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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监测分析视角的农村
扶贫开发问题与建议

——以广州市为例

佟宇竞

（广州商学院电子商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1363）

摘　要：为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广州市新一轮扶贫开发确定的贫困帮扶村作为样本，按

照抽样调查原则，实施贫困监测。调查农村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农村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农村居

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等情况。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监测分析，总结扶贫开发取

得的主要成效，指出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村级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激发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强化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整合扶贫资源、建立

贫困村产业示范园，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一村一品”，加强对贫困户宣传教育、推广教育扶贫等方面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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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statistica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ONG…Yu-jing

（ Schoo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Management,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511363，China）

 Abstract：In…order…to…accelerate…the…accurate…poverty…alleviation…and…overcome…poverty,…a…new…round…of…poverty…

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was…implemented…in…Guangzhou…in…2014.According…to…a…new…round…of…poverty…alleviation…
and…development…in…Guangzhou,…the…total…number…of…poverty-stricken…helping…villages…is…the…total…sample,…and…poverty…
monitoring…is…carried…out…based…on…the…principle…of…sampling…survey.The…main…contents…of…the…survey…and…monitoring…are…the…
income…and…expenditure…of…the…rural…residents,…the…members…of…the…rural…households…and…the…labor…employment…situation,…
the…food…and…energy…consumption…of…the…rural…households,…and…the…ownership…of…the…housing…and…durable…consumer…goods.
Based…on…the…monitoring…and…analysis…of…sampling…samples,…the…main…achievements…of…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
are…summarized,…and…the…problems…existing…in…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are…pointed…out.From…the…establishment…
of…a…long-term…mechanism…for…the…achievement…of…poverty…alleviation…at…the…village…level,…to…stimulate…the…motivation…of…
poverty…alleviation,…to…promote…the…poverty…alleviation…of…the…industry,…to…promote…poverty…alleviation…and…enrich…the…poor,…
to…strengthen…the…training…of…labor…skills,…to…improve…the…quality…of…labor,…to…integrate…the…resources…of…poverty…alleviation,…to…
establish…the…industrial…demonstration…garden…of…the…poor…village,…develop…the…characteristic…industry…and…cultivate…the…"one…
village…and…one…product".And…propose…the…releva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on…the…propaganda…and…education…of…
the…poor…households…and…the…promotion…of…the…poverty…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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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现实问题，既有短期性更有长期性、复

杂性、艰巨性的特点。绝对贫困是暂时的，但

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扶贫是一项长期性、

持久性的工作。作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扶贫开发能够有效

改善和提高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摆脱贫困状态。从乡村振兴的背景和视野来看，

扶贫开发是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

州一直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施工

业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对农业农村问题重

视不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工农、城乡之间的

发展差距，而扶贫开发是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的纠偏和矫正，是从重视城市发展的城市化向

重视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的转型。通过实施

扶贫开发，既丰富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内涵，也

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具体行动和举措。广州

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征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以更

大的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众

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开放与

发展的成果，由解决绝对贫困为主逐步转向以

解决相对贫困为主转变。

近年来，为贯彻国家、省关于统筹城乡发

展和强化扶贫帮困工作的决策精神，实施省“规

划到户、责任到人”任务，广州市动员全市各

方力量，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

的重大举措和重大惠民工程来抓，扶贫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广

州市有关部门制定了农村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制

度，通过扶贫统计监测及时了解贫困村及贫困

户发展动态，为制定扶贫开发政策和相关措施

提供有力支撑及依据。本文在深入领会《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广

东省扶贫开发条例》、《广东省农村扶贫开发

实施意见》（粤发〔2012〕2 号）、《中共广

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农村扶贫

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穗字〔2011〕7 号）

等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深入花都、增城、从化

开展调研，与区有关部门、驻村干部、村民等

进行座谈，实地考察扶贫开发项目，并充分利

用和挖掘扶贫监测抽样样本点数据和情况，总

结扶贫开发取得的主要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

提出深化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从扶贫统计监测，

建立扶贫共享数据，强化贫困人口动态管理，

及时监测贫困因素变动情况，完善扶贫对象识

别机制，精准扶贫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及

面临的新挑战，以及相关区域及贫困村案例等

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1-10］，本文着重从统计监

测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挖掘问题

及提出对策建议。

1　研究对象

本次贫困监测调查范围和对象是广州市新

一轮扶贫开发确定的 430 个贫困帮扶村中具有

本地户籍的农户，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

困户指低保户和低收入户（不含五保户），由

镇村根据农户家庭贫困标准提出申请，经各级

民政部门审定后批准确定。根据扶贫管理部门

的分类，贫困户又分有劳动力和无劳动力，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指家里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家庭。

