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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的

实施，使我国基本摆脱了普遍贫穷的状态。然而由于

种种原因，我国至今尚有 6 500 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

态，我们要在本世纪末短短的几年时间基本上消除贫

困，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在反贫困斗争中，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扶贫开发会议精神，努力做好财政扶贫攻坚工作，

不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抓紧抓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

用管理，协调配套各种扶贫资金发挥整体效益，把扶贫

资金使用到最需要的贫困地区、最需要的贫困人口和

最需要的扶贫项目，努力改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教

育卫生落后状况，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集

中力量发展能够确实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

殖业和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实实在在地为

贫困地区的群众办实事，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解决群众温饱问题是贫困地区一 切工作的中心，

能不能解决群众温饱问题，能不能使群众脱贫致富，首

先是地方的责任。中央要增加投入，地方特别是省地

两级也要增加投入。中央 扶贫工作 会议要求，各省

（区）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投入到国

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扶贫资金比例要达到中央投入的

30—50% ，不能达到这个投入水平的，要按比例调减中

央投入到该省（区）的扶贫资金，并将调减下来的资金

用招标的办法投入到能够达到配套比例的省（区）。中

央规定这个比例是要求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担负起

帮助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责任来。各省（区）要多

想一些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扶贫投入。在财政

部门增加安排扶贫资金预算的同时，要广泛动员各部

门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扶贫。特别要做好智力扶贫

工作，支持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参与到扶贫行列中来，

为贫困地区引进、推广先进技术，培训农业科技人员，

提高农副产品产量、质量和附加值。
“九五”期间中央财政至少将直接安排扶贫资金

422亿元，比“八五”期间增加一倍多。国家在财力十分

紧张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扶贫资金是很不容易的，一

定要管好用好。各级财政部门要重点抓好管理工作，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财政的扶贫资金要主要

投放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投入的扶

贫资金要主要投入到省（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和非贫

困县中零星分散的贫困乡村和贫困户，实实在在地把

扶贫资金使用到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改善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基本方面，将扶贫资金的

管理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逐步建立健全

会计核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跟踪问效和检查监督制

度，促使扶贫资金的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轨道，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从 1996 年起，中央财政在完善“过渡期转移支付制

度”的过程中，继续对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予以倾斜，

并将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各

省（区）财政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中央转移支付

制度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为贫

困地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增强扶贫工作的

后劲，实现贫困地区群众的稳定脱贫。
我国消除贫困的成功实践已经表明，我们有能力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公平、合理、有效地分配使用

社会财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确信同样有

能力在本世纪末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打好扶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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