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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困 地 区 发 展 的 特 征

及 其 反 贫 的 战 略 思 考

—以湖北省株归县为个案

辜胜阻

一个国家贫困发生率的高低是衡量其经

济发展状况的重要
“

指示器
”

世界银行认

为 中国政府为帮助其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摆

脱贫困
,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

这些努力
“

要

比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 力 成 功 得

多
。 ”

世界银行 年发展报告指出
,

中国

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

最低的国家
。

这表明 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为了探讨我国贫困

地区的发展特征及其脱贫的战略
,

笔者最近

深入湖北省贫困县柿归县进行了实地考察
。

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的水平取决于这个地区 自然环境和 自然

资源
、

人力资源
、

经济结构
、

外部关系
、

基

础设施 特别是交通 和社会发育情况
,

而

这些因素最终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素质
。

我们

依据这一思想结合实地考察
,

对贫困地区的

发展特点进行探讨
,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脱贫的战略思想
。

一
、

贫困地区发展的特征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
,

贫困地区

的经济发展具有如下七大特征

一 贫困地区的 自然条件恶劣
,

生产

条件具有严重的脆弱性
。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贫困地区 自然灾害颇繁
,

农业生

产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

例如
,

株 归 县 从

年到 年 年间
,

发生不同程度的干

早 次
,

其中大早 次
,

年 遇 年

到 年
,

全县洪涝灾害 次 此外
,

出现

破坏力较大的橄灾 次
,

风灾 次
,

坍山滑

坡多次
。

由于灾害频繁发生
,

农业生产难以

稳定 年中
,

粮食大幅度减产 年
。

颇繁

的自然灾害使农业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

例

如
,

该县柑桔 年单产 公 斤
,

年

由于干早
,

柑桔单产一下子减到 公 斤
。

贫困地区土地质量差
,

土地产出

率极低
。

株归县灌溉面积仅 万亩
,

只 占耕

地的 肠
,

早涝保收土地仅 万亩
。

耕 地

的生产力评级是 一级地 占 肠
,

二 级 地

肠
,

三级地 肠
,

四级地 帕
。

根据土壤

普查
,

全县耕地 肠缺氮
,

肠缺磷
,

肠

缺钾
。

年该县粮食亩产仅为 公 斤
,

仅为全国水平 公斤 的 呱
。

水土流失严重
,

耕地 日益减少
。

例如
,

株归县由于 山高坡陡
,

全县水土流失

面积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肠
。

据推

算全县每年推移至坡脚
、

河谷
、

江河的泥沙

达 万吨
,

仅耕地一项
,

每年流失营养物

质达 万吨以上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县共有

大中型坍山滑坡
、

岩 土 崩体 处
。

姊

归县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有三 第一
、

毁坏

森林
。

该县经历了三次大的森林破坏
。

第一

次是五十年代末期
“

大办钢铁
” ,

森林孤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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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卜
’‘ 、

、

毛啥

希‘

率由 肠下降到 肠
。

第二次是 十年内乱时

期
,

年森林覆盖率仅为 肠
。

第三次怂

年代末 年代初
,

森林很盖率进一步下降

到 肠
。

第二
,

垦复坡地
,

广种薄收的习惯

的影响
,

农民向荒山要粮
,

长期 种 挂 坡 地

全县坡地 占 帕
,

坡地耕种势必带来严

重的水土流失
。

第三
,

开矿
、

筑路
、

基建工

程
、

排洪工程
、

采石取土活动
,

引起水土流

失
。

水土流失问题 是我国山区环境问题中的

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

这一 问题的解决取决

于如何处理好
“

靠 山
”

和
“

养山
”