根据《广州市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方

案的通知》（穗办〔2013〕15 号），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低于 20 万元的行政村或部分收入已达

20 万元的北部山区行政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低于 1 万元的农户为新一轮扶贫对象。本次

调查中新一轮扶贫开发确定的 430 个帮扶村作

为样本总量，按其数量的 10%（即抽取 45 条帮

扶村）作为调查样本点。按照统计抽样原则，

在 45 个样本点基础上，每个样本点抽取 10 户

农户为调查户，其中贫困户6户，非贫困户4户；

总户数为 450 户，其中贫困户 270 户，非贫困

户 180 户。调查内容主要为 2014—2016 年农村

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农村住户成员及劳

动力从业情况、农村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

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等，本文根

据贫困监测抽样调查进行加工整理与测算分析。

2　广州市农村扶贫开发贫困监测分析

从 2014—2016 年 450 户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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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数据来看，广州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较好

成效，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标，经营收入状况大为改善，转移净收入快速

增长，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

距有所缩小，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也存

在贫困户劳动力和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工

资性收入仍偏低等问题。

2.1　贫困户常住成员变化情况

2.1.1　贫困户常住成员数量大幅减少　在贫困

监测调查的 450 户农村居民家庭中，贫困户有

270 户。2016 年，被调查的 270 户贫困户有常

住成员 822 人（户均 3.04 人），2015、2016 年

分别比上年减少 1.5、23 人。贫困户常住成员

在2016年减少较多，原因在于迁出离开常住地、

自然死亡等减少的人数，多于迁入、自然出生

等增加的人数（表 1）。

2.1.2　贫困户劳动力占常住成员数量比重较

低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 822 个

常住成员中，有劳动力 367 人，2015、2016

年分别比上年增加 37、5 人，即使近两年劳动

力人数有所增加，但劳动力人数占常住成员数

的比重仍不足 50%，2014、2015、2016 年分

别占 38.39%、42.84% 和 44.65%（表 1）。

2.1.3　贫困户常住成员从业人员数量不断

增加…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常住

成 员 从 业 人 数 为 324 人，2015、2016 年 分

别比上年增加 35、18 人，同比增长率分别

为 12.92%、5.88%。2016 年，贫困户劳动力

就业率（从业人员数占劳动力人数的比重）

为 88.28%， 与 2014、2015 年 的 83.38% 和

84.53% 相比，分别增加 4.90 和 3.75 个百分

点（表 1）。

表 1　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常住成员情况

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5 年同比增长（%） 2016 年同比增长（%）

调查样本住户数（户） 270 270 270 0 0

常住成员数（人） 846.5 845 822 -0.18 -2.72

劳动力人数（人） 325 362 367 11.38 1.38

从业人数（人） 271 306 324 12.92 5.88

2.1.4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劳动力就业率　从

贫困户是否有劳动能力分组情况来看，2016 年，

被调查的 180 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中有常住

成员 628.75 人（户均 3.49 人），其中劳动力人

数和从业人数分别占常住成员数的 50.26% 和

45.33%，劳动力就业率为 90.19%；而 90 户无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中有常住成员 193.25 人（户

均 2.15 人），其中劳动力人数和从业人数分别

占常住成员数的为 26.39% 和 20.18%，劳动力

就业率为 76.47%。

2.2　贫困户收入变化情况

2.2.1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达标　2014—

2016 年，广州实施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关

于打赢我市 2016 年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攻坚战

工作方案》（穗办电〔2016〕31 号）文件，明

确要求贫困人口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达到 1

万元以上，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3…364 元，完成脱贫目标。2015

年和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7.40%和41.45%（表2）。

2.2.2　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加强

贫困户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劳动人口就业能

力，积极推进相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

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双转移”，促进农

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

的贫困户工资性收入有了大幅增长。贫困户人

均工资性收入 6…355 元，与 2014、2015 年相比

大幅增加 2…871、2…368 元，2016 年贫困户工资

性收入同比增长率达 59.39%，对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贡献率达 60.47%（表 2）。

2.2.3　贫困户经营收入状况明显改善　近年

来，通过加快构建集约化家庭经营与产业化合

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深入挖

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

入增长。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人均

经营净收入为 1…130 元，与 2014、2015 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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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增加 356、366 元，2016 年的同比增长

