胜境街

道办事处的西部，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和石桥

镇西部，这些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较差。自然环境

维度的冷点区自然环境条件较好，主要分布在双凤

镇中部，红果街道办事处、亦资街道办事处、两河街

道办事处和翰林街道办事处交界处，民主镇和石板

镇交界处，新民镇、保田镇和普田回族乡交界处。受

乡镇政府驻地和县政府驻地区位的影响，地理区位

维度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远离县政府驻地的盘州市

北部的普古彝族苗族乡、乌蒙镇、坪地彝族乡及竹海

镇东南部；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县政府驻地附近的乡

镇。经济基础维度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盘州市贫困

发生率最高的淤泥彝族乡东部，２０１５年淤泥彝族乡
贫困发生率为２８．６５％。经济基础维度的冷点区主
要分布在民主镇中部，主要受各村人均集体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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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盘州市各维度聚类冷热点分析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入较高的影响，民主镇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弓角田

煤矿和红岩洞金矿厂。人力资本的热点区主要分布

在双凤镇中部、竹海镇东部和保田镇南部。人力资

本维度的冷点区主要分布在保田镇中部、丹霞镇中

部和石桥镇西南部，这一区域人口基数较大。

!"!

　贫困维度分析
对各行政村贫困维度进行统计，在自然环境、地

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上均处于贫困的行政

村有４个，分别是柏果镇的清坪村、鸡场坪镇的哒啦
村、坪地彝族乡的岔河村和柏木嘎村。在３个维度
上处于贫困的行政村数量为５３个，在２个维度上贫

困的行政村有１４１个，在单维度上处于贫困的行政
村有１７３个，有１０３个行政村在各维度上均不贫困。

表３　盘州市贫困维度分布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贫困维度 ０ １ ２ ３ ４

行政村数量 １０３ １７３ １４１ ５３ ４

从空间分布来看，盘州市不同贫困维度的行政

村分布较为零散（图４（ａ））。在４个维度上贫困的
行政村分别分布在柏果镇南部、鸡场坪镇南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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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地彝族乡的北部。对不同贫困程度的贫困村进行

图４　盘州市不同贫困维度行政村空间分布及冷热点分析；不同贫困维度贫困村分布（ａ）；
不同贫困维度贫困村冷热点分析（ｂ）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ｔｓｐ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ｏ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ｏｔｓｐｏｔｉｎｐｏｏ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ｂ）

表４　盘州市贫困类型划分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ｙｐｅｓ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类型名称 涉及行政村／个数 脆弱贫困组合 扶贫措施

自然条件缺乏型 ７３ Ｎ、Ｇ、ＮＧ 环境治理与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

经济基础缺乏型 ７７ Ｅ 集体产业发展＋产业现代化＋劳动力培训

人力资本缺乏型 ３７ Ｈ 劳动力培训＋社会保障＋医疗

自然经济兼缺型 ７１ ＮＥ、ＧＥ、ＮＧＥ 环境治理与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

自然人力兼缺型 １１ ＮＨ、ＧＨ、ＮＧＨ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劳动力培训

经济人力兼缺型 ６３ ＥＨ 产业扶持＋劳动力培训

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 ３９ ＮＥＨ、ＧＥＨ、ＮＧＥＨ 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易地扶贫

发展友好型 １０３ — 环境保护

冷热点分析，发现贫困维度的热点区集中在盘州市

北部的乌蒙镇与坪地彝族乡交界处、柏果镇、鸡场坪

镇北部、淤泥乡北部、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以及

竹海镇东南部。冷点区零散分布在亦资街道办事处

北部、两河街道办事处南部、丹霞镇东部、石桥镇与

民主镇交界处和大山镇中部。

!"+

　贫困类型分析
在各单维度的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村的脆弱

维度进行组合。鉴于划分目的是实施更有针对性的

扶贫政策以提高扶贫效率，对脆弱维度组合类型进

行了归并 （表４）。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及扶贫措
施对经济状况改善的有效性，将盘州市多维贫困类

型分为自然条件缺乏型、经济基础缺乏型、人力资本

缺乏型、自然经济兼缺型、自然人力兼缺型、经济人

力兼缺型、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和发展友好型。盘

州市各贫困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如图５。结合
精准扶贫的大政方针和研究区实际情况，从石漠化

４４４ 山　地　学　报 ３７卷



图５　盘州市不同贫困类型行政村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ｙｐ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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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

面为不同类型行政村制定帮扶措施（表４）。
自然条件缺乏型。主要是由于区域地理位置偏

远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贫困。盘州市共有７３
个行政村属于该种贫困类型，该类型行政村主要分

