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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依附性问题研究
邓 邦 林

「

所谓贫困地区的依附性
,

是指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
,

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

开国家扶持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援助
。

研究贫

困地区的依附现象
,

对于完善扶贫政策
,

促

进国民经济在空间上的平衡发展
,

无疑是大

有裨益的
。

笔者以株归县为个案
,

对这一问

题进行探讨
。

一
、

难以冲破的
“

怪
” 。

贫困地区依附性的概念
,

不 同于发

展理论中的
“

依附论
” 。 “

依附论
”

是在不

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
,

在
“

全球体系
”

内研

究不发达 问题 贫困地区的依附性
,

是在社

会主义的条件下
,

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角

度研究贫困间题
。 “

依附论
”

所研究的是剥

夺与被剥夺间题
,

贫困地区的依附性研究的

是扶持与被扶持的问题
。

因此
,

两者之间有

着本质的区别

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运行机制和 自

我发展能力
,

是一个地区发达与否的主要标

志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独立的区域经济运

行机制和 自我发展的能力
,

主要表现在财政

收支平衡 金融市场活跃
,

有较多的资金投

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合

理
,

收入的增减不受或基本不受外部因素的

影响 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定 提 高
。

因

此
,

贫困地区的依附性
,

有两个最基本的特

征 一是尚未形成独立运行的区 域 经 济 机

制 , 二是尚不具备 自我发展能力
。

基于上述

特征
,

目前大多数贫困地区难以跳出三大依

附
“

怪圈
” 。

怪圈之一 食粮不能 自给
。

农业是

国 民经济的基础
,

粮食是基础的 基 础
。

因

此
,

粮食生产状况对一个地区的 良性经济循

环影响甚大
。

但是
,

贫困地区多 是 边 睡 山

区
,

自然灾害频繁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地贫

瘩
,

粮食产量低 粮食生产腿短
,

成为这类

地区致命的弱点
。

多数贫困地区的粮食生产

往往不能满足 自身的需要
,

靠吃
“

返销粮
” 、

“

进 口粮
” 、 “

救济粮
”

来解决 吃 饭 的 问

题
。

地处鄂西贫困山区的姊归县
,

建 国

年
,

粮食单产达到 公斤 以上的只有 年
,

人平生产粮食达到 公斤 以上的只有 年

因灾害影响
,

粮食大幅度减产 的达 年
。

从

年到 。年
,

年累计从外地调进粮食

亿公斤
,

平均每年 万公斤
。

粮食问题

成为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
。

怪圈之二 财政不能 自给
。

从理论

与实践的角度看
,

地方财政的支撑点是生产

与流通
。

因此
,

一个地方的财政状况如何
,

取决于该地的产业结构
。

但是
,

贫困地区的

产业结构单一
,

多是 以农业为主导的区域经

经
,

地方工业发展缓慢
,

加之农民收入低
,

消费市场狭窄
,

因而导致财源体系规模小
、

结构不合理 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

靠吃上级

财政补贴过 日子
。

郡归县从 年到 。年

累计财政收入 亿元 平均每年 万

元 年
,

财政收入 万元
,

工业提供

的收入仅占 肠
。

从 年到 年
,

该县

共吃上级财政补贴 亿元
,

年的补贴比

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还多 肠
,

平 均 每

年补贴 万元
。

可见
,

贫困地区的财政
“

脱贫
”

问题
,

已经成为上下头 疼 的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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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
”