率达 47.94%。从经营净收入的各构成部分来

看，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经营净

收入中大部分来自于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占

其经营净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3.61%、87.94 和

92.81%（表 2）。

2.2.4　贫困户转移净收入快速增长　转移净收

入在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仅次于工资性收入，远高于经营净收入和财产

净收入。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

户人均转移净收入分别为 3…653、4…541、5…674

元，2015 年、2016 年同比分别增长 24.32% 和

24.94%；从转移性收入的构成情况来看，贫困

户的转移性收入主要为“社会救济和补助”，

2015 年和 2016 年其占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分别

为 79.19% 和 70.60%（表 2）。

表 2　2014—2016 年贫困户收入情况

指标 2014 年（元） 2015 年（元） 2016 年（元） 2015 年同比增长（%） 2016 年同比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 8048 9448 13364 17.40 41.45

工资性收入 3484 3987 6355 14.44 59.39

经营净收入 774 764 1130 -1.29 47.91

财产净收入 138 155 206 12.32 32.90

转移净收入 3653 4541 5674 24.31 24.95

2.3　贫困户支出变化情况

2.3.1　贫困户支出较快增长，消费支出约占

90%　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

户人均支出分别为 8…157、9…521、10…329 元，

2015、2016 年分别增长 16.72% 和 8.49%。从支

出各构成部分占比和增长情况来看，贫困户消

费支出比重较大，2014—2016 年贫困户人均消

费支出分别为 7…797、8…312、9…217 元，分别占

人均支出合计的 95.58%、87.30% 和 89.23%，

贫困户消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90%左右（表3）。

表 3　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支出情况

指标 2014 年（元） 2015 年（元） 2016 年（元）
2015 年同比增长

（%）

2016 年同比增长

（%）

人均支出合计 8157 9521 10329 16.72 8.49

消费支出 7797 8312 9217 6.61 10.89

生产经营费用支出 119 348 416 192.65 19.65

财产性支出 7 1 7 -87.98 721.08

转移性支出 127 158 181 24.38 14.9

部分商业保险支出 0.12 3 14 2479.4 362.34

购置资产及非经常性转移支出 83 618 418 647.71 -32.33

借贷性支出 25 82 76 225.13 -7.17

2.3.2　贫困户主要消费支出仍以食品、教育和

医疗为主　从消费支出的各部分占比情况来

看，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仍然以食品、居住、

教育和医疗等刚性需求为主。2014 年，贫困

户消费支出中占比较大的为“食品烟酒”“居

住”“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分

别 占 43.65%、16.89%、13.98% 和 11.80%，

2015、2016 年，“居住”支出占比下降，“教

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占比上升，占

比排在前 3 位的为“食品烟酒”“教育文化

娱乐”和“医疗保健”，其中 2016 年分别占

42.95%、17.05% 和 13.57%（表 4）。

2.4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支比较

2.4.1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差距缩小　2015、

2016 年广州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39% 和 41.46%，比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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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消费支出情况

指标 2014 年（元） 2015 年（元） 2016 年（元） 2015 年同比增长（%） 2016 年同比增长（%）

人均消费支出 7797 8312 9217 6.61 10.89

食品烟酒 3403 3527 3959 3.62 12.25

衣着 223 254 271 14.18 6.54

居住 1317 701 903 -46.80 28.9

生活用品及服务 247 381 503 54.32 32.18

交通、通信 544 621 676 14.23 8.72

教育文化娱乐 1090 1482 1572 35.91 6.08

医疗保健 920 1259 1251 36.87 -0.65

其他 53 87 83 66.21 -4.69

广州非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分别高

4.37、18.66 个百分点。非贫困户与贫困户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也从 2014 年的 1.81 ︰ 1、

2015 年的 1.74 ︰ 1 下降到 2016 年的 1.51 ︰ 1，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差距在逐年缩小。

2.4.2　收入结构比较　贫困户收入主要靠工

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非贫困户收入则主要

靠工资性收入。2016 年，广州贫困监测调查

的贫困户人均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为

6…355、5…674 元，分别占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47.55%、42.46%，而非贫困户人均工资

性收入为 14…656 元，占非贫困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72.43%（图 1）。

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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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 年广州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构成 

