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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精准扶贫，完善贫困治理机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

合印发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 ２０１５ 年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确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有 ４ 年，农村还有超过 ４３００ 万的贫困人口，今后 ４
年是中国精准扶贫的关键时期，任务重，难度大，既需要坚持精准扶贫的思想，按照既有的规划扎扎实实抓落

实，同时又需要面对新的形势，不断创新扶贫举措，从而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中国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进行了广泛地政治动员，大量财力、物力被动员起来投

入到扶贫中，形成了以建档立卡为基础，各级政府部门各负其责，自上而下压力层层传递的扶贫机制。 事实证

明，这样的机制是有效的，从 ２０１４ 年，全国每年完成减贫任务都在 １０００ 万人以上。 精准扶贫已经成为贫困地

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说扶贫、干扶贫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但是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比如尽管各级政府都被动员起来，通过任务

分解、责任到人、对口帮扶、驻村帮扶等机制，政府在扶贫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发挥了显著的扶贫效果，但是另

一方面，社会力量和贫困户参与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一些贫困人群的主体意识不强，存在被动脱贫的

现象。 一些地方为了扶持贫困户快速脱贫，采取揠苗助长的方式，实施一些短平快但缺少可持续性的项目，或

者制造一些盆景式的发展典型。 尽管各级党员干部被大量投入到扶贫第一线，但是许多人员缺少扶贫所需要

的知识和资源，有的仅仅凭着热情从事扶贫工作。 科学的精准扶贫需要大量数据支持，但是过于频繁的检查评

估造成基层干部忙于编制各种数据，甚至出现数字脱贫和纸上脱贫的现象。
上述这些问题是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所显现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化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的

思想是随着扶贫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 深化精准扶贫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不断发展。 农村贫困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表现，在精准扶贫战略确定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丰富

地方实践，将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地方实践。 在过去三年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各地出现了许

多有效的精准扶贫实践，这些实践既有经验也有问题，不管是经验或是问题，都需要理论的总结和阐述。 深化

精准扶贫理论需要在总结现有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精准扶贫的新问题。 本专栏的四篇文章针对精准扶

贫中的新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论的阐释。
黄承伟的文章系统地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扶贫攻坚的一系列论述，分析了深化精准扶贫需要处

理的六个辩证关系，即“当前与长远” “理想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 “主体与客体” “协同与动员” “绝对与相对” 。
这些辩证关系的背后反映了作为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 政府主导的扶贫策略

可以集中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政府设计的目标，但是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推动精准

扶贫中不仅需要从上而下的强化政府的执行能力，而且也需要深刻地认识贫困群体脱贫的内在规律。
万君和张琦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扶贫领域要超越外来推动和内源发展的二元对立，利用外部资源推动贫

困地区的内源发展。 由于中国政府对精准扶贫的高度关注，政府通过大量的资源投入、监测评估，形成了强有

力的外源推动，这些推动正在转化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内源发展。 深化

精准扶贫需要在扶贫领域不断创新，从而使外来的投入更好地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

高，形成内外融合的发展机制。
高飞、向德平将社会治理的概念引入到贫困治理体系中，指出由于扶贫的复杂性，精准扶贫需要形成政府、

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体系。 在作者看来，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必须是多元

的，这就需要在精准扶贫中多元主体的合作。 社会治理有助于克服精准扶贫中政府单兵作战的困难，提升贫困

群体的能力。
左停等人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扶贫攻坚中的低保兜底问题。 社会保障在精准扶贫中承担了兜底的责任，只

有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障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 文章指出，社会保障的设计需要考虑保障与开发

式扶贫的衔接，社会保障不能忽视家庭保障的作用，低保政策也需要与其他社会救助政策统筹考虑。 在实施社

会保障兜底中，不仅需要制度设计，也需要基层执行主体有能力实施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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