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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反贫困理论

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成果
� � � 评赵曦著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 !

刘诗白
*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严重贫困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反贫困理论, 刘易斯、纳克斯、莱宾斯

坦、佩鲁、赫希曼、罗斯托、舒尔茨、缪尔达尔等人还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反贫困模型。这些理论或模型主要都

是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的,或强调资本积累与投资的功能,或强

调人力资本投资,或强调传统农业改造,或认为应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领域。只有少数人分析了发展中国

家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困难与客观障碍,考虑了反贫困进程中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口

参与的重要性,也只有少数模型研究了劳动力与人口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赵曦著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通过系统分析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本特征,贫困人口的分布特点,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障碍, 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

济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围绕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的战略内涵和实施途径进

行综合性的分析和阐释,是近十几年来关于中国农村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中国农村反贫困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和全新总结

该书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改革

开放之初的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农村贫困表现为普遍性贫困、绝对

性贫困、极端性贫困。作者总结了中国农村扶贫战略的四个历史阶段, 即农村制度性变革推进的大规模缓解

贫困阶段 ( 1979- 1985年 ); 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下的政府主导型区域性扶贫开发阶段 ( 1986- 1993年 ) ;政府

主导型全面扶贫攻坚阶段 ( 1994- 2000年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的村级瞄准扶贫开发阶段 ( 2001 -

2009年 )。在整个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矛盾日益加剧及世界贫

困规模不断扩大的国际环境中,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中国政府强力行政主导型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双

重推动下,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战略在缓解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农

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交通、通讯等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

大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中国政府为缓解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

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

扶贫战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中国农村扶贫战略是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和中国农

村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展开的扶贫战略,既不同于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反贫困战略模式,也有别于其他

发展中国家 1960年代以后实施的扶贫战略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

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 ∀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推动型 #农村扶贫战略模式, 其主要内容为: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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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在国家政府主导、服务和全社会的支援下, 依靠自身力量, 以经济开发为基础, 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

心,走自我发展与全面发展的道路。其中,国家主导和全社会支援是中国农村扶贫战略的基本前提,综合开

发、全面治理是中国农村扶贫战略模式的重要特点,控制人口增长、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是中国农村扶贫战略

模式的核心,始终坚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中国农村扶贫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依靠贫困地区人民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是中国农村扶贫战略的基础。

二、贫困地区功能定位与反贫困战略转型的理论阐释

缺乏对贫困地区科学准确的功能定位使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在理论与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该书指

出由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进程、民族文化、经济区位等原因,生态脆弱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等是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典型区域。贫困地区在空间布局上有着

显著的空间重叠特性,这主要表现为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的高度重叠性、贫困地区与主体功能区格局下

的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高度重叠性、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度重叠性、贫困地区与资源富集地区的

高度重叠性、贫困地区与边境地区的高度重叠性以及贫困地区与革命老区的高度重叠性, 这种重叠性决定了

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必须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把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确立为中国重要的

生态保障区、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发源区、中国革命的贡献区及感恩区、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国防安

全的前沿阵地。作者认为,推进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必须根据西部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 依托落实以人为

本、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公正、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依托扶贫制度变迁和扶贫制度创新实现传统

反贫困战略的转型,即在扶贫模式上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 在推进机制上由政策扶贫向制度扶贫转

型;在传递方式上由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转型;在扶贫范围上由局部扶贫向整体扶贫转型;在扶贫目标上由

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型。从而在明确西部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为构建新型的西部农村反

贫困战略框架、进而为确立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重点创造条件。

三、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的理论构想

作者依据马斯洛的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理论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

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构想,指出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的理论内涵是形成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能力、

提高贫困人口的现代生产能力和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的新型扶贫战略框架。首先,重点向

以人类贫困和弱势群体贫困为主体的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 包括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力

量和国际机构向他们提供粮食、衣物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畜饮水、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基本住房等援助

措施以迅速缓解贫困状况。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呆、傻等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很难通过扶持手段脱

贫的特困人口要尽快建立贫困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新时期贫困地区扶贫战略的重要基础。其

次,是向以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为主体的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的满足, 包括通过政府扶持、社会

援助、以工代赈、个体参与的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力素质,帮助其

修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及基础能源、通信设施, 以全面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这是新时期贫困

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重点。再次, 是向以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为主体的全体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发展能力

的满足,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是新时期贫困

地区反贫困战略的根本目标。关于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的战略构造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农村反贫困的

观察、思考、实践和研究的结果。

冷静分析与判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态势,探索有效缓解和消除贫困的基本途径,确立新型农村反

贫困治理模式是 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和必须解决

的重大人类课题。赵曦著  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 !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推进发展经济学反贫困战略

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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