的关系
。

二 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低
,

人力资

源具有严重的落后性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在生理素质方面
,

贫困地区社会

封闭性致使近亲结婚一类的习惯较为普遍
,

由遗传所造成的痴呆傻人 口的比重较高
,

据

调查
,

秘归痴呆傻残人 口 占总人 口的
,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呱 的 个百分

点
。

此外
,

贫困地区由于不利的 自然条件和

饮用水条件
,

地方病和传染病的 发 病 率 较

高
。

据调查
,

株归县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患率

为 肠
。

在文化素质方面
,

由于贫困县经

济条件的限制
,

劳动人 口 的文化程度较低
。

拿畏工业企业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中
,

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帕
,

中专占 。肠
,

中

技占 肠
,

高中 占 肠
,

小学 占 肠
。

目前该县正规的学校教育还很落后
,

的小学生难以上初 中
,

的初中生难以

上高中
,

全县教育战线还有危房 。。。多平方

米
。

在技术素质方面
,

劳动者的技术
·

水平低
。

根据 年的资源普 查
,

在 全 县
、

玛 个劳动力中
,

农村农技 员
、

养 殖 能

手
、

能工巧匠等各类农业技术人员仅有

人
,

只占 肠‘ 全县 肠以上的工业企业固

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未经过职业培训
。

有人

将这种状况称 为 干部
“

农 村 型
” ,

几人
“

农民型
” 。

在心理素质方面
,

与商品经济相

联系的时间观念
、

效率观念
、

价值观念
、

经

商观念极差
,

仍然受传统观念的驱动
。

这种

传统观念的具体表现是 重传统经验
,

对新

的科学技术有排他性 小富即安
,

对扩大再

生产缺乏信心和动力 害怕竞争
,

对市场变

化缺乏承受能力 着眼 目前
,

短 期 行 为 严

重 安土轻迁
, “

富在外不如穷在家
” ,

守

土观念严重
,

缺乏流动意识 信奉神灵
,

夭

命思想严重 轻视流通
,

经商意识淡薄
。

另外
,

贫困地区在劳动力素质方面的一

个严重 问题是人才外流 问题
。

根据第四次人

口普查
,

称归县有常住 户 口 已外出一年以上

的人 口有 人
,

占全县人 口的 肠
,

是

全地区平均水平 。肠 的 倍
。

从

年至 。年 月
,

全县调出技术人员 名
,

调进 不含大
、

中专生分配 名
。

年

以前从大专院校分配到株归的大专以上人员

名
,

已调 出 名 一 年共分配这

类人员 人
,

调走 人 一 年共分

配 人
,

已调走 人
。

由此可见
,

株归县的

人才流失不仅表现在农村能工巧匠之类的能

人的流失
,

而且还表现为高级人才的流失
。

造

成贫困地区的人才流失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

为以下几条 由于交通不便
,

山区知

识分子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

不仅就医难
,

而

且行路难
,

买菜难 由于贫困地区财

力有限
,

知识分子学习
、

考察
、

进 修 机 会

少
,

业务很难提高 由于财力有限
,

知识分子的许多福利待遇条件极差
,

有一些

教师还住在危房之中 由于就业门路

窄
,

加上按
“

内部消化
”

的办法安置就业
,

带来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子女就业难
,

例如

教育系统 岁以下的待业青年就有 人 之

多
,

知识分子子女待业形成了一 股 强 大 的
“

离心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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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
知 识人才外流不仅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

中的
“

半青英
”

部分流失
,

而且使贫困地区知

识人才形成了一种眼光向外的倾向
,

不安心

本职工作
。

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 状 况 称 作
“

头脑
”

外流和
“

身体
”

外流
,

眼光向外的

人是所谓
“

头脑
”

外流
,

而实际外流的则是
“

身体
”

外流
。

三 贫困地区基本上是农耕社会
,

经

济结构具有极大的传统性
。

这表现在三个方

面

在产业结构方面
,

第一产业的比

重大
。

种归县第一产业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

年为 帕
,

比当年全国农村第一产业平

均构成 肠 高 个百分点 而工业 比重

仅为 ”肠
,

比全国农村工业 比重 肠 低

了 个百分点

在就业结构方面
,

非农产业的比

重小
,

而且在非农产业内部
,

工 业 的 比 重

更小
。

据统计
,

株归县第一产业的劳动比重占
。肠

,

第二产业只 占 肠
,

第三产业 占 笼

全国农村这三大比重分 别 为 肠
,

肠
,

肠
。

在人口地域分布方面
,

人 口城镇

化水平低
。

根据第四次人 口普查
,

林归县城

镇人 口为 人
,

占全体人 口的 肠
。

总之
,

贫困地区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突出

特点是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低
,

这种经

济结构使贫困县很难摆脱
“

民穷县穷
”

的双

贫局面
。

中国的国情是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

率相对高
,

即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对高于社会

平均劳动生产率
。

所谓
“

无工不富
”