布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分区上，且交通通达性较弱。

为提高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该区域

发展应注重环境保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发展的行政村，建议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

经济基础缺乏型。盘州市共有７７个行政村属
于经济基础缺乏型，主要零星分布在盘州市境内。

该类型行政村应加强村集体产业发展，促进区域产

业现代化；加强劳动力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

人力资本缺乏型。盘州市共有３７个行政村属
于该种类型，双凤镇分布较为集中。该类型区域应

加强医疗建设和社会保障，同时加大劳动力培训力

度，提高劳动力素质。

自然经济兼缺型。盘州市共有７１个行政村属
于该类型，主要零散分布在盘州市境内。该种类型

行政村土壤侵蚀和石漠化面积比重较大，且收入较

低。该区域发展应以生态为先，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发展经济，加强石漠化的综合防治与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

自然人力兼缺型。盘州市共有１１个行政村属
于该类型，普田回族乡西南部分布较为集中。该类

型行政村路网密度较低且生态红线面积较大。区域

发展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和劳动力培训。

经济人力兼缺型。该类型行政村有６３个，插花
式分布在盘州市的各个乡镇。该类型贫困村自然条

件较好，经济发展的限制较小，区域人力资源培养及

推进产业扶贫是该区域发展的方向。

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该类型行政村共有３９
个，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北部和石漠化较为严重

的部分区域。石漠化综合防治依旧是区域发展的前

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后

续发展的基础。区域环境恶劣，难以在环境保护的

前提下发展的，可进行易地扶贫搬迁。

发展友好型。该类型在各维度上相对较好，占

行政村总量的３７．５５％。应促进该类型贫困人口城
镇化转移，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区域生

态经济协调发展。

４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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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通过对盘州市４７４个行政村的多维贫困识别，

对行政村致贫因素及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合行政

村实际情况和精准扶贫大政方针制定精准帮扶措

施，再经过扶贫措施的具体实施，最终实现贫困人口

全面脱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精准扶贫的

本质要求。本文从村域尺度对盘州市贫困状况和空

间分异进行了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１）从多维贫困指数分类情况来看，１５０个村处
于多维贫困状态，占行政村总个数的３１．６５％，主要
集中分布在盘州市的北部、东部以及零星分布在西

部和南部。从单维度来看，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

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上处于贫困的行政村个数分别

为１２９、１１４、２３１和１５６个。
（２）多维贫困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

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三个单维度上均未处于冷点区

的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坪地彝族乡、柏果镇、普古

彝族苗族乡以及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和竹海镇

东南部；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区域地理位置优越、经济

发展较快的县政府驻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和民主镇

与石桥镇交界处。

（３）对各行政村贫困维度进行统计，柏果镇的
清坪村、鸡场坪镇的哒啦村、坪地彝族乡的岔河村和

柏木嘎村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人力资

本４个维度上均处于贫困。在３个维度、２个维度
和１个维度上处于贫困的行政村数量分别是５３个、
１４１个和１７３个。贫困维度的热点区集中在盘州市
北部的乌蒙镇与坪地彝族乡交界处、柏果镇、鸡场坪

镇北部、淤泥乡北部、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以及

竹海镇东南部。冷点区零散分布在亦资街道办事处

北部、两河街道办事处南部、丹霞镇东部、石桥镇与

民主镇交界处和大山镇中部。

（４）对各单维度的脆弱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盘州市实际情况，将各行政村的脆弱维度组

合划分为自然条件缺乏型、经济基础缺乏型、人力资

本缺乏型、自然经济兼缺型、自然人力兼缺型、经济

人力兼缺型、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和发展友好型８
类。结合精准扶贫的大政方针和研究区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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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治理与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移民

搬迁等方面对不同类型行政村制定帮扶措施。

+"(

　讨论
本文以盘州市为例对喀斯特山区村域多维贫困

状况进行了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多维贫困空间分异规律，并对不同贫困类型

行政村进行了归并，提出相应的脱贫建议，为喀斯特

山区多维贫困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但多维贫困评

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权重的确定会对测算结果产生

影响，且不同地域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此类

误差，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贫困是世界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世界各

国的目标。结合 ＧＩＳ和多维贫困数据，创建多维贫
困地理空间数据，可以用于社会、经济和环境多目的

的贫困识别，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喀斯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当地人民的生产

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限制了区域的发展。随

着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零散

性与贫困人口脱贫的复杂性决定了“贫困陷阱”机

制研究与深度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将是下一步研究的

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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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８６（２）：２８－３６．

［２１］邹薇，方迎风．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

应”的视角［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６）：３－１５．［ＺＯＵ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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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２（６）：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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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８４（１）：１４８－１６７．

［２３］王艳慧，钱乐毅，陈烨烽，等．生态贫困视角下的贫困县多维贫

困综合度量［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２８（８）：２６７７－２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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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６］

［２４］齐文平，王艳慧，赵文吉，等．虑及生态环境的十四片区贫困县

多维贫困度量［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３７６０－３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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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３７６０－３７７２］

［２５］刘彦随，邓旭升，胡业翠．广西喀斯特山区土地石漠化与扶贫开

发探析［Ｊ］．山地学报，２００６，２４（２）：２２８－２３３．［ＬＩＵＹａｎｓ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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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２４（２）：２２８－２３３］

［２６］吕仕洪，陆树华，李先琨，等．广西平果县石漠化地区立地划分

与生态恢复试验初报［Ｊ］．中国岩溶，２００５，２４（３）：１９６－２０１．

［ＬＹＵＳｈｉｈｏｎｇ，ＬＵＳｈｕｈｕａ，ＬＩＸｉａｎｋｕｎ，ｅｔａｌ．Ｓｉｔ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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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ｉｎｇｇｕｏ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ａｎｇｘｉ［Ｊ］．Ｃａｒｓ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２４

（３）：１９６－２０１］

［２７］胡宝清，陈振宇，饶映雪．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

式探讨—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Ｊ］．山地学报，２００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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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２６（６）：６８４－６９１］

［２８］刘小丽，刘毅，任景明，等．云贵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演变态势

风险分析［Ｊ］．环境影响评价，２０１５，３７（１）：２７－３０．［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ＵＹｉ，ＲＥＮＪ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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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２０１５，

３７（１）：２７－３０］

［２９］官冬杰，苏维词．基于ＧＩＳ重庆岩溶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

［Ｊ］．中国岩溶，２００６，２５（３）：２１１－２１８．［ＧＵ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ｅ，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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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ｋａｒ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Ｊ］．Ｃａｒｓ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２５（３）：

２１１－２１８］

［３０］蒋忠诚，李先琨，曾馥平，等．岩溶峰丛山地脆弱生态系统重建

技术研究［Ｊ］．地球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２）：１５５－１６６．［Ｊ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ｋｕｎ，ＺＥＮＧＦｕ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Ｋａｒｓｔｐｅａｋ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０（２）：１５５－

１６６］

［３１］郭红艳，周金星，唐夫凯，等．西南岩溶石漠化地区贫困与反贫

困策略研究—以关岭县三家寨村为例［Ｊ］．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２０１４，２４（Ｓ１）：３２６－３２９．［ＧＵＯ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ＯＵＪｉｎｘｉｎｇ，

ＴＡＮＧＦｕｋａ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ｋａｒｓｔｒｏｃｋｙ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ｅＳａｎｊｉａｚｈａ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Ｇｕａｎｌ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２４（Ｓ１）：３２６－３２９］

［３２］廖锦成，卢珍菊，韦琪，等．新阶段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扶

贫开发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河池片区为例［Ｊ］．市场论坛，

２０１２（８）：１－４．［ＬＩＡＯ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ＬＵＺｈｅｎｊｕ，ＷＥＩＱｉ，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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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任晓冬，高新才．喀斯特环境与贫困类型划分［Ｊ］．农村经济，

２０１０（２）：５５－５８．［ＲＥＮ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ＧＡＯ Ｘｉｎｃａｉ．Ｋａｒ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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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５５－５８］

［３４］罗晓珊，蔡广鹏，韩会庆，等．喀斯特山区多维贫困度时空变化

特征分析—以毕节市为例［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１７，３５（１）：８－１４．［ＬＵＯＸｉａｏｓｈａｎ，ＣＡＩＧｕａｎｇｐ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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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３５（１）：８－１４］

［３５］李阳兵，邵景安，周国富，等．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成因的差异性

定量研究—以贵州省盘县典型石漠化地区为例［Ｊ］．地理科

学，２００７，２７（６）：７８５－７９０．［ＬＩ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ＳＨＡＯＪｉｎ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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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张珊珊，周忠发，孙小涛，等．基于坡度等级的喀斯特山区石漠

化与水土流失相关性研究—以贵州省盘县为例［Ｊ］．水土保持

学报，２０１７，３１（２）：７９－８６．［ＺＨＡＮＧ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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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１（２）：７９－８６］

［３７］左太安，刁承泰，苏维词，等．毕节试验区石漠化时空演变过程

和演变特征［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２３）：７０６７－７０７７．［ＺＵＯ

Ｔａｉａｎ，ＤＩＡＯ Ｃｈｅｎｇｔａｉ， ＳＵ Ｗｅｉｃｉ， ｅｔ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ｉ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ｉｊｉ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２３）：７０６７－７０７７］

［３８］熊康宁，陈永毕，陈浒，等．点石成金：贵州石漠化治理技术

与模式［Ｍ］．贵州：贵州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１５．［ＸＩＯＮＧ

Ｋａｎｇ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ｂｉ，ＣＨＥＮＨｕ，ｅｔ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ｏｇｏｌ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ｒｏｃｋ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ｕｉｚｈｏ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４－１５］

［３９］杨志恒，黄秋昊，李满春，等．产业扶贫视角下村域空间贫困陷

阱识别与策略分析—以湘西保靖县为例［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８，

３８（６）：８８５－８９４．［ＹＡＮＧ Ｚｈｉｈ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Ｑｉｕｈａｏ，ＬＩ

Ｍａｎ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ｐｓｉ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ｏｆＢａｏｊ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６）：８８５－８９４］

［４０］罗刚，廖和平，李涛，等．地理资本视角下村级多维贫困测度及

贫困类型划分—基于重庆市１９１９个市级贫困村调研数据［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８，３９（８）：２４４－２５４．［ＬＵＯＧａｎｇ，

ＬＩＡＯＨｅｐｉｎｇ，Ｌ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ｏｆｐｏｏ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１９１９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ｒｉｃｋｅｎ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３９（８）：２４４－２５４］

［４１］刘晓丽，班茂盛，宋吉涛，等．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转变增长方

式综合评价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北部新区为例［Ｊ］．地理科

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６（５）：６５－７６．［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ＢＡＮＭａｏｓｈｅｎｇ，

ＳＯＮＧＪ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ａｎｄ

ｕｓ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ｗｎ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ｎｅｗａｒｅａｏｆｈａｉｄｉａｎ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７，２６（５）：６５－７６］

［４２］倪九派，李萍，魏朝富，等．基于ＡＨＰ和熵权法赋权的区域土地

开发整理潜力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５）：２０２－

２０９．［ＮＩＪｉｕｐａｉ，ＬＩＰ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ａｏｆｕ，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ＨＰａｎｄ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ｍｅｔｈｏ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５（５）：２０２－２０９］

［４３］何仁伟，李光勤，刘运伟，等．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

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Ｊ］．地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７，３６（２）：１８２－１９２．［ＨＥＲｅｎｗｅｉ，ＬＩＧｕａｎｇｑｉｎ，ＬＩＵ

Ｙｕ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Ｙｉ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３６（２）：１８２－１９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ｔ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
ｉｎＫａｒ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ＡＣａｓｅ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Ｃｈａｎｇｌｉ１，２，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ｆａ１，２，ＴＡＮＷｅｉｙｉ１，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Ｋａｒ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ｆｏｒＫａｒｓｔ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Ｓｔａｔ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Ｋａｒｓｔ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ａｋａｒ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ｉｓｋｅｙｔ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ａ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ｓ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Ｇ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１．６５％ ｏｆ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ｉ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ｗｅ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
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２）Ｔｈ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ｅ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ＷｕｍｅｎｇＴｏｗｎ，
ＰｉｎｇｄｉＹｉＴｏｗｎ，ＢａｉｇｕｏＴｏｗ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ＰｕｇｕＹｉａｎｄＭｉａｏＴｏｗｎａｎｄＪｉｕｙｉｎｇＢａｉ，ＹｉａｎｄＭｉａｏＴｏｗｎ

９４４第３期 喀斯特山区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盘州市为例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ＺｈｕｈａｉＴｏｗｎ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ｄ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ｓ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ｒ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ｈａｔｗｅｒｅ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ｆｉｆｔｙｔｈｒｅ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ＷｕｗｅｎｇＴｏｗｎａｎｄＰｉｎｇｄｉＹｉＴｏｗｎ，ＢａｉｇｕｏＴｏｗ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Ｊｉ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Ｔｏｗｎａｎｄ
ＹｕｎｉＴｏｗ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ＪｉｕｙｉｎｇＢａｉ，ＹｉａｎｄＭｉａｏＴｏｗ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ＺｈｕｈａｉＴｏｗｎｉｎ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ｎ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ｔｈｅｆｒａｇｉｌ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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