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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除贫困与缩小地区差距

刘长茂

　　1996 年被联合国规定为“国际消除贫困

年”。贫困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普遍存在于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不同的只是在发

展中国家, 人口贫困率比较高, 贫困程度比较

大, 因而成为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难点和重

点。中国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又是

世界人口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 中国

加大反贫困斗争的力度, 尽快消除贫困, 缩小

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

地区的差距, 对于全世界消除贫困, 实现可持

续发展, 举足轻重, 意义重大。

一、贫困人口分布出现的新格局

在中国, 有三种不同口径的贫困人口。第

一种为全国贫困人口, 第二种为城镇贫困人

口, 第三种为农村贫困人口。中国贫困县, 不

仅是全国, 而且也是农村贫困人口最多最集

中, 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同时也是脱贫难

度最大的地区。中国政府从 1980 年扶贫一开

始, 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1986 年国家制

订了扶贫的贫困县标准。当时确定为国家和

省区两级政府扶持的重点贫困县为 664 个,

1988 年增加了 27 个牧区贫困县, 剔除重复,

调整为 698 个。分布在除北京、天津、上海和

江苏之外的 26 个省区。

中国贫困县的分布受地区差距影响很

大。中国地区差距的划分比较多, 与本文分析

有直接关系的有三种。(1)地区差距。由 50 年

代六大行政区演变而来的六大地区: 华北、东

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2)地带差距。由

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琼等

12 个省市区组成的东南沿海地带, 由黑、吉、

晋、内蒙古、皖、赣、豫、鄂、湘等 9 省区组成的

中部地带, 由云、贵、川、藏、陕、甘、青、宁、新

等 9 省区组成的西部地带。(3)将偏南又沿海

的广西从东部地带抽出来列入西部地带。本

文主要采用由三个经济地带形成的地区差

距。

三大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东

部地区 1985 年占 51112%,1990 年上升到

53178%,1994 年再上升到 58136%, 中西部

地区由 48188%, 下降到 46122%, 再下降到

41164%。①三大地区农村经济之间的差距更

为突出。1996 年初公布的第三届中国综合实

力百强县, 东部地区占 97 个, 中部地区仅占

3 个, 西部地区 1 个也没有。②

地区差距的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贫

困县的重新分布变化造成的。从 1986 年到

1992 年, 贫困县的布局发生了如下重要的变

化: 第一, 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在 1986 年, 东

部地区贫困县最少, 比例最低, 西部地区最

多, 比例最高。到了 1988 年和 1992 年, 东部

地区贫困县小增大减, 比例无升大降, 西部地

区有增无减, 比例小降大升。

中西部地区合计, 贫困县比重出现了明

显上升趋势, 由 74125% 上升到 75136%, 再

上升到 82126%。中西部地区贫困县在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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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 国 贫 困 县 的 分 布 变 化

时
间

地

区

1986 1988 1992

县数 (个) 比重 (% ) 县数 (个) 比重 (% ) 县数 (个) 比重 (% )

东部地区 171 25.75 172 24.64 105 17.74

中部地区 232 34.94 256 36.68 180 30.40

西部地区 261 39.31 270 38.68 307 51.86

全　　国 664 100 698 100 592 100

　　　　　资料来源: ①《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 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附表 1、2、3、4。

②《中国信息报》1994 年 6 月 1 日。

例基础上持续上升。

第二, 向山地集中。1988 年全国贫困县

按地形划分, 山地 469 个, 丘陵 138 个, 平原

91 个, 比 重 分 别 占 67119%、19177% 和

13104%。其中东部地区分别为 110 个、36

个、26 个; 中部地区分别为 148 个、74 个、34

个; 西部地区分别为 211 个、28 个、31 个。到

1992 年, 全国山地、丘陵和平原贫困县分别

为 405 个、106 个和 81 个, 各占 68141%、

17191% 和 13168%。山地贫困县比重上升了

1122 个百分点, 始终保持在高位水平上。山

地贫困县在三大地区分布的变化更加显著,

西部地区山地贫困县由 211 个增加到 247

个, 比重由 44199% 上升到 60199%。
　　 　　　表 21988 ～ 1992 年全国三大地区贫困县按地形增减情况 单位: 个　　

地区
增　　加 减　　少 增减相抵 (+- )