问题
。

怪目之三 建设不能自力
。

在减品

经济条件下
,

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

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财政投入
,

二是金融

支持
。

从财政方面看
,

贫困地区的财政要在

上级财政的支持下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

运转
,

章不出钱来发展生产和社 会 公 益 事

业
。

从金融方面看
,

由于贫困地区人均收入

低
,

储蓄少
,

金融市场发育不 良
,

无法满足

经济增长的需要
。

株归县建国 年
,

累计财

政支出 亿元
,

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

万元
,

只 占总支出的 肠
,

平均 每 年

万元
。

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
,

社会经济的发

展一靠扶持
,

二靠借贷 但是
,

金融资金存

有限
,

无法施展支援建设的本领
。

姊归县

。年人平储蓄仅 元 金融部门可 用 资

金 万元
,

而贷款规模已达 亿元
,

存

贷差额 万元
,

占贷款总额的 肠

因此
,

贫困地区的资金积累和投入间题
,

已

经陷入了拉格纳
·

纳克斯

所说的贫穷之所以穷
,

就是因为穷的同意反

复的恶性循环 ① ,

产 出、 企业积累、

甘 、 卜一 膝备刀孙 升 卜 、
“卜 沙 ,

一 ,怜 竹人 、人 、

人均收入 储 蓄

,

—
劳动生产率 ,

少 , 投入少

必须承认 改革以来
,

贫困地区的

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

然而
,

由 于 基 础

差
、

起点低
,

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
,

其发展

仍是缓慢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些贫困地区

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出现了明显的拉大趋势
。

以柿归县为例 年
,

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

比全国相差 元
,

比全省相差 元 而
。年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全国相差

元
,

比全省相差 元 可见其问题的 严 重

性
。

由于种种原因
,

贫困地区在短期内无法

跳出
“

依附怪圈
” ,

并在改革中陷入了迷惘

和困惑之中
。

也正是这一点
,

提出了研究依

附现象的必要性
。

二
、

历史发展的误区

贫困地区依附性的形成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
,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从内

因方面看
,

自然环境差
,

生产生活条件差 ,

人 口膨胀
,

延缓发展速度 科技文化落后
,

交通闭塞
,

信息传播频率低
,

人 口素质低 ,

如此种种
,

众所周知 从外因方面看
,

经济

体制和经济建设的宏观决策脱离贫困地区的

实际
, “

一刀 切
”

的做法是导致贫困地区依

附性的主要外在因素
,

而且也是 目前研究贫

困问题应高度重视的课题
。

“

一刀切
”

之一 经济建设的指导

思想
。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全国

的经济发展控制在指令性计划内
,

农业片面

地强调
‘

以粮为纲
” ,

致使贫困山区的经济

发展出现了两大失误 一是
“

以粮为纲
”

忽

视了山区的当地条件
,

丢掉了 自然 资 源 优

势
,

扬短避长地
“

摘缺粮帽
” ,

不仅导致了

毁林开荒
、

生态失调的恶性循环
,

而且已有

的优势也得不到发挥
。

二是由于片面地强调

农业基础
,

忽视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

没有培

植地方经济实力
。

株归县盛产柑桔
,

年

到 年
,

柑桔面积由 亩发展 到

亩
,

年在
“

摘帽
”

运动中大砍大挖
,

柑

桔面积陡降至 亩 后经过几次政 策 调

整
,

到 年才恢复到 年的面积 粮食

未能自给
,

又丢掉了多种经济的优势
。

由于

集中精力抓农业
,

地方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没

有起步
,

到 年
,

该县工业固 定 资 产 才

万元
。

改革开放带来了地方工业发展的

机遇
,

然而
,

微不足道的工业基础和复杂多

变的经济大环境
,

使工业发展步履艰难
。

同

时
,

国家重点项 目建设没有照顾到对贫困地

区的幅射作用
,

并大量地平调贫困山区的劳

动力投入国家
一

程建设
。

据不完 全 统 计

年到 年
,

姊归县共投入 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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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参加 个国家
一

「程建设
,

这些工程全部在平

原发达地区 该县境内至今无一个地区以上

的工业项 目
,

成为国家工业建设和城市经济

幅射的死角
。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贫困地

区没有形成经济
“

造血功能
” ,

先天不足
,

大大延缓了发展进程
。

“

一刀切
”

之二 一大二公的分配

体制
。 “

大锅饭
”

的体制
,

对区域经济的独

立性基本上没有要求
,

全民吃
“

皇粮
” 。

财

政拨款和社会救济将人们的生活需求维持在

一定的水平上
,

形成了满足温饱
、

安 于 现

状
、

因循守旧
、

不思进取的习惯心理和 自给

半 自给的自然经济观念
。

因此
, “

大锅饭
”

对贫困地区最严重的影响
,

是导致在
“

等
、

命
、

要
”

的依赖思想下形成的依附性社会心

理
。

改革开放以来
,

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隐性

间题全部显露出来 自身的
“

造血功能
”

未

形成 沿袭了 多年的
“

大锅饭
”

被打破

双重压力再加上
“

等
、

靠
、

要
”

的 习 惯 心

理
,

使贫困地区的现实工作举步维艰
。

“

一刀切
”

之三 整齐划一的改革措

施
。

经济体制改革对于贫困地区来说
,

是不

能与发达地区同 日而语的
。

由于历史的
、

自

然的种种原因
,

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并非站

在同一起点上迎接改革的挑战
。

相对于发达

地区来说
,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滞后的
,

而改革措施的实施却是超前的
。

也正是这一

因素
,

使贫困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
,

仍然无法跳出依附性的
“

怪圈
” 。

从总体上

看
,

改革的基本思路与贫困地区 的 实 际 相

悖
。

结构重心下沉
, “

简政放权
” ,

责
、

权
、

利相结合等
,

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地方的

压力来增强活力
。

但是
,

这一切都必须以地

方的承受力为前提
。

由于贫困地区的起点太

低 , 尚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
,

故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
,

显得压力有余而活力不足 被动地

适应改革
, “

逆来顺受
”

的最终结果
,

还是

依靠国家扶持解决问题
。

从具体改革措施来

看
, “

一刀 切
”

的做法在贫困地区暴露 出许

多矛盾
,

使贫困地区无所适从
。

就大的方面

看
,

主要有四个问题 ①粮食购销
“

打架
” 。

一是
“

又购又销
”

的矛盾 由于粮食生产水

平低
,

农民一方面要向国家交售 定 购 任 务

粮 另一方面又因口粮不足要吃 国 家 供 应

粮
。

株归县近三年有 万个农户
“

又 购 又

销
” ,

他们应向国家交售定购粮 万公斤
,

实际只交售 万公斤 而吃
“

返销粮
”

却

达 万公斤
。

二是
“

减购定销
”

矛盾 要解

决
“

又购又销
”

的矛盾
,

必须减免农民交售

定购粮的任务
,

但减免定购后
,

不能满足非

农业人 口和农村特困户
、

受灾户的 口粮供应

需要 要解决非农业人 口和农村特 困户
、

受

灾户的 口粮供应
,

就要从外地调进粮食
、

增

加地方财政的压力
。

于是
,

一个两难选择摆

在地方政府面前 要么调进粮食
,

要么重蹈
“

以粮为纲
” 、

扬短避长的旧辙
。

因此
,

两

难选择的最大问题
,

是影响经济发展指导思

想的稳定
。

②财政
“

分灶
”

难立
。

财政
“

分

灶吃饭
” ,

定死基数后
,

新增因素一律由地

方负担
, “

上面开 口子
,

下面拿票子
” ,

贫

困地区根本无法承受
。

年
,

株归县仅人

员经费
、

价格补贴
、

物价上涨三 项 就 增 支
。万元

,

而当年的财政收入只 比上年 增 加

万元
。

不仅增支 自负
,

在投资政策 上 又

实行
“

配套投资
” 。

无论什么项 目均要地方

资金配套
,

致使贫困地区新上项 目 困 难 重

重
。

这种
“

上下互相钓鱼
”

的投资办法
,

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困地区的发展
。

③
“

以

存定贷
”

限制 金融杠杆在商品经济中具有

左右经济局势的作用
。

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

如何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状况
。

但是
,

金融改革实行
“

核定基数
,

以存定贷
,

自求

平衡
” ,

更使贫困地区难 以跟上 改 革 的 步

伐
。

贫困地区要想摆脱困境
,

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来启动
。

然而
,

贫困地区 一 方 面 县

穷
、

民穷
,

社会资金总量有限
,

组织储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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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艰难 另一方面
,

贷款基数限制过死
,

金

融部门放不开手脚
。

株归县 年金融改革

时核定的贷款基数 万元
,

到 年还只

有 万元
,

年只增加 万元
,

靠 占 用

他资金和信贷差
、

人 民银行的临时短期贷款

来维持
。

因而
,

贫困地区的金融部门在投入

资金
、

启动经济的作用上
,

功能十分微弱
。

④优惠政策落空
。

从 年以来
,

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
,

包括无偿扶

持
、

有偿扶持
、

税收减免各个方面
。

但是
,

除无偿扶持外
,

多数政策因与改革措施不配

套而难以落实
。

如有偿扶持与金 融 改 革 的
“

以存定贷
”

相矛盾
,

扶贫专项贷款
‘

上面

给额度
,

下面拿资金
” ,

常常因拿不 出资金

而落空 减免税收与财政
“

分灶吃饭
”

相矛

盾
,

因减免税收压力多在地方
,

减免愈多
,

财政收入愈少
,

故常常因地方财政收不抵支

而搁浅 财政
“

分灶吃饭
”

与
“

配套投资
’

相矛盾
,

穷县财政
“

分灶
”

后
,

连维持正常

的
“

人头
”

经费开支也有困难
,

根本没有配

套投资的能力
,

新上项 目难以争取 物资供

应与
“

双轨制
”

矛盾
,

物资供应计划基数过

死
,

新增的需求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

加重 了

贫困地区的负担
,

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
。

全面地
、

历史地看问题
,

应 当 承

认
,

贫困地区错过 了许多 良好的发展机遇
。

比较而言
,

发达地区是在
“

大锅饭
”

的体制

下得到无偿投入
,

具备了 自我发展能力的条

件下起飞的 贫困地区则是在
“

大锅饭
”

的

体制下错过了无偿投入的历史机遇
,

没有形

成自我发展能力的情况下
,

背着历史的包袱

前进的
。

这一点
,

在研究贫困问题时
,

是无

论如何不能忽视的
,

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

三
、

摄脱依附的裸口

课题 深化对贫困地区的认识
。

对贫困地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

是进一步做

好扶贫工作
,

帮助贫困地区摆脱依附地位的

前提
。

就目前情况看
,

一要正确认识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

不能简单地把贫困

原因归结为 自然条件
、

工作基础 等 内 在 因

素
,

还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
,

从政治经

济体制
、

改革措施等外部因素进行深入认真

的研究
。

只有正确地认识贫困地区的贫困原

因
,

才能正确地对待其客观存在的依附性问

题
。

应当承认
、

正视
、

帮助贫困地区摆脱依

附性间题
。

二要形成扶贫共识
。

帮助贫困地

区摆脱贫困
,

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

需要

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

因此
,

社会各方面

要统一认识
,

步调一致
,

形成合力
,

不能各

自为阵
,

力盆分散
。

三要正确对 待 贫 困 地

区
。

贫困地区至所以贫困
,

是 自然的
、

社会

的
、

历史的复杂原因所形成的 与发达地区

相比
,

贫困地区的工作每一点进步
,

都要加

倍地付出代价
。

因此
,

要正确评价贫困地区

的工作
,

不能只凭经济规模论大小
,

不看墓

础起点论高低 要多关怀重视
、

体谅理解
、

帮助支持
,

少评头品足
、

指责埋怨
。

通过对

贫困地区认识的深化
,

为贫困地区的工作创

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舆论环境
。

课题 确定稳定的经济发展方针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

必须 从 实 际 出

发
,

在国家宏观政策上予 以保证
。

首先
,

必

须确定以多种经济为主的农业发展方针
。

贫

困地区的粮食生产是劣势
,

多数年份不能 自

足自给
。

但是山区的气候垂直分布的特点
,

带来了生物资源的丰富多样
,

发展多种经济

具有独特的优势
。

多种经济作物抗灾力强
、

效益高
,

扩大其生产规模
,

逐步发展为商品

农业
,

就能较好地解决农民的脱 贫 致 富 问

题
。

第二
,

必须加速工业化进程
。

任何国家

或地区
,

要形成独立运行的经济机制
,

必须

具备企业
、

财政
、

金融三大支柱 三大支柱

的有序发展
,

企业首当其冲
。

贫困地区的工

业化方向是必须确立的
,

否则
,

很难摆脱依

附的地位
。

应当看到 贫困地区的工业化条

件虽未尽备
,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一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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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济为主的商品农业的发展
,

将为工业

化发展提供原材料供应
,

同时
,

随着农民收

入的增加
,

也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消

费市场
。

二是劳动力资源丰富
,

在商品经济

的环境中
,

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将不完全依靠

本区域的粮食生产来提供粮食
。

三是 山区的

矿产资源较平原丰富
,

为原材料工业提供了

有利条件
。

目前
,

贫困山区的工业化发展有

两大侄桔 资金投入和技术启动
。

只要国家

从大政策上解决了这两个间题
,

就会大大加

速工业化发展进程
,

补上历史的 缺 陷
。

第

三
,

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必须长期稳定
。

这

下间题在贫困山区尤其突出
。

贫困地区自然

条件差
,

建设难度大
,

投入产出的周期长
,

尤其摇要稳定的经济政策
。

过去几十年的教

训证明
‘

经济建设的方针一经确定
,

既不能

受环境气候的左右
,

也不能
“

一届领导一个

调
,

千个师傅万个法
” ,

要持之 以恒地坚持

下去
,

切忌摇摆不定
、

大起大落
。

课题 解决扶贫与改革错位 的矛

盾 首先
,

必须明确扶贫政策的性质
。

扶贫

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同时

也还带有
“

一大二公
”

的痕迹
。

由于贫困地

区的经济发展滞后
,

对贫困地区 的 扶 持 政

策
,

具有补上历史的
“

缺课
”

的特定含义
。

但撼厂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政策毕竟只是
“

权

宜之计
” ,

应当加快扶贫步伐
,

缩短扶贫周

期 其次
,

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措施与扶贫政

策不配套
,

二者在能量上互相抵消
,

将延长

扶贫周期的问题
。

要把贫困地区的改革问题

纳入扶贫内容来研究
,

在改革措施的到位上

实行分类指导
,

与扶贫政策一起配套完善
,

使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

其三
,

必须充分

认识贫困地区摆脱依附性必要的转换条件
。

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过程
,

实际上是由自给

姿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的过程
。

由于贫

属地区的特殊性
,

这个转换过程需要有特殊

的政策导向 商品农业的发展必须解决粮食

间题
,

而解决粮食问题需要必要 的 财 力 支

持
。

因此
,

要采取
“

粮食战略
”

来推动贫困

地区商品农业的发展
,

使之迅速形成产品交

换的能力
,

为最终解决粮食问题提供条件
。

加速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

要采

取
“

资金战略
”

来推动贫困地区的工业化发

展
。 “

资金战略
”

必须从贫困地区的实际出

发
,

取消
“

配套投资
” 、 “

以存定贷
”

等限

制因素
。

通过资金投入战略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
,

增强积累能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
,

借助于

外部资金的推动
,

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
。

课题 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技术 输

入
。

贫困地区的人才奇缺是个突出问题
。

但

是
,

人才培养周期长
,

与现实的经济起飞要

求存在着时间差
。

因此
,

必须有相应的
“

人

才转换战略
” 。 “

人才转换战略
”

的唯一选

择是技术输入
。

应由国家统一组 织
,

采 取
“

支援不发达地区技术输入
”

措施
,

根据实

际需要
,

组织大专院校
、

科研
一

单位
、

大型厂

矿企业实行定行业
、

定单位
、

定 目标
、

定任

务
、

定时间的对 口帮助责任制
。

借助外部技

术力量
,

推动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
。

提高经

济素质
,

加速脱贫进程
,

与此 同时
,

贫困地

区要相应地扩大职业技术教育
,

为迅速实现

技术转换创造内部条件
。

摆脱依附地位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重要标志
。

达到了这个 目标
,

意味着贫困

地区完成了从传统的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

变的历史过程
,

建立了能够独立运行的区域

经济机制
。

但是
,

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

统工程
,

应该从理论与实践上
,

加强对贫困

地区的研究
,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为贫困

地区彻底摆脱其依附地位创造 良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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