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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末消除贫困是我国政府向全世界

所作的庄严承诺。为了圆这个世纪脱贫梦，我

国政府付出了艰苦努力，贫困人口逐年大幅度

减少，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 5 800万，扶贫开发

至此进入了倒计时的攻坚阶段。党中央国务院

决心动员一切扶贫力量，打好这场攻坚战。前

不久，国务委员陈俊生在全国财政扶贫工作会

上对财政部门寄以重托，要求财政部门在扶贫

攻坚阶段再立新功。
对于扶贫攻坚这个世纪工程，财政部门十

分清楚它的艰巨性：5 800万贫困人口相对于 10

多年前的 2.5 亿确实减少了许多，但是解决问

题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第一，目前剩下的贫困

人口，全部是人均纯收入低于 530 元温饱线的

绝对贫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其

中有 50% 以上的人处在极端贫困状态，年人均

纯收入低于 300元。同时，全国农村还有 2 000

多万人，年均纯收入在温饱线边缘，一遇自然灾

害和经济波动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困。因此，

目前有些农村的实际贫困状况，要比统计数反

映的严重得多。第二，现有的贫困人口主要集

中分布在西南、西北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地

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地域偏远，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素

质较低。第三，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只有不到三

年的时间。要如期实现扶贫攻坚目标，今后每

年至少要解决 1 200 万至 1 400万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而近几年我们每年只解决了 550 万

人的温饱，如果按照这个进度，要最终解决

5 8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还要干 10多年，那么在

本世纪末消除贫困的目标就会落空。

这是一道世纪级的难解之题。面对困难，

财政部门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但他们更

看到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经过 10 多年的努

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基础条件已经有所改

善；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可以更加集中有效地

使用扶贫资金；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为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物质条

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联合

国的倡导下，开始关注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

贫困。因此财政部门对在本世纪末消除贫困充

满信心，他们决心在扶贫攻坚战中一试身手。
贫困问题，说到底就是资金问题。财政部

门承担扶贫攻坚任务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确保

扶贫资金的有效供应。当前各级财政都十分困

难，中央财政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巨额赤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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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日子也不好过，收不抵支的状况始

终不见好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各

级财政部门能不能按中央要求保证投入

贫困地区的资金每年都有所增加？财政

部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说，不管财

政有多困难，都一定要不断加大财政扶

贫资金投入的力度。据了解，中央财政

将从今年起每年增加 15 亿元，同时还把

中央集中的股票售表收入的全部用于扶

持国定贫困县。此外，中央财政还将继

续对贫困地区实行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以间接的方式增加扶贫资金投入。财政

部要求，各地财政部门也要不断加大扶

贫资金投入力度。首先，地方要增加预

算安排。其次中央财政已安排的扶贫专

款，“九五”时期将继续保留，并根据实际

需要和可能，适当扩大一些规模。地方

也应该这样做，并要真正落实中央确定

的地方按 30—50% 的比例与中央扶贫资

金配套。第三，要继续坚持多渠道筹措

资金，积极开辟新的资金筹集渠道，用财

政资金引导全社会增加扶贫资金投入。
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地区

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给农民脱贫致富

带来了希望。然而，资金投入并非一定

能产生很好的扶贫效益。对于这一点，

财政部门是有深刻的体会的。前几年由

于经验不足，有的地方本来扶贫资金就

非常有限，却偏要普撒甘霖，没有很好地

发挥资金的拳头效应，结果每一个扶贫

点都没有真正办成一件大事，农民始终

脱不了贫。一些地方将好不容易筹集来

的一点钱，盲目上了工业项目。由于技

术、管理跟不上，对市场缺乏深入了解，

结果项目上马之时，就成了工厂倒闭之

日。因此，财政部门除了要努力增加扶

贫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办法，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