正是这

种情况的反映
,

要使贫困县摆脱财政难以 自

给的状况
,

必须发展工业
。

我们应该看到
,

过去中央和省在贫困地

区的投资项目太少
,

这可能是出于经济效益

的考虑
,

因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其边

际产出可能较低
。

例如
,

我们所调查的称归

县至今没有一家省
、

地工业企亚
,

更谈不上

中央工业企业
。

国家的这种投资倾向是造成

贫困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
。

四 贫困地区在外部经济关系上处于

不利地位
,

具有极大的依附性
。

这种依附性

表现在四个方面

贫困地区的财政信贷不能 自立

称归县从 年到 年 年中
,

累计财政

补贴为 亿元
,

平均每年 万元
,

比县财

政收入高 肠
。

年至 年期 ’的财

政平均自给率在 肠一 帕之间
。

县工商银

行
、

农业银行
、

建设银行三行在 年底信

贷资金缺 口 万元
,

到 年 月增 加 到

万元
,

银行应付 日常运行都有困难
。

贫困地区的粮食不能 自给
。

株归

县从 一 年期间
,

平均每年从外地调

进粮食 万公斤
。

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需要输入
。

由于株归工业极不发达
,

农用

生产资料和工业用品的 自给程度极低
。

贫困地区输出的产品主要是初级

产品
。

在工业产品和初级产品存在着剪刀差

的情况下
,

城市会通过无形的价格机制从贫

困地区
“

抽血
” 。

五 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条件落后
,

具

有极大的社会封闭性
。

交通闭塞
。

柿归 年公路通车

公里
,

而晴雨通车的只 占 肠
,

半数 以

上的村组不通车
。

由于交通闭塞
,

许多农副

产品的运输主要靠人力 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为每千人 公里
。

而晴雨通车的平均 里 程

为每千人 。 公里
。

通讯落后
。

株归 目前有 肠的村

不通电话
,

肠的村不通广播
,

半数以上的

村 不 通 电
。

电 视普及率极低
,

即便有电视

机
,

由于经常停电
,

使用率也很低
。

全县每

千人电话机为 部

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必然结果是 ①信息

闭塞
。

许多乡镇特别是深山区的乡镇
,

由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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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闭塞
,