山地 丘陵 平原 合计 山地 丘陵 平原 合计 山地 丘陵 平原 合计

东部 5 4 8 17 49 23 12 84 -44 -19 -4 -67

中部 13 13 10 36 69 33 10 112 -56 -20 0 -76

西部 68 13 1 82 32 6 7 45 36 7 -6 37

全国 86 30 19 135 150 62 29 241 -64 -32 -10 -106

　　　　资料来源: ①《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 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附表 1、2、3、4;

②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

③《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651～ 667 页;

④《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88) ,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04～ 315 页。

　　经过增减变化,1992 年山地、丘陵和平

原贫困县, 东部地区分别为 66 个、17 个和 22

个, 中部地区分别为 92 个、54 个和 34 个, 西

部地区分别为 247 个、35 个和 25 个。1988 年

东部地区山地贫困县最少, 比重最小, 到

1992 年增加得最少, 减少得最多。贫困县向

山地集中, 实际上是山地贫困县由东部地区

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结果。

第三, 向地方病地区集中。1986 年国家

确定贫困县名单之后曾对其中 109 个县进行

调 查, 有 主 要 地 方 病 的 县 达 94 个, 占

86124%。③1992 年以后对国务院公布的 592

个贫困县的统计, 有一种以上地方病的县达

到 581 个, 占 98114%, 提高了 1119 个百分

点。④全国贫困县向地方病地区集中的趋势

非常明显。

第四, 向干旱地区集中。1988 年位于干

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贫困县, 全国共 171 个, 占

全国贫困县总数的 24150%, 主要集中在西

北和华北地区。到 1992 年, 干旱和半干旱地

区的贫困县增加 19 个, 减少 31 个, 增减相抵

之后为 159 个, 绝对数减少了, 但比重上升到

26186%。上升了 2136 个百分点。⑤

第五, 向少数民族地区集中。1988 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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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共 244 个, 占全国

贫困县的 34196%。到 1992 年, 少数民族地

区的贫困县增加 66 个, 减少 68 个, 减少的幅

度大大低于全国贫困县减少的幅度, 从而使

其比重上升到 40188%, 上升了 5192 个百分

点, ⑥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现象。

从 1986 年以后, 我国贫困县的分布格局

出现了向中西部地区移动的现象, 这并不是

偶然的, 因为我国的高山高原、干旱半干旱、

地方病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中西

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所占比重更高

于贫困县所占比重。1993～ 1994 年全国农村

脱贫人口为 1000 万人, 其中东、中、西地区

分别占 40%、38% 和 22%。⑦贫困县最多的西

部地区, 脱贫人口最少, 贫困县最少的东部地

区, 脱贫人口最多。1994 年全国农村人口贫

困线为 440 元, 人均年收入在 400 元以下的

贫困人口, 中西部地区占到 90%。⑧1996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载文说, 中西部地区农村

