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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绝对贫困现象

本刊记者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

严峻挑战之一。目前，世界上仍有超

过 10 亿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每人

每天 1美元标准之下，大约 8亿人处

于食物不安全状态，或者因为食不果

腹而不能正常劳动、健康生活。
贫困同样是困扰我国的主要问

题之一。据统计，截至 2006年，我国

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

仍有 2148万，已解决温饱但发展水

平仍然很低的低收入人口有 3550万，

两者合计占到农村总人口的 6 % ，西

部地区甚至高达 13.7%。
党和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

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要最终实现十七大确定

的 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

目标，仍旧任重道远。

“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

茨 在 2005年 10月访 华时 说 ：“ 自

1980 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

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 75% ——这

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

就举世瞩目。”

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的存

在是客观现实，关键是要找到一条消

除贫困的道路。为此，我国政府提出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全

面发展”的开发式扶贫为主的道路。

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提供的

《中国发展报告 2007：在发展中消

除贫困》指出，过去近 30年，我国农

村贫困人口已从 1978年的 2.5亿减

少到目前的 2000多万，贫困发生率

从 31% 下降到 2.5 % ，按照相同的贫

困标准，1981年我国的贫困发生率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23.4% ，而到了

2001年，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4.5% 。

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扶贫开发

工作的成效尤其显著。最突出的是减

贫速度明显加快。2001-2003年，全

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103

万，低收入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198万；

2004-2006 年，又分别年均减少 250

万和 689万，减贫速度后三年明显快

于前三年。
此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农民纯收入显著增加，从 2001年的

1277元 增 加 到 2006 年 的 1928元，

年均递增 8.6% ；2003-2006 年，重

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增幅

在 6% 以上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

时，贫困县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高，

重点县中一些能源大县、旅游大县和

农业结构成功调整的县出现了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

我国 扶 贫开发的成就不 仅得

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而且获得了国

际上的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按

照 1美元贫困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

自 1990 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

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在 2004 年

全球扶贫大会上，世行副行长弗朗

妮·莱奥捷表示，世行之所以选择

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主要是因为

在过去 20多年里中国为全球减贫事

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扶贫”格局正在形成

在近期召开的扶贫开发形势和

政策研讨会上，范小建介绍，十六大

以来，党中央制定了“多予、少取、放

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

村”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

政策。各行各业、社会各界更加关注

贫困地区、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在

以往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和专项

扶贫计划推动的基础上，一个“大扶

贫”的格局正在形成。
财政投入仍是扶贫投入的主体。

2001 - 2007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含以工代赈资金）从 100亿元增加

到 144亿元，累计投入 853亿元。与

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
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充分利

用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资源整合

方面创造了不少经验。广西壮族自治

区 2003年初至 2005 年 8月，集中 10

多个部门的 22亿元无偿投入，在河

池地区东兰、巴马、凤山三县实施特

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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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

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极大

地缓解了贫困状况，带动了当地经济

社会的整体发展。2007年，又在都

安、大化、马山、隆安、天等等五个县

实施了第二批大石山区基础设施建

设大会战，投入资金 16.5亿元。

此外，参与社会扶贫的非政府

组织、国际机构越来越多，社会扶贫

的作用开始显现。据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李周估计，

“八七扶贫攻坚”期间，非政府组织

扶贫投入 167亿元，外资扶贫投入

192.7亿元 ；“十五”期间，非政府组

织扶贫投入 184.5亿元，比“八七扶

贫攻坚”期间高出 10% ，外资扶贫投

入 116亿元 ；“十五”期间，平均每年

接受国际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约

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在“大扶贫”格局下，各地全力推

进重点工作。一是在 5.7万个贫困村

实施了整村推进，全面促进了贫困地

区的新农村建设。二是实施“雨露计

划”提高劳动力素质。2001年以来，

对贫困地区 240多万劳动力进行了务

工技能培训，其中 90 % 实现非农就

业。三是将产业化扶贫与整村推进、

连片开发、科技扶贫相结合，带动贫

困农户增收。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南

部山区的马铃薯和贵州省晴隆县的

草畜产业在当地农民收入中都占到

30 % 左右。四是扶贫移民改变生存

环境。山西省石楼县自 2004年以来，

从扶贫移民项目入手，整合 20 个涉

农部门资金总计 1.6亿元，完成了 19

个村、1969户、9500人的移民安置，

改善了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初步建设

了种养业基地，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

问题奠定了基础。

同时，各地不断完善扶贫开发工

作机制。一是逐步完善瞄准机制。通

过实施整村推进，将扶贫开发工作

重心从县下沉到村，覆盖了80 % 以上

的贫困人口；通过贫困农户建档立

卡，摸清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底数。二

是改进扶贫资金管理体制。自2002

年开始，逐步推广了扶贫资金的公

示、公告和报账制，扶贫资金的使用

效果进一步提高。三是探索解决贫

困农户贷款困难的多种途径。2004

年开始实行下放贴息权限、“奖补资

金”等试点工作，2006年开始利用财

政扶贫资金开展贫困村村级互助资

金试点，取得明显成效。

扶贫开发任重道远

由于历史及客观原因，要实现党

的十七大提出的 2020 年“绝对贫困

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扶贫开发任

务仍很艰巨。为此，扶贫部门确定了

近远期目标：到 2010 年，解决和巩

固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同时要把缩

小差距和构建和谐社会放到更重要

的位置；到 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现象，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

满足贫困群众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

务的基本需求，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使贫困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持续高于全国农

民的平均水平，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

行路、饮水、用电、就学、就医等基

本民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在近期

召开的扶贫开发形势和政策研讨会

上，专家们就实现上述目标进行了广

泛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第一，要合理提高贫困线标准。
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指出 ：“贫困的

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

状态，更意味着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走上发展的阶梯，开始能够享受到

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与希望。”为此，

《中国发展报告 2007：在发展中消

除贫困》提出了“

发展贫困线”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所需

要的收入，也包括社会平均水平的教

育、医疗保障所需要的支付能力。

第二，要大幅度增加扶贫开发投

入。扶贫工作属于公共服务，是公共

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中央财政要继

续增加资金投入，在重点支持整村推

进、劳动力转移和产业开发的同时，

要进一步加大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

的扶持力度。地方各级财政，尤其是

省级财政的扶贫投入也要随着本级

财力的增强而逐年增加。
第三，要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

整合的关键环节在县级，重点县要把

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与

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与现代农业

建设有机结合。

第四，要创新扶贫开发方式。要

调整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至少在贫

困县可将目前由不同部门实施的就

业培训和农业产业化的资金和项目

整合起来。同时，设计并实施“小农

支持计划”。针对具有劳动能力但既

没有一人从事稳定的非农就业也没

有成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

设计可使他们受益的金融、技术、信

息服务、家计管理、组织支持和财政

资金支持政策，帮助这类小农将小而

全的低效农户经济转变为小而较专

的高效农户经济。此外，建立公共项

目和公共政策的贫困影响评价制度，

确保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的实施不

损害贫困人口的利益或者能够获得

必要的补偿。

第五，要努力满足贫困农户和贫

困地区信贷需求。全面改革扶贫贴

息贷款管理体制，将扶贫贷款和贴

息资金直接管理权限下放到省；在

中西部地区扩大乡村银行试点范围，

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贫困

地区成立贷款公司；积极探索贫困

地区农业保险的方式和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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