乡镇非农产业很难发展
。

株归县

发达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江
、

沿主干公

路两旁
。

②人 口流动性低
。

根据第四次人 口

普查
,

株归县人 口流入率为 筋
,

是全地区

平均水平 汤 的 肠
,

而且这些流入人

口主要集中在沿江集镇
。

③商品流通性低
。

株归县全县除少数几个乡镇能到集上买到蔬

菜外
,

大部分乡镇机关所在地都无菜买
,

非

农职工要吃蔬菜除向周围农民要一点外
,

相

当部分要从相距几十里的县城买 回去
。

④商

品经济观念更新程度低
。

在这种 封 闭 条 件

下
,

农民小富即安
,

缺乏竞争意识和价值观

念
。

六 贫困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低
,

社会

发育程度具有低极性
。

贫困地区社会发育程

度低主要表现在

市场发育程度低
。

从商品市场来

看
,

作为山区的株归县每千人有商业
、

饮食

业
、

服务业人员 人
,

是平原县 人 的

呱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元
,

是平

原县 元 的
。

从金融市场来看
,

称

归人均居民储蓄 元
,

是平原县 元

的 肠
。

社会性基础设施落后
。

这主要表

现为人均教育设施
、

人均卫生设施
、

人均文

侈娱乐设施
、

人均交通通讯设施
、

人均科技

设施水平低
,

使物流
、

人流
、

信息流缺乏畅

通的载休
。

人际交往渠道不畅
。

例如
,

由于

社会封闭性的影响
,

柿归 山区特别是深 山区

通婚范围狭窄和通婚媒介渠道单一
,

造成大

量的近亲结婚
,

给人 口生理素质带来极为不

利的影响
。

生活极不方便
。

株归县由于 呱

的人 口居住高山
、

半高山
,

不仅人们的生产

活动受到限制
,

而且生活也极不方便 目前

全县有 万人饮水有困难
。

七 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差
,

人们的

生活水平具有贫困性
。

农民人均收入和职工人均收入水

平低
。

年
,

全县人均纯收入在 。元以下

的有 个村
,

占总 数 的 。肠 有

户
,

占总户数的 肠
。

非农业劳动者的物 质 福 利 水平

低
。

近几年来
,

由于一些福利待 遇 政 策 是
“

上面开 口子
,

下面拿票子
” ,

在政策性支

出中
,

尚有知识分子资料费
、

居民生活困难

补助
,

职工煤气补贴等政策性开 支 未 能 兑

现
。

年
,

这些未能兑现的政策性补助达

万元
。

干部的旅差费要从其它渠道周转
,

并不能及时报销 住房紧张
,

机关干部住招

待所
、

旅店的达 多户 有四个乡的乡政府

借住民房和住在危房之中
。

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低
。

人 口平均

预期寿命是人们生活素质的综合反映
。

根据

年人 口普查
,

株归县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

为 岁
,

比全省平均水平 “ 岁 低

岁
。

二
、

贫困地 区樱脱贫困的战略思考

贫困地区的低发展能力造成了低收入
,

而这种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发展
,

造

成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
。

如何使贫困地区走

出这种恶性循环呢 笔者认为从内外两个方

面入手
,

形成内外合力
。

下面将专门讨论这

一问题
。

一 按比较优势原则
,

促使贫困地区

的支柱产业的形成
。

所谓按 比较优势原则就

是根据资源案赋
,

形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

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
。

我国学者对印度山区

考察表明 印度山区以林果业为主导产业
,

发展商品农业
,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作为山

区的株归在林果业发展方面也颇有优势
。

姊

归县特有的地形和气候使其成为湖北省著名

的冬暖中心
,

特别是 米以下的低山区
,

年

平均气温 度以上
,

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在

度以上
,

年平均降雨量 毫米
,

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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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该县气候资源
、