贫困人口占全国的 93%, 出现比重继续上升

的趋向。就中西部地区个别省区而言, 贫困现

象更加突出。云南省共有 123 个县 (市) , 其中

贫困县 1988 年达 41 个, 占 33133%, 到 1992

年增加到 73 个, 比重上升到 59135%。陕西

省农村共有 312 万个村, 现在仍有 1 万个村

尚未脱贫, 贫困村比例高达 1ö3。⑨

中国三大地区, 从总体上看, 东南沿海地

区为发达地区、富裕地区, 西部地区为欠发达

地区、贫困地区。但就每个省区, 特别是每个

县 (市) 来看, 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水平较低的

省区和贫困县; 欠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水平较

高的省区和县 (市)。1994 年, 新疆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也高

于东部地区的广西和河北。

二、致贫因素的重新组合

我国的地区差距及其不断扩大, 主要是

由贫困县的分布及其变化造成的。那么, 贫困

县的分布及其变化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

呢?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的地理、历史、社会和

人口等条件千差万别, 各不相同。因此, 有些

贫困县的致贫原因是相同或相似的, 有些则

是相反的。若把全国贫困县的致贫因素进行

分析和归纳, 大体上有十二类 36 种。而每一

种致贫困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作用的强

度又在不断的变化, 从而出现了致贫因素重

新组合的现象。

第一类“三山”: 高山、深山和石山。工农

业生产, 特别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自然条件,

山地不如丘陵, 丘陵不如平原; 在山地地区, 高

山地区不如低山地区, 深山地区不如浅山地

区, 石山地区不如土山地区。到 1992 年, 低

山、浅山和土山地区贫困县增加的少、减少的

多; 相反, 高山、深山和石山地区贫困县增加的

多、减少的少。在全国增加的 86 个山地贫困县

中, 云贵两省就占 42 个, 将近一半。因为这两

个省不仅是我国山地县比例最高的省区, 而且

是我国石山地区贫困县最集中的省区。

第二类“三旱”: 干旱、半干旱和季节旱。

全国受旱面积,50 年代 2 亿亩,60 年代 3 亿

亩,90 年代 4 亿亩,1994 年达到 415 亿亩。βκ

因旱致贫返贫在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

北部较为普遍。但在一些湿润和半湿润地区,

频繁而持久的季节旱 (春旱、夏旱、秋旱和冬

旱) , 常常成为一些地方返贫容易脱贫难的重

要因素。随着全国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

进展, 一些地方的气候得到调节, 雨量有所增

加, 蒸发量有所减少。再加上沿黄河流域引黄

杨黄工程的建设和继续增加,“三旱”在致贫

中的作用有所减弱。

第三类“三沙”: 沙漠、沙化和风沙。全国

沙漠和沙化土地面积为 15313 万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全国每年有

400 万公顷耕地,500 万公顷草场处在沙漠化

的威胁之中, 从西北, 经华北, 到东北的 11 个

省区中, 有一条长达 5000 多公里的风沙线,

使 1ö3 的国土及其生活在其中的群众身受其

害。βλ全国有 60% 的贫困县就在这里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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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第四类“三土”: 黄土、红土、和盐碱土。分

别位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长江流域的红

土丘陵和黄淮海平原的低洼盐碱土地区, 是

我国贫困县最多的三大地区。黄土质地疏松,

红土易于风化, 因而导致水土严重流失, 使许

多县成为贫困县。黄淮海平原低洼地区的地

下盐碱成份遇春旱容易蒸发到地层表面, 解

放前不少地方就有“春天白茫茫, 夏天水汪

汪, 秋天泥沙场, 冬天去逃荒”的历史。解放后

经过长期的防涝治碱工作, 旧貌虽有较大的

改变, 但在一些贫困县所在的地方, 依然是个

不稳定的农业低产地区。

第五类“三病”: 地方病、大病和污染类疾

病。我国广大农村是医疗卫生战线上最薄弱

的环节, 许多地方病难以预防, 全国 4ö5 以上

的贫困县与地方病有直接联系。在一些非地

方病地区, 大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因大病长期

治疗, 特别是住院治疗而致贫返贫的人数达

到贫困户的 60% 以上。βµ由于环境污染而引

起的疾病, 虽然不是致贫的初始原因, 但在一

些贫困地区因不合理、不科学的采矿建厂, 特

别是一些高污染的小工厂, 使环境污染日趋

严重, 有关的疾病成倍增加。我国西部地区大

城市重庆市, 因大气污染严重使呼吸系统疾

病死亡人数由 1983 年的第 4 位上升到 1993

年的第 1 位。βν据一项综合调查研究表明,90

年代初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

1000 亿元, 其中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占

46%,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占 3215%。βο到

本世纪末, 预防和医治污染类疾病而形成的

经济负担, 日趋成为制约一些贫困户尽快脱

贫致富的重要因素。

第六类“三跑”: 跑水、跑土和跑肥。“三

跑”是对水土流失现象的一种高度概括和生

动描述。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面积最大、流

失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67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 3812%。每

