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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的基本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为 了实理共同富裕，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自改革开放到2000

年底的20多年时间里，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经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经过贫困地区广大农

民群众的艰苦奋斗，除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 以及部分残疾人以

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过去的20多年里，各级财政部门 紧紧围绕国家扶贫开发的方针政策，在

筹集扶贫资金，增加投入，制定扶贫财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扶贫开发取得阶段性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据统计，1980—2001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约840多亿 元，特别是 “九五”期

间，中央财政加大 了投入力度，达到 了425亿元，平均增长13.9%。同期，地方财政也增加了扶贫投

入，五年间 累计投入150多亿元。制定的财税优惠政策如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定额补助、结算补助

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缓解了贫困地区财政困难，促进 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200 1年，国务院印发 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 1—20 10年》，提出2001—2010年扶贫开

发总的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 少数贫困人口 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 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 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

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纲要》的实施，

拉开 了新世纪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

在扶贫开发、 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解决的

难度很大；初步解决温饱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 变，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
艰巨；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生活标准还很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

生活，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奋斗过程。我们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扶
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为全国人民的

共同 富裕继续奋斗。

财政扶贫是政府扶贫开发的主要措施和手段。在新阶段，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

关于共同富裕和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按照《纲要》的总体要求，开拓创新，扎实

工作，为扶贫开发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继续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并通过政策引导，建立起多渠道、 多方式的扶贫投入机制。

按照我国的贫困线标准，目前还有3000万农村特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解决这些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纲要》

要求，把扶贫开发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同时，要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政
策引导，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家信贷资金；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加
强东西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积极利用外资，扩大贫困地区的对外交流与

合作。
二是要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当前，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是资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违纪违法问题；资金下拨晚，时效性差；贫

困 乡、村参与程度低，资金使用针对性有待提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制

度体系。通过因素法分配，规范资金分配办法，客观、 公正、公平地分配财政扶贫资金；通过建立
财政扶贫资金专户，改进资金拨付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全面推行报账制办法

和公示制度，强化财政监管职能，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保证资金专款专用。其次是推广 “参与式”

扶贫模式，激发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意识和潜能，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 生产生活 条件、提高收入水平

为核心，确定资金投向。再次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监测信息系统，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

三是积极探索把财政扶贫资金与其他支农资金的使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新路子，提高资金使用

的规模效益和整体效益。近几年来，国家提出进行西部大开发、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天保工程
等，出台了许多政策，注入了大量资金，贫困县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工程
实施要求，近期和长远结合，发展经济和生态环境改善与保护结合，制定出扶贫开发规划，实行扶

贫开发项 目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其他项 目统筹安排， 集中投入，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各级财政部门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努力开创财政扶贫工

作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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