土地资源和水 肥 资

源适宜于种柑桔
。

《中国柑桔区划 》曾把该

县列为柑桔最适宜区
。

从 年到 。年
,

该县柑桔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
,

种植

面积由 。。。多 亩 扩大到 万多 亩
。

但

年以后强调
“

以粮为纲
” , “

摘缺粮帽
” ,

一哄而起大砍大挖柑桔树
,

耕种面积陡降至

万多亩
。

这实际上是违背比较优势原则
,

扬短避长
。

根据称归县的资源状况
,

种粮食

不是该县优势
,

而是劣势 据该县新滩镇桂

林村等地的考察
,

种柑桔和种粮收益比较
,

每

亩种柑桔收益大于每亩地种粮收益 倍
。

按照 比较优势原则来促使支柱产业的形成
,

就要让该县重点发展柑桔
、

茶叶
、

蚕桑
、

板

粟
、

小水果
、

琳猴桃
、

用材林等林果业
。

这

必然会影响该县粮食 自给状况
,

因而就要求

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

保证林果业

生产专业户的粮食供应
,

保证在林果业收益

之前的财政或信贷补贴
。

这是因为林果业一

般收效期较长
,

需要国家专门的扶持
。

按照 比较优势原则来推进支柱产业的形

成
,

在非农产业方面主要是根据资源优势建

立发展潜力最大的工矿业或服务业
。

姊归在

这方面的优势是 可以利用柑桔优势
,

开发

果汁
、

果酒
、

堆头
、

饮料等系列产品为特色

的食品工业 可以利用水资源和煤碳资源优

势发展能源工业 可以利用石灰石
、

白云石

的优势发展建材工 业 可以利用煤碳和硅石

优势开发化学工业
。

按比较优势原则推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

展的前提是

①贫困地 区的决策者必须树立商品交换

意识
,

克服 自给 自足 自我循环的 自然经济思

想 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必须在按 比较优势

原则推进产业转换过程中给贫困地 区以各方

面扶持 ③可以通过地区横向协作
,

以共同

投资
、

共同受益的方式来推进这 种 产 业 转

换
。

二 按点轴发展思想
,

促进贫地区发

展极的形成
。

所谓发展极
,

是由主导超门和

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城镇的聚集

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
。

发展极象一个
“

磁场极
” ,

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
,

促

进 自身并带动其它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

这种理论认为 经济区域中总是存在着具有

创新能力的支配性的区位厂因此不向时期选

择支配全局的优势区位发展经济可以事半功

倍
。

发展极有时也指产业
。

点是一种点状式

的区位体系
,

而轴则是线状或带状式的区位

体系
。

发展极可能是点状的中心
,

也可期是

线状的轴
。

在我国贫困地区迫切需要按增长

极思想建立经济中心或经济带的客观必然性

是 ①贫困地区经济落后
,

而资金和 自然资

源有限
,

必须集中优势
,

进行点轴式开发
‘

然后通过发展了的点轴带动周围经济发展
。

②贫困地区技术人才有限
,

如果将这些有限

的人才分散使用
,

将削弱人才的集聚效益
。

③通过集中式的点轴开发
,

可 以有效地配置

生产要素
,

形成规模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
。

④贫困地区交通闭塞
,

让人 才
、

资 源
、

资

金
、

信息
、

技术向发展极的集中可以克服交

通阻塞带来的不经济
。

要按增长极思想推进经济发展
,

首先要抓住重点
,

集中使用资金
。

国家对贫

困地区输入的资金的总量不少
,

但往往多头

输入
,

钱出多门
,

各有所求
。

株归县在

和 年 两 年 中
,

中央
、

省
、

地为该县下

拨扶贫资金 万元
,

资金来源涉及 个部

门
,

资金用途包括开发农业
、

兴办工业
、

基本

建设
、

生活救灾和其它专款共计五大类

多个小类
。

资金使用的分散化严重削弱资金

投向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

要按发展极推进经济 发 展 的 关

键
,

是要确定发展极的区位
。

根据交通地理位

置
、

人 口结构
、

吸引力及经济发展特征
,

我

们认为株归发展极的点轴可以 由 下 列 个

喇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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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构成
,

这也可 以 称 为 沿 江城镇带 或

轴
。

经征要特主济入口流人地理
位置

非农业
人 口

柑桔
产量

中业业业产达工达工心工达工达商三发镇较属中镇发镇发
肠

, ,

誓呼
、

文化
、

教
,沙

第较乡发县业乡业乡业呱肠肠肠肠

肠肠肠肠肠

帕

肠肠肠肠肠

归州 城关镇

香溪 交通枢纽

新滩 沿江

郭家坝 沿江

茅坪 沿江

沙镇溪 沿江

合计 一一 肠 肠 “ 肠 一 —

亏‘

产

这六个集镇具有如下特点 ①相 对 说

来
,

依托长江
,

交通较为发达 ②非农业化

水平高
,

是县属工业和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区

位 ③人 口的吸引力大
,

外来劳动力吸纳程

度高 ④农业优势产业一一林果业发展具有

得夭独厚的优势 ⑤城镇基础设施较好
。

要按发展极推进经济发展
,

还必

须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在县域范围内的合理

流动
。

在确定了县域发展极后
,

不仅资金要

集中用来推进发展极的发展
,

而且要有计划

地组织劳动力向这些发展极的流动
。

目前
,

县内已有一种 自发的劳动力流 动 趋 势
,

例

如
,

在香溪镇附近的几个村
,

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
,

已有大量的本县落后地区的农民

迁居此地
。

县政府有必要对这种 自发的流动

进行调查研究
,

并加 以调控
。

三 以人力资源 开发为核心
,

促进贫

困地区
“

造血
”

功能的形成
。

扶贫的经验教

训告诉我们 扶贫必须由单纯生活救济转向

新的经济开发
。

历史 上 的 扶 贫
,

常常是没

有饭吃给救济粮
,

没有钱花给救济款
,

没有

衣穿给救济衣
,

吃完花完再向政府要
,

打了

稍耗战
,

使贫困地区养成
“

等
、

靠
、

要
”

等

单纯依赖政府的惰性
。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变

单纯救济的
“

输血
”

式的扶贫为
“

造血
”

功

能的培植
。

要培植贫困地 区 的
“

造 血
”