年流失的土壤在 50 亿吨以上, 相当于耕作层

33 厘米厚的耕地 1750 万亩。仅黄土高原每

年因水土流失损失的氮、磷、钾就有 4000 万

吨。相当于全国每年生产的化肥总量。βπ年复

一年的水土流失, 使大量的沃土良田变成“跑

水、跑土、跑肥”的瘠薄低产田。凡是水土流失

严重的地区, 无不是贫困县集中的地区。全国

592 个贫困县, 在水土流失区的就多达 530

个, 占 89153%。

第七类“三界”: 国界、省界和陆海交界。

1988 年位于“三界”地区的贫困县共 409 个,

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 58160%。大多数“三

界”地区是各级政府历来投资最少, 行政管理

最薄弱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边界贸易的增加, 到 1992 年“三

界”贫困县减少到 308 个, 比重下降到

52103%。βθ这一趋势将会加速下去。

第八类“三路”: 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

是经济发展, 资源开发, 市场发育, 人才交流,

余缺调剂, 优势互补的基础和前提。凡是缺铁

路、少公路、无水路的地方, 大多为贫困县所

在之地。随着亚欧大陆桥、京九、南昆等一大

批铁路的建设和通车, 以及公路中的国道和

省道建设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 大大加快了

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速

度。修路, 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缩小地区差

距的必由之路。

第九类“三远”: 远离中心城市辐射区、远

离交通干线带动区和远离经济开发区。在我

国, 凡是靠近中心城市、交通干线两旁和经济

开发区周围的县 (市) , 大多为比较发达和比

较富裕的县 (市)。相反, 凡是“三远离”的县

(市) , 大多为贫困县。随着城市化和交通建设

的加快, 使大批“三远离”的贫困县逐渐变成

“三靠近”的县。

第十类“三区”: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

和边远地区。解放前, 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

重大贡献, 解放后国家建设的重点又不在这

里, 致使大批老区变成贫困县,1988 年达到

169 个, 占全国 256 个老区县的 661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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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老区建设的支

援, 使许多老区贫困县实现了脱贫。到 1992

年, 老区增加的贫困县只有 3 个, 减少的达到

63 个, 比重下降到 42158%。由于历史和地理

等方面的原因, 现在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不

平等依然存在。据国家民委的统计,1994 年

少数民族贫困县有 257 个, 占全国 647 个民

族县的 40%。农民人均收入在 400 元以下的

贫困县, 全国共有 175 个, 其中少数民族贫困

县高达 131 个, 占 74186%。βρ边远地区范围

大大超过边界地区。到 1992 年, 边界地区贫

困县比重有所下降, 但边远地区贫困县比重

仍居高不下。在“三区”中, 少数民族地区的贫

困问题较为突出, 脱贫任务任重而道远。

第十一类“三污”: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

大气污染。环境污染并不是贫困县形成的始

因, 但它越来越成为制约脱贫致富, 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进入 90 年代, 大批高污