益。为此，财政部最近向全国推荐了 12

个省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经验。
——集中使用扶贫资金。财政扶贫

资金很有限，如果使用太分散，遍地开

花，每一个县市，每一个项目都扶持，必

然形不成规模效益。正确的做法是，有

选择有步骤地对本地区最贫困的国定和

省定贫困县进行集中扶持，也就是要做

到扶真贫。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把财

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严格限定在贫困人

口集中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山脉、努鲁

尔虎山丘陵区、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
这些地区的旗县全都是国家和自治区确

定的贫困旗县，自然条件差，交通通讯闭

塞，人畜饮水困难，农牧业生产条件十分

落后。1996年，中央和自治区各级财政

投入到这些地区的支农资金和支援不发

达地区发展资金等达到 72 870万元。这

些资金的集中使用，有力地支持了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

步伐，1996 年全区脱贫人口达到了 68万

人。

——选准产业扶持重点。扶贫资金

要重点用于能直接解决农民温饱，改善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种植业、养殖

业和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这

些产业投资少，见效快，家家户户都能受

益。湖南省新化县财政部门，近几年立

足当地山水资源优势，大力支持吨粮田

建设和丘岗山地开发，有效地带动了农

民的增产增收。目前已建成吨粮田 15.1
万亩，新开发丘岗山地 4.03 万亩，累计

达 22万亩。发展集中连片、各具特色的

高标准果药基地 20 个，完成柚竹低改 5

万亩。建成了全国秸杆氨化养牛基地。
目前全县已有 12 个乡镇的 25 400 多农

户推广秸杆氨化饲料，全年秸杆饲料养

牛创产值在 1 590 万元以上，仅此一项，

户均增收 200多元。不少贫困户靠种养

起步，达到了稳定脱贫的目标，有的还成

了致富大户。
——严格扶贫项目管理。用财政扶

贫资金安排的项目，不论是有偿扶持，还

是无偿支援都要建立责任制和合同制，

实行严格的项目管理。陕西、福建、湖北

等省，对于用财政扶贫资金扶持的项目，

都坚持签订合同，明确资金用途、发展目

标、效益指标、还款时间和奖惩办法，并

由主管部门指定项目负责人，负责检查、

监督和验收工作。有的地区为加强监督

检查，还建立了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档案。
严格的项目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胡花乱

用和严重损失浪费现象。
——搞好扶贫资金协调配套。把各

方面对贫困地区投入的资金结合起来，

配套使用，集中办一些急需的项目，可以

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年，

一些省区在配套使用各项扶贫资金方

面，对某些项目的扶持以发展资金为主，

其它扶贫资金为辅；对另一些项目的扶

持，则以其它扶贫资金为主，发展资金为

辅，做到统一掌握、灵活运用。有的省区

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对口扶持，互利互

惠，既解决了贫困地区资金不足和技术

短缺的困难，又给发达地区带来了利益。
扶贫资金管理好坏，将直接关系到

使用效益的高低及扶贫攻坚任务能否顺

利完成。为此，国务院、财政部要求，在

今后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工作中，除了

要把各地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资金管

理办法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外，还必须

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要集中投放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地方财政部门的资金要与其配套使用，

并以贫困县中的贫困乡、特困村作为资

金投放和项目覆盖的目标，其他非贫困

县中的零星分散的贫困乡村和贫困户，

由地方财政安排资金扶持。第二，要切

实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及时下达，足额到

位。做到这一点，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使用财政扶贫资金的贫困县，必须

超前准备，建立项目库，及早完成当年开

发项目的立项、论证、审批等工作，一定

要做到让项目等资金，不要让资金等项

目。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努力缩短财

政扶贫资金在下达过程中停留的时间，

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一级的责任。
第三，把好扶贫资金监督关，绝不允许以

任何借口改变财政扶贫资金性质、用途

和使用范围，更不允许挪用、拖欠和占

压。发现问题要严肃处理，追究责任，触

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
看来，财政部门管好、用好扶贫资

金，完成扶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不仅要有

创造性的工作方法，还要有对工作高度

的负责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中

央国务院的希望与重托。人们期待着，

财政这个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能为

本世纪末消除贫困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

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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