功

能
,

增强贫困地区 自力更生的能力
,

实现经

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

关键是要开发贫困地的

资源和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

具体说来可分

为三项内容 开发人力资源

开发 自然资源源 加强农 田 水 利 设

施
、

交通通讯设施和其它农业产前产后的服

务设施建设
,

开发经济稳定发展的能力
。

而

这里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开发
。

发展经济学

认为 资本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

物质资本是体现于物质产品之上的
,

人力资

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
,

是劳 动 者 的 技

艺
、

知识
、

熟练程度与其它类似可以影响人

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
。

著名的发展经

济学家舒尔茨曾测定 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

增长
,

只有 肠是物的资本投资引起的
。

其

余 肠主要是教育以及与教育密 切 相 关 的

科学技术的作用
。

从三大开发的关系来看
,

人力资源 的开发是其它两大开发的前提和先

导
,

劳动者的素质不提高
,

自然资源是很难

有效地开发的
,

而农业产前产后服务业的建

设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效益也与劳动力

素质有密切关系
。

从经济发展的两大约束因

素
,

即资金约束和人才约束来看
,

就上短平

快的项目来说
,

资金在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
“

大推进
”

中起着较为突出的作用 但从长

期发展战略来看
,

人力资源的开发则右发展

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株归县的一项研究表

明 由于劳动者文化素质过低
,

全县工业劳

动生产率因此而损失了 肠一 肠
。

我 们认

为
,

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强弱的主要标志是劳

动者素质
。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技术素质
、

文

化素质及商品生产观念
。

有的研究指出
,

贫

困地区要有
“

造血
”

功能
,

需 要
“

兴 山 富

民
,

兴 田足食
,

兴工富县
” 。

而要
“

兴山
” 、

“

兴 田
” 、 “

兴工
” ,

最关 键 的 是 要
“

兴

人
” ,

即开发人力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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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呢

首先
,

要重造多元化的智力投资机制
。

目前
,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关键的因素是投

入间题
,

而单纯依靠国家包揽的单一的投资

集道则限制了投资的供给量
。

这里关键的是

要重建国家
、

企业
、

集体
、

合作
、

个体和社

会筹资办教育的多元化新型合理的智力投资

机制
。

例如
,

种归县职业高中所办的烟草专
业班

,

就是采取个人 学员 出 一 部 分 资

金
、

企业 烟草公司 出一部分资金
、

教育

机构 职业高中 出一部分资金
,

这样有效

地解决了办学所需要的资金间题
。

贫困地区

的特点 是民 穷县穷
,

财 力十分 有限
,

采取

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更为重要
。

其次
,

要建立学枝教育
、

职业教育
、

科普

教育三位一体的多层次的新教育体系
。

发展

经济学将教育分为三种形式 ①学校正规教

育
,

这是在学校正规教育机构中接受的系统

教育 ②非学校正规教育
,

这是 一 种 短 期

的
、

专门技术的训练
,

如职业培训班
、

短期

科技培训班和短期科普班等
。

③非 正 规 教

育
,

这是在各种教育机构之外的一种学习方

式
,

它包括家庭里
、

工作岗位上和社会中的

学习 例如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流 往 发 达 地

区
,

在发达地区的工作岗位上不仅学到各种

技能
,

而且增强商品经济的意识
,

这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教育和训练
。

从长远 的 观 点 来

看
,

贫困地区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基础
。

有关

研究报告表明 受教育程度同劳动生产率之

间呈正相关的关系
,

小学毕业能提高劳动效

能的 肠
,

中学毕业能提高 帕
,

大 学 毕

业能提高 倍
。

但是
,

从贫困地区短平快项

目来说
,

非学校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则是

关键
。

这两类教育是以见效快的技术和技能

的训练为特征的
。

根据贫困地区的特点
,

我

们认为可采取以下几种形式来推进非正规教

育 ①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班
、

实

用技术培训班
、

短期科普班
,

对劳动者进行

在职训练
。

②通过科技示范点和科技示范户

对贫困农民进行商品经济意识和实用技术的

启蒙教育
。

③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农村剩余

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务工经商
,

这不仅有助于

技术的学习
,

而且有助于观念的转变
。

④创

办各种产前科技服务实体
,

对农民进行具体

指导
。

再次
,

要提高教育的向心力
,

阻止贫困

地区教育中的双
“

流失
” 。

一般说来
,

贫困

地区存在着学生流失
,

出现童工
、

童商
、

童

农 另一方面
,

又存在着教师转行和流向外

地的现象
。

这种流失不仅影响到教育本身
,

而且造

成了教育的离心力
,

形成了学生和教师眼光
“

向外
”

的倾向
。

解决这一间题的关键是推

进收入政策和社会待遇的改革
,

使劳动者的

能力
、

教育水平同其收入和社会待遇相当
,

特别是要创造重视知识
、

重视人才的社会环

境
,

切实解决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
,

提高教

育的向心力
。

四 通过反贫困行为的社 会 化 形 成
“

大推进
’

力量
,

使贫困地区从根本上摆脱

贫困恶性循环的陷井
。

发展经济学认为 有

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陷于持续的贫困封

闭圈中徘徊
,

无法实现经济发展
,

是因为这

些国家面临着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
。

从供给

方面看
,

人均收入过低
,

意味着将绝大部分

收入用于生活消费
,

而很少用于储蓄
,

从而

导致储蓄水平低
、

储蓄能力小 低储蓄率导

致资本稀缺
、

资本形成不足 资本形成不足

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
,

生产率低又造成新的

一轮低收入
。

在需求方面
,

低收入意味着低

消费和低购买力 , 低购买力引起的投资引诱

不足 投资引诱不足导致资本形成不足 资

本形成不足造成生产规模狭小
、

生产率难 以

提高 低生产率又导致低产出和 低 收 入 水

平
。

要打破这种困境
,

必须使投资水平或投

资率大到大力推进经济增 长走出
“

低水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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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陷井
’

的污潭
,

形成一个
“

临 界 最 小 努

力
” 。

我们认为
,

我国贫困地区贫困的恶性循

环共有如下六个序列
。

低收入 —低储蓄能力 —低资

本形成 —低生产 率 —低 产 出 —低 收

入
。

匕 低收入 —低购买力 —投资引

诱不足 —低资本形成 —低生产率 —低

产出 —低收入
。

低收入 —低人力投资 —低劳

动力质是一低劳动生产率 —低产出一一

低收入
。

低社会发育水平 —低人才吸引

力 —人才流失 —低社会经济发展 —低

社会发育水平
。

低收入 —低基础设施投资 —
低弱抗灾能力 —低经济增长稳定性 —低

产出 —低收入

土地产出率低 —向荒山要粮和

兴建工程 —破坏植被 —水土流失 —土

地生产率低
。

这六个方面的恶性循环具有三个特性

①长期性
。

例如
,

贫困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

是长期形成的
,

不可能寄希望一朝一夕得到

解决 反贫困活动没有捷径可 走
。

②综 合

性
。

例如
,

贫困山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涉及到

林业 如毁林
、

种植业 如向荒山要粮
、

基建 如采石
、

交通 如修公路
、

水利

如防洪工程 等各个部门
。

长江中上游贫

困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威胁着贫 困 地 区 本

身
,

而且也危及长江航道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经济发展
。

③艰 巨性
。

贫困地区由于社会

发育程度低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和人才流

失间题的解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它不仅需

要大 的投资启动
,

而且需要各种配套政策

和工程
,

单纯从教育入手是难 以奏效的
。

贫

困不仅是同自然环境这种不易根治的客观条

件相联系
,

而且也同称之为贫困文化的价值

观念有关
。

贫困地区不仅面临着改造严峻的

客观世界的任务
,

而且也面临着改造落后的

主观世界的任务
。

正是这种落后 的 自然 经

济
,

恶劣的 自然环境
,

疲软的贫困文化和不

配套的政策体制形成了一个顽 固的怪圈 脱

贫 —返贫 —再脱贫 —再返贫
。

这六个方面的循环集中表现为
“

投资饥

饿症
” 、 “

人才技术曦乏症
” 、 “

抗灾能力

脆弱症
” 。

要打破这些贫困的恶性循环仅依

靠贫困地区内在的刺激力量是无法形成
“

临

界最小努力
”

的
,

这要求借助于强有力的外

在力量来进行
“

大推进
” 。

贫困地区走出民

穷县穷的贫困陷井是非常艰难的
。

这里的关

键是要实现扶贫渠道的多元化和反贫行为的

社会化
。

目前
,

我国反贫困的社会措施主要有

财政
、

信贷
、

物质扶持
。

国家每

年扶贫开发总资金为 亿左右
,

其中财政拨

款 亿元
,

占 呱
,

信贷资 金 亿 元
,

占

帕 株归县通过几十条渠道 在 年 到

年期间共获得资金 万 元
,

其中

无尝的财政拨款为 万元
,

占 肠
。

此外
,

国家还通过以工代贩的方式
,

帮助贫

困地区修筑公路
,

解决人畜饮水 问题
,

兴办

小型农田水利
。

可见
,

对贫困地 区的扶持主

要表现 在 三 方 面 ①财政 无偿 ②信

贷 有偿 ③物质 以工代娠
。

政策优惠
。

这包括减免税收
,

减

免国库券任务
,

免征能源
、

交通建设资金
,

对农副产品不实行统购
、

派购办法等
。

社会帮助
。

这包括动 员 各 行 各

业
,

杜会各界
,

发扬扶贫济困精神
。

以上措施表明 我国反贫困行为是社会

化的
。

这里进一步发展的思路是 在反贫困

的主体方面
,

实行国家
、

金融组织和企业
、

集体和社会集团一起推迸反贫困的格局
。

国

家主要通过财政补贴政策
、

投资政策
、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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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贫困地区
,

金融

组织和企业主要通过信贷政策
、

经济协作
、

经济联营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
,

各

社会团体则从人道主义出发
,

加强对贫困地

区进行无偿的社会扶持
。

在反贫困的方式方

面
,

各党政机关要实行对口扶持
,

如教育部

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
,

科技部门帮助贫

困地区推广适用技术
,

水利
、

林业
,

环保等

部门可以协同治理贫困地区的水土流失间题

等
。

发达地区的企事业单位要帮助贫困地区

解决资金技术不足
、

信息不灵
、

不会经营管

理的发展障碍
。

大专院校
、

科研单位及社会

各界则应重点推进智力扶贫
。

人民解放军则

应帮助贫困地区进行重大社会工程的建设和

参予抗灾救灾的工作 在发贫困 的 措 施 方

面
,

应集财政
、

信贷
、

物价
、

税收等经济手

段
,

各种科技发展措施和以全民动员为特征

的社会措施于一体形成全方位
、

大崔盖面
、

大容量的大推进力量来推进贫困 地 区 的 发

展
。

具体说来
,

可采取以下八条措施
。

进一步通过财政信贷渠道对贫困

地区的扶贫开发进行扶持
,

这里的重点是通

过拓宽信贷渠道和金融政策来缓 和 贫 困 地

区的资金暇乏局面
。

这是一种资 金 扶 贫 方

式
。

通过投资渠道
,

增加在贫困地区

有发展潜力的投资项 目
。

这种通过投资项 目

来反贫困的效应是多方面的
。

现代化的项 目

引入后不仅会增加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力
,

而

且会产生 巨大的示范效应
,

起到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的作用
。

这是一种投资项 目扶贫方

式
。

实行各种优惠政策
,

鼓励发达地

区的集体组织和个人到贫困地区进行经济开

发
。

目前
,

有些发达地区有人才
,

有技术
,

会管理企业
,

但原材料不足
,

资撅缺乏
。

鼓

励这些企业到贫困地区经商办厂
,

可以促使

双方扬长补短
,

互惠互利
,

共同发展
。

这是

地区协作扶贫方式
。

通过国家的各项科技计划
,

进一

步推进科技扶贫
,

改变贫困地区科技落后的

局面
。

要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 的
“

星 火 计

划
” 、 “

丰收计划
”

和
“

温饱工程
”

等科技

项目
。

这是通常说的科技扶贫方式

鼓励各部门领导到贫 困 地 区 礴

点
、

锻炼
,

在宏观决策和经济开发方面帮助

贫困地区
。

这是行政决策扶贫方式
。

在各项经济政策方面
,

对贫困地

区更多的倾斜和优惠
。

自从
“

七五
”

开展扶

贫以来
,

我们有些政策仍然将贫困地区同发

达地区放在同一位置
。

例如
,

贫困地区县银

行需向上缴存准备金
,

这将进一步加剧贫困

地区贷存矛盾
。

类似这样的政策 有必 要 改

变
。

这种扶贫是政策优惠扶贫
。

鼓励科学技术工作者深入贫困地

区传授技术
,

培训人才
,

解决间题
。

在目前

情况下
,

贫困地区要解决人才问题主要要依

靠大中城市的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进行短期

服务
。

这里涉及的是智力扶贫
。

加强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社会科学研究
,

为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
。

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无提会有

助于
“

造血
”

功能的软件的形成
。

这可以称

作软科学扶贫
。

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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