2.4.3　支出结构比较　从支出各构成部分情况

来看，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的消费

支出比重最大，贫困户人均消费支出 9…217 元，

占支出合计的近 90%。非贫困户的消费支出占

77.25%，比贫困户低约 12 个百分点，除消费支

出外，非贫困户另一较大的支出为购置资产及

非经常性转移、占 12.37%。与 2015 年相比，

2016 年非贫困户减少了生产经营费用支出，更

多支出用于购置资产及非经常性转移；而贫困

户则减少了购置资产及非经常性转移支出，更

多支出用于生产经营（表 5）。

表 5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支出情况

指　标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支出

（元）

比重

（%）

支出

（元）

比重

（%）

人均支出合计 10329 100.00 15998 100.00

消费支出 9217 89.23 12358 77.25

生产经营费用支出 416 4.03 676 4.23

财产性支出 7 0.07 13 0.08

转移性支出 181 1.75 680 4.25

部分商业保险支出 14 0.14 33 0.21

购置资产及非经常

性转移支出

418 4.05 1979 12.37

借贷性支出 76 0.74 258 1.61

………

…从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来看，在满足食品

需求外，贫困户的支出更多用于教育和医疗，而

非贫困户更多用于交通、通讯和居住。2016年，

贫困监测调查的贫困户消费支出中排在前 3 位的

分别为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分

别占42.95%、17.06%和13.57%；对于非贫困户，

2016 年消费支出中排在前 3 位的为食品烟酒、

交通、通讯和居住，分别占 44.11%、14.47% 和

11.86%（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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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和非贫困户

　　　消费支出情况

指　标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支出

（元）

比重

（%）

支出

（元）

比重

（%）

人均消费支出 9217 100.00… 12358 100.00…

食品烟酒 3959 42.95… 5451 44.11…

衣着 271 2.94… 551 4.46…

居住 903 9.80… 1466 11.86…

生活用品及服务 503 5.46… 954 7.72…

交通、通讯 676 7.33… 1788 14.47…

教育文化娱乐 1572 17.06… 1110 8.98…

医疗保健 1251 13.57… 879 7.11…

其他 83 0.90… 159 1.29

3　扶贫开发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广州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2013 年推出《广州市新一轮农村扶贫

开发工作方案》，2016 年推出《关于打赢我市

2016年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攻坚战工作方案》，

对于全市 430 条帮扶村和村内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实行定点、定人、定责精准帮扶，对于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贫困人口纳入当地农村社会保

障范围，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1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贫困户就业

在 2014—2016 年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加大劳务输出培训，

采取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确保

贫困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同时

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扶持力

度，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贫困户提高就业率，

2016 年贫困监测的贫困户从业人数比上年增加

18 人，劳动力就业率超过 90%。

3.2　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

在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采取有力

措施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扶持

力度，下大力气推动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户人均工资性收入大幅增

长，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接近 60%，其中工资

的增长率超过 50%。

3.3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在新一轮农村扶贫工作中受益的不仅是贫

困村中的贫困户，非贫困户也同样受益：非贫

困户人均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呈两位数增长，

转移净收入也翻了一番，但贫困户受益更大，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比非贫困户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极大缩

小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3.4　贫困户经营状况得到改善

近几年，广州充分依托贫困地区特色优势

资源，积极引进企业发展种养业和旅游项目，

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通过品牌推介，

加大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与市场对接力度；扶持

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业基地，

加强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培育，发

挥其对贫困人口的组织带动作用。一系列的特

色产业脱贫措施取得良好成效，2016 年贫困户

经营收入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其增长主要体

现在第一产业，贫困户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从

2015年的人均672元增加到2016年的 1…048元，

同比增长 55.95%。

3.5　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

在新一轮农村扶贫开发中，广州还注重改

善相对贫困地区的基本民生。首先是推进农村

唯一居住泥砖房和危房改造，2013—2015 年分

别改造了 10…000、13…000、13…000 户，2016 年

完成了剩余部分的改造；其次是推进农村自来

水改造，通过建设小型集中式供水设施，装表

到户，达到了户户通水的目标。

3.6　贫困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2016年，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4元，

而人均支出则达到10…329元，收支比约为1.3︰1。

人均消费支出从 2015 年的 8…312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9…217 元，2016 年消费支出占支出合计的比

重也比 2015 年增加了约 2 个百分点，贫困户生

活消费水平有所提高。

4　存在问题

4.1　贫困户劳动力和就业人数较少

在贫困监测的贫困户中，劳动力和就业

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全市调查贫困户的劳动

力人数不到常住成员数的 50%，2016 年只有

44.65%。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扶贫主要是

依靠政府部门帮扶，依靠自身劳动力脱贫能力

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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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贫困户经营收入有待提高，过度依赖第一

产业

2016 年，贫困户人均经营净收入约 1…130

元，不到非贫困户的1/3，贫困户经营净收入中，

90% 以上是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收入与非贫困户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贫困户