染的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及贫困县转移,

再加上较多的山谷地形、陈旧的设备、落后的

工艺和素质较低的劳动者等原因, 很多地方

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中国大陆在卫星上先

后看不见的城市共有 3 个, 其中两个是贫困

县市, 分别为陕西省的延安市和耀县城区。

第十二类“三盲”: 文盲、科盲和法盲。70

年代及其以前, 过高的文盲比例是造成盲目

生育、盲目开垦、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和贫困

形成的主要原因。80 年代及其以后, 过高的

科盲比例则是许多贫困地区难以尽快脱贫致

富的主要因素。90 年代广大农村因法盲人口

比例过高, 成为违法捕猎、违法砍伐、违法开

垦、违法采矿、违法建厂、违法排污, 从而成为

生态失衡、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

目前, 不少贫困县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

“三盲”并存。不利的人口环境和人口因素相

互结合, 成为难以加快发展速度的特殊因素。

弄清致贫的原因, 分析落后因素的变化,

对于制订治贫致富政策和措施至关重要。只

有有的放矢, 因地因事制宜, 才能在脱贫致富

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过程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成

果。

三、牢牢抓住机遇谋大略

为消除贫困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 就必

须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地区差距是个过程, 第

一步遏制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步使差距处在

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第三步才能实现缩小

差距的目标。缩小地区差距有两种途径和办

法, 一条是减慢富裕和东部地区发展速度, 使

其处在等待和半等待状态。这是一条以牺牲

全国和发达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道路, 不能走。

另一条是利用机遇, 加快贫困和中西部地区

发展速度, 在共同发展中缩小地区差距。

加快贫困和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必要

性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1) 有利于保持全国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平衡是一条普

遍的规律, 适度的差距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

的竞争和发展; 过度的差距则会抹杀进取和

竞争, 使双方处在一种麻木状态。 (2)有利于

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 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裕

起来。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利用“差距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有利于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富裕和东部

地区的主要优势是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

贫困和中西部地区也有自己的优势, 主要是

矿产资源、林牧业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

市场资源。一方的优势, 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

对方的劣势。只有优势互补, 才能把各自的非

经济优势变成经济优势。(4)有利于消除少数

民族地区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我国大多数少

数民族的大部分人口居住贫困和中西部地

区。只有加快贫困和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和

缩小地区差距, 才能逐步消除少数民族在事

实上的不平等, 实现各民族经济同步发展, 共

同繁荣昌盛。(5)有利于巩固和建设边防。强

大的边防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保障, 也是

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

有 2 万多公里陆地边疆, 绝大部分位于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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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只有加快中西部地区及其边界贫困

县市的经济发展速度, 壮大其综合实力, 才能

为我国边防事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创造必要

的地域环境。(6)有利于富裕地区 (城镇)和东

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团结。改革开放以来, 贫困

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流动出大批劳动

力, 一方面满足了富裕地区 (城镇) 和东部地

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给这些地区造成了

许多社会问题。诸如住房和交通拥挤、食品和

水电供应紧张, 特别是偷盗、抢劫、凶杀等刑

事案件增多, 日益成为社会安定的严重威胁。

这样,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问题通过人口

流动变成了东部地区、特别是城市的社会问

题。加快贫困和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其乡镇企

业发展速度, 缩小包括城乡在内的地区差距,

才能就地转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从而

减轻流动人口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压力。

加快贫困和中西部地发展速度, 不仅是

必要的, 而且也是可能的。这些地区创造和积

累了一些加快发展所需要的某些条件。(1)建

成一批现代化工业和基础设施。50 年代苏联

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项目,60～ 70 年代的

三线建设项目, 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80

年代以后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大批现

代化的工矿企业和水火电等能源企业, 从而

使一大批新兴的工矿业城市先后形成。(2)几

十年来国家在武汉、西安、成都、兰州等大城

市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的文化教育基地和科

研设施。比如, 陕西省有各级科技专业人才

82 万人, 有 56 所大学, 近千家科研机构, 科

技开发能力仅次于北京和上海。βσ (3) 中西部

地区广大农村流动到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千千

万万流动人口, 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 学会了

务工、经商和经营管理本领, 为其经济腾飞准

备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4)十多

年来, 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 1 亿流动人口, 每

年寄回家乡的汇款总额高达 7000 亿元, βτ 受

益者绝大部分是中西部地区农村。

这就是说, 中西部地区已具备了加快发

展所需要的某些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

施。

把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变成现实性的事例

有: 一是湖北省 1994 年结束了连续 9 年低于

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历史。1995 年发展速度

高出全国平均 414 个百分点。二是安徽省

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居全国第 2 位, 工

农业总产值增幅居全国第 3 位, 地方财政收

入增幅居全国第 1 位。χκ三是江西省从 1988

年到 1992 年有 38 个县脱贫, 脱贫县之多居

全国第 1 位。湖北、安徽、江西能够办得到的,

其他中西地区的省区也有可能办到。χλ

改革开放一开始, 原先比较发达的东南

沿海地区, 牢牢抓住国家给予举办经济特区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出现了经济飞跃, 从而使

原来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加快发展的机会终于来

到了。主要是: 第一, 从 1994～ 2000 年实施的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加大对所有贫困

地区,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力度。国家出

台的扶贫攻坚计划, 带有多方面全方位的特

点。其中扶贫资金增加尤为明显,1980～ 1994

年累计 16114 亿元, 年均 10176 亿元,1995

年达到 27153 亿元,1996 年增加到 30108 亿

元, 增加的趋势不会减缓。χµ第二, 从 1995～

2000 年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总投资近 120 亿元,“工程”款项集中用

于中西部地区 590 多个国家级和部分省级贫

困县的义务教育。χν 第三, 从 1996 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明

确规定,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

基础设施项目; 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理顺资源性产品

价格, 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开发能力; 实行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

区的财政支持; 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

地区; 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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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60% 以上

要用于中西部地区等等。第四, 国务院决定在

“九五”期间再建 300 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

县。其中 90% 在中西部地区,60% 为贫困县。

机遇就是希望, 抓住机遇就是速度。贫困和中

西部地区要像东南沿海地区当年那样, 紧紧

抓住机遇不放松, 就能加快发展速度, 达到长

期以来想要达到而未达到的目的。

四、加快发展速度的对策思考

我国幅员辽阔, 各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各

省区, 在地理、历史、社会和人口等方面, 既有

许多共同的特征, 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因

此, 制定对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

发, 因地因事制宜的原则。我曾经在两篇文章

中先后提出过 11 条对策, χο 不再重复, 本文

只是根据不断变化了的情况, 再作一些必要

的补充。

第一, 加强全方位的宣传教育, 树立适应

时代发展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

导, 古今中外概没例外。我国的改革开放, 如

果没有当年不断地解放思想的宣传教育, 树

立新的时代意识, 要想取得现在如此耀煌的

成就是不可能的。所谓全方位的宣传教育, 不

是一时一地一次一方面的宣传教育, 而是多

方面、多层次、长期的宣传教育。教育的目标

不仅要树立一种意识, 而是时代不断前进所

需要的许许多多思想意识。诸如商品意识、竞

争意识、市场意识、人才意识、人均意识、法制

意识、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等等。现在

对所有贫困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广大群众来

说, 加快发展的思想前提, 仍然是通过宣传教

育, 用全新的时代意识取代千百年来形成的

小生产者的传统意识。

第二, 继往开来不间断, 建立健全完整的

扶贫体系。贫困地区要想加快脱贫步伐, 中西

部地区要想加快发展速度, 一要靠自身的努

力, 二要靠外部的协助。只有把内在的驱动力

和外在的推动力结合起来, 才能产生出一加

一大于二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 10 多年的实

践中, 经多方努力, 已经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

的扶贫形式,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扶贫工

程体系。诸如政策扶贫、资金扶贫、物资扶贫、

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卫生扶贫、社

会扶贫、人才扶贫、修路扶贫、林业扶贫等等。

这些扶贫形式对全国加快脱贫工作是绝对必

要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有些地方扶贫措施

不配套, 顾此失彼, 有效的扶贫措施往往被薄

弱环节所抵销, 形不成整体效益。比如, 有些

贫困地区根本没有医疗扶贫, 疾病的困扰使

许多扶贫举措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在扶贫

体系中, 各种扶贫方式和措施的地位及作用,

既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相齐并论的。但具

有战略意义的始终是人才扶贫和科教扶贫。

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也在于此。

第三, 从各地自然资源优势出发, 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和资源工业。自然资源包括土地、

矿产、水、气候、生物、海洋和旅游等资源。在

我国贫困县比较多的中西部地区, 土地、矿

产、水力、生物等资源拥有绝对优势, 开发潜

力极大。但各种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在

不同的地方, 土壤成分、海拨高度、经度纬度、

空气干湿度、光照积温、温度温差、雨量水利、

无霜期、风力风向等有所不同, 各种农作物对

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能力和要求。因此,

只有选择合适各地农业自然资源特点的特色

农业, 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施特色农业比生态农业更具体更具活力。

那个地方有什么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 就

在那里建立相应的采矿和初加工, 及至深加

工工业; 在蕴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地方建

立采矿及化工、建筑等企业; 在火电和水电基

地附近建立高耗能工业; 在农、林、牧、渔等产

业基地建立以农村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 在

交通发达的地方, 利用交通资源优势建立靠

近资源接近市场的加工工业。为了提高资源

利用率, 避免环境污染, 各类资源工业要按照

环境工作建设的程序、技术、工艺和管理等方

面的要求, 实施建厂和组织生产。只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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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并取得生态

环境效益。

第四, 尽快地减轻农村收费负担。为加快

发展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我国中西部, 特别

是其中的贫困地区, 市镇发育水平比较低, 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举足轻重。我国改革开

放是从农村开始的。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全

国各地农村负担很轻, 东部地区农村就是在

这种有利的社会环境下, 使农业和乡镇企业

实现了腾飞, 从而使与中西部农村的差距越

拉越大。现在有两类收费使农村不堪重负, 一

类是农民负担过重。近几年来中央采取一系

列整治措施, 取得较好成效。但一些地方乱收

费现象时有反弹。湖北省荆沙市从去年秋季

以来, 在 10 个县 (市、区)中, 纠正不合理合同

12 万件, 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 8440 万元,

每县农民平均减轻负担 844 万元。χπ中西部

地区其他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此类现象。另

一类是乡镇企业负担过重。据农业部门调查

统计, 目前有工商、公安等 60 多个部门和单

位向乡镇企业收费, 种类达 2042 页, 其中不

合理负担达 4614%。χθ超范围、超标准以及重

复收费, 是一种行政自杀行为, 后患无穷, 危

害极大。只有坚决消除农民和乡镇企业不合

理的负担, 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才有可能。

第五, 实施扫盲工程, 为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创造必须的人才条件。扫除文盲、科盲和法

盲, 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技和法律法规知识

水平, 不仅是当务之急, 而且是长远之计。在

实施扫盲工程过程中, 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三教统筹”; 要处理好扫除“三

盲”的关系, 要把扫除文盲作为基础, 把扫除

科盲和法盲作为重点; 要实行“三扫结合”, 把

实用技术知识和普及法律知识作为扫除文盲

的基本内容。用什么学什么, 学用一致, 深入

浅出, 步步提高, 一举三得。提高劳动人口和

生育人口的素质, 是控制人口数量, 调整人口

结构的基本途径。良好的人口环境是加快脱

贫致富步伐、缩小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和东西

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

总之,“九五”时期, 既是我国消除贫困的

关键时期, 又是缩小地区差距难得的机遇。机

不可失, 时不我待。抓住机遇, 抓紧关键, 基本

消除农村贫困和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就能达

到。各种差距一旦缩小到合理的程度, 社会主

义共同富裕的期望就会变成现实。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1 和 1995 年

计算。

②《钱江晚报》1996 年 2 月 13 日。

③《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 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5 页。

④《人民日报》1995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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