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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  浙江扶贫再创佳绩

□王广兵 

浙江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省份，“七山一水两分田”的

资源禀赋使其一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艰巨的扶贫任

务。2008年实施新一轮扶贫工作以来，浙江突出理念引领，

强化改革促进，把扶贫开发融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充分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基础作用，扶贫开发取得历

史性突破。2012年浙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4552元，连

续28年蝉联全国省区之首；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

达到6260元，比上年增长18.2%，其中78.8%低收入农户家

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家庭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下

（2008—2012年浙江省扶贫标准）以下的农户全部消除，符

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全面纳入“低保”；扶贫标准

从2013年起提高至家庭人均纯收入4600元（2010年不变

价，相当于2012年5500元），属全国省区最高。

一、创新扶贫理念，正确认识新时期财政

扶贫政策本质

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省委省政府及时创新

扶贫理念。扶贫目的从“解决温饱问题、保障基本生活”转变

为“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扶贫时限从“欠发达时

期的阶段性任务”转变为“伴随现代化全过程的长期任务”。

将消除显著的收入不平等作为新时期扶贫的主要任务，并且

明确消除贫困不仅要靠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高度发达，更要靠

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优化这一工作理念。扶贫范围

从“欠发达地区特有工作”转变为“越是经济发达地方，越要

重视扶贫工作”。正确认识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财富积累，人

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相对贫

困问题越突出的规律，将消除相对贫困和显著的收入差距作

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扶贫举措从“给钱物、保生活”转

变为“强能力、优条件、健体制、促发展”，帮助扶贫对象融

入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之中，公平分享经济

发展成果。

二、创新投入机制，着力构建新型财政扶贫

政策体系

财政体制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对欠发达地区地方财
摄影  包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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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增量和税收返还收入增量上交省部分给予适当减

免；在安排分类分档激励奖补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和

工资转移支付时，享受较高档次；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对欠发达地区牺牲工业发展、维护生态环境给予合

理补偿，切实增强欠发达地区可支配财力。专项转移支

付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省财政在安排农业、教育、卫生、

社保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将欠发

达地区列入最高档次的补助范围，按规定降低欠发达地

区项目立项门槛，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欠发达地区项目。

与此同时，省财政还安排扶贫专项资金，重点支持26个

欠发达县（市、区）和黄岩区、婺城区、兰溪市相关乡镇

农户异地搬迁、低收入农户发展等。从2011年起，省财

政连续三年每年筹集专项资金，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重

点欠发达县和贫困集中区域给予特别扶持，按照“增加

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强内生功能”的总体要求，

支持扶贫开发、特色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项目建

设。各种鼓励措施大大增强了欠发达地区可用财力，促

进了欠发达地区民生等各项事业发展。2012年欠发达县

（市、区）与发达及较发达县（市、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比为1：2.36，而人均财政支出比率提高至1：1.11。

三、创新分配方法，集中整合财力

加强资金整合。按照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改革要

求，2012年首先将其中的发展资金、互助、来料加工、

小额信贷贴息资金整合为一个新的低收入农户发展资

金；2013年将其中的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下山搬迁、地

质灾害避让搬迁等各类搬迁资金整合成一个专项，扶

贫数据库建设与维护、扶贫项目管理费整合成一个专

项；计划2014年把所有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整合

成一个专项，进一步集中财力。下放立项审批权。采用

因素法和备案制的分配方法，由县根据省下达的目标

任务、扶持重点和资金额度，自主安排具体项目，充分

调动基层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市县统筹自主发展能力，

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强化绩效导向。建立财

政支农资金和项目管理责任制，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

和农口部门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职责划分，为绩效

结果应用于资金分配提供制度保障。2013年，将2012

年扶贫资金检查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作为对相关市县

扶贫资金分配的依据，并根据检查结果和整改情况分

别采取约谈地方政府领导、暂停或扣减相关专项、增

加分配额度等奖惩措施。逐步加大专项资金因素法分

配中绩效因素的权重，督促省级部门全面提高专项资

金使用绩效。

四、创新扶贫政策，积极应对新形势下

出现的新问题

浙江省财政专项扶贫政策包括异地搬迁、来料加

工、产业发展、互助、贴息等多个子政策。在多年的实

践过程中，浙江省不断完善具体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新形势、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一是完善异地搬迁省补助政策。将省补助资金分

为两块，一块直接补助给农户，另一块补助安置小区基

础设施建设。将省补助标准与具体到户的补助标准分

离，省补助标准仅作为对市县补助额度计算的因素，具

体到户的补助标准由市县以省直接补助农户为最低标

准、统筹本级财政投入和其他相关资金确定。由原来的

当年下计划、当年拨付资金调整为先搬后补，即每年省

级财政按各地搬迁计划预拨资金作为项目启动资金，

搬迁完成后据实结算。

二是建立完善来料加工政策。依托义乌小商品等

专业市场，大力扶持来料加工服务组织发展，对其在专

业市场等设立服务机构场租费及必要的交通运输费、

设备购置、来料加工费进行补助，将低收入农户集中村

来料加工覆盖率作为来料加工专项资金分配的因素，

促进低收入农户就地、就近就业和增收，化解农村富余

劳动力。同时为帮助迁入农户“稳得住、富得起”，对在

异地搬迁小区、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开展来料加工业务

的经纪组织优先扶持，要求所有新建异地搬迁小区均

设立来料加工点。

五、创新管理手段，不断夯实扶贫管理

和决策的信息基础

推行扶贫项目信息化管理。2008年开发了浙江省

扶贫信息网和扶贫业务应用系统，录入271万个低收入

农户、5200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基础资料，建立异地搬

迁等项目管理数据模块，并每年更新。2010年，将异地

搬迁纳入地理信息系统第一批预算项目。2012年以来，

进一步按照数字财政和精准扶贫的要求，着力完善项

目管理，做细、做实异地搬迁规划等基础工作，优化扶

贫信息软件，力求实现动态、实时反映全省专项扶贫项

目进度、布局等信息，更为快捷、有效地为扶贫决策提

供数据支撑。

（作者为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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