经营净收入过度依赖第一产业，贫困户不论是

否有劳动能力，其经营净收入都主要来源于第

一产业经营净收入，而非贫困户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几乎相当，分别占经营净收

入的 47.10% 和 48.40%。要想脱贫，必须想方

设法提高贫困户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

业的收入，摆脱贫困户经营净收入过度依赖第

一产业的困境。

4.3　贫困户工资性收入仍偏低

2016 年，虽然贫困户人均工资性收入实现

了大幅增长，但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的工

资性收入仍然偏低，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人均工

资性收入为非贫困户的50.32%。在贫困户当中，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人均工资性收入，不足有劳

动能力贫困户的 50%，仅为 41.16%。贫困户与

非贫困户之间、有无劳动能力贫困户之间工资

性收入差距大，可能与受教育水平有差距等因

素有关系，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可能短期取得

突破，贫困户工资收入偏低的现象反映了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4.4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存在返贫风险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有 50% 收入来自于工

资性收入，而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收入近七成

要靠转移收入，当政策性扶贫措施结束以后，

这些主要依靠转移收入的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可

能要重新返贫。2016 年，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

常住成员数量占贫困户的 23.51%，但劳动力人

数占贫困户比重则不足 14%。无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依靠转移收入脱贫后，由于患病会重新返

贫，因此需要解决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劳动力缺

乏、存在返贫风险等问题。

4.5　贫困户依赖社会救济和补助易形成“懒汉”

意识

2016 年，贫困监测调查贫困户人均转移净

收入为 5…674 元，同比增长 24.95%，贫困户的

人均转移净收入是非贫困户的 4.70 倍。从转移

性收入的构成情况来看，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

主要为“社会救济和补助”，占转移性收入的

70.60%。本轮扶贫政府采取对贫困户“兜底”

措施，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行财政兜底，

容易形成和助长贫困户“懒汉”意识思维。

5　对策建议

5.1　建立村级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

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大力发展稳定

致富项目，进一步提高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建立村级贫困户保障机制。探索建立村级扶贫

基金，为困难群众提供资助，防止困难群众因

灾因病返贫，为因灾、因病或子女入学等致贫

的困难群众提供救助保障［11］，对因灾、因病

或子女入学等致贫的困难群众进行登记造册，

给予救助与跟踪服务［12］。

5.2　进一步激发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

扶贫必先扶志，脱贫须先脱思想。为有效

改变贫困户过度依赖政府财政“兜底”“养懒汉”

带来的弊端，引导贫困户摒弃“等、靠、要”思想，

激发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从“被扶贫”向“主

动脱贫”转变，从思想观念上树立主动脱贫意识，

配合政府扶贫相关行动计划与措施，积极寻找

与开拓家庭经营与就业机会，尽快脱贫［13］。

5.3　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分析各贫困村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市

场环境等基础上，找准产业项目与贫困户增收

的结合点，真正建立起贫困户分享产业发展红

利的有效机制［14］。扶持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

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建成一批对贫困户脱

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加工、服务基地，

真正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5.4　强化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大力发挥“智力扶贫”的作用，充分开发

贫困山区的人力资源。根据市场需要，以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为主阵地，制定对贫

困户劳动者的技能培训计划，定期对务农人员

进行种养殖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劳动者从事

发展现代农业的技能。通过切实提高劳动力素

质，加速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向二、三产业转

移，向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转移，带动农户脱贫

致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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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整合扶贫资源，建立贫困村产业示范园

产业化扶贫是当前实现贫困户稳定增收脱

贫的重要途径，建设贫困村产业示范园是推动

贫困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形式［16］。建议贫困

地区把发展贫困村产业示范园纳入区域经济布

局，有条件的村可以联合资源优势相近和地理

环境接近的村，在具备工业开发条件的地方异

地联合建设产业示范园，形成统一的区域产业

布局，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为贫困村稳定脱

贫搭建长效化发展平台。

5.6　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一村一品”

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以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中介，促进农户与企业结

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17］，通过“公

司+种养基地+农户”“公司+经济合作社”“种

养大户 + 农户”等形式，重点发展一两个特色

产业，大力推进“一村一品”，连片开发，为

贫困农户稳定脱贫创造条件［18］。

5.7　加强对贫困户宣传教育，推广教育扶贫

继续提高贫困户受教育水平，充分认识

教育扶贫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持续推进教育扶

贫［19］，实现贫困家庭教育全覆盖，对贫困家

庭劳动力长期持续提供创业就业技能教育，贫

困家庭学生继续推行免费政策、贫困家庭离校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支持［20］。通过

长期持续地提高贫困户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

贫困户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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