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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军需粮草” 助力减贫四十年
       ——中央财政积极支持扶贫开发事业

财政部农业司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

族孜孜以求的梦想。1978年12月，中

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

光辉历程。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类

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全国人民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

上的辉煌篇章。40年来，中央财政通

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支持政策、不

断加大投入、加强资金监管，为扶贫

开发事业提供了充足的“军需粮草”，

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中央财政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历史

成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在扶贫开发的各个历史阶段制

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据此，中央

财政支持扶贫开发事业可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

（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80

年，中央财政建立“支援经济不发达

地区发展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业、

乡镇企业、基础设施等事业的发展。

1982年，我国启动实施“三西”专项

扶贫计划，中央财政设立“三西”农

业建设补助资金，拉开有组织、有计

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8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帮助

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放

宽贫困地区生产经营政策，减免农业

税、所得税，进一步减轻农民和企业

负担。1994年，国务院印发了《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力争

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央财政增加

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各

10亿元的年支出规模，并提出随着财

力的增长继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通

过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由

1985年的6.61亿人降到2000年的4.62

亿人（脱贫约2亿人），贫困发生率由

78.3%降至49.8%。

（二）第一个扶贫开发十年纲要时

期。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实

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年）》，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为首要目标，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提出产业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科技扶贫、劳务输出、

移民搬迁等政策。财政逐年增加扶贫

开发投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

付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管理。2001—

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扶贫

资金1440多亿元，年均增长9.4%。通

过十年的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由

2000年的4.62亿人降到2010年的1.66

亿人（脱贫约3亿人），贫困发生率由

49.8%降至17.2%。

（三）第二个扶贫开发十年纲

要的前5年。2011年，党中央、国务

院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明确扶贫开发总

体目标——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并确定了

“11+3”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央财政继

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和对贫困地区的

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

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对

贫困地区进口的自用设备免征关税，

税前扣除企业扶贫捐赠，加大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取消贫困地

区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

通过五年的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

由2010年的1.66亿人降到2015年的

0.56亿人（脱贫约1.1亿人），贫困发

生率由17.2%降至5.7%。

（四）脱贫攻坚期。2015年11月，

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印发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

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

重要会议、重要时点反复强调脱贫攻

坚，就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新决策

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形成了关于扶贫工作的系列重要论

述，确立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

本方略。三年来，中央财政加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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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投入力度，支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一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大

幅度增长。2015—2018年中央财政

累计安排补助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3044亿元，实现连续四年每年新

增200亿元，从2015年的461亿元增

加到2018年的1061亿元，年均增幅

达到32.03%。二是加大扶贫相关专

项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十三五”时期

拟安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00亿元

用于脱贫攻坚，较“十二五”时期增

长91%，其中2016—2018年已安排

53亿元。同时，引导有助于脱贫的农

业、教育、医疗、交通、生态等各类专

项转移支付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

斜，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弥补脱贫短

板。三是督促地方优化债务资金支出

结构支持脱贫攻坚。2016—2017年，

要求地方每年安排不低于600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资金用于支持脱贫攻坚，

重点用于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明确地方政府债务规模1090.8

亿元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其中支持易

地扶贫搬迁890.8亿元，支持“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200亿元。

四是支持攻克深度贫困堡垒。2017年

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

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三个新增”

（“新增脱贫攻坚资金主要用于深度贫

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项目主要布局

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举措

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指

示，中央财政及时研究提出资金支持

方案。2018—2020年，中央财政拟在

2017年扶贫投入不减的基础上，新增

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资金2140

亿元，其中“三区三州”1050亿元。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贫困人口

由2015年的5575万人降到2017年的

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5.7%降至

3.1%，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

到2018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85%以上，贫困村退出

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50%以上，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一鼓作气打好

脱贫攻坚战

到2020年还有两年时间，打赢脱

贫攻坚战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

财政部将按照中央关于一鼓作气打

好脱贫攻坚战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切实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脱贫

攻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将支

持脱贫攻坚摆到突出重要位置，认真

履行财政脱贫攻坚职责，继续加大扶

贫投入力度，健全财政扶贫政策体系，

强化扶贫资金管理，抓好扶贫领域作

风治理，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一是切实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政策措施落地。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等重要文件。按照《财政部贯彻落实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的

实施方案》，强化对地方财政扶贫工作

的指导，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全力支持完成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二是全力以赴保障扶贫资金投

入。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的投

入保障机制，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多

渠道增加相关转移支付并加大倾斜支

持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大幅增加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增长幅度体现加

大脱贫攻坚力度的要求。加大行业扶

贫资金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力

度，重点解决影响“两不愁、三保障”

的突出问题。督促指导地方各级财政

特别是省级财政进一步加大扶贫投入

力度，共同做好脱贫攻坚投入保障。

聚焦深度贫困，优化各类财政扶贫资

金投向，重点支持“三区三州”及“三

区三州”之外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

深、脱贫难度大的其他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三是创新财政支持扶贫政策。深

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做

好扶贫领域“放管服”改革，及时修订

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评价办法中

限制统筹整合的规定，取消对贫困县

的约束性任务考核，落实整合资金增

幅保障要求，提升整合资金的脱贫成

效。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将产业发展

作为扶贫资金的优先支持方向，培育

壮大贫困地区村集体经济，推动可持

续脱贫。指导地方规范推进资产收益

扶贫，帮助贫困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发

展红利。改进帮扶方式，提高贫困群

众脱贫能力，减少简单发钱发物式帮

扶，支持贫困劳动力通过稳定就业增

收实现脱贫。

四是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继

续发挥预算编制的导向和约束作用，

严格坚守现行脱贫攻坚目标标准，督

促各地、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用好扶

贫资金，不得超范围使用、超标准建

设。推动各地、各部门强化财政扶贫

资金的绩效管理理念，落实扶贫项目

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要求，实现对扶

贫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加快推进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开发建设，加强

平台的应用推广，尽快实现对各级各

类扶贫资